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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筑的特点及影响

高 伟

宋代一方面由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对外采取和亲

纳币的妥协政策，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上较为衰落的朝代；另一

方面在社会经济、文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有较大发展，科学技

术更有很大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宋代的建筑水平

达到了新的高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大转变的时期。其建筑规模一般

比唐朝小，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

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流行

仿木构建筑形式的砖石塔和墓葬，创造了很多华丽精美的作品。建

筑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注重意境的园林建筑也在这一时

期兴起，建筑构件则开始趋向标准化，并有了建筑总结性著作如

《木经》、《营造法式》。

一、宋代建筑的艺术价值

宋代建筑虽然没有了唐代建筑的雄伟和大气，但是他的建筑

结构和建筑装饰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直到现在仍被人称颂。

1.奇特的建筑布局。例如河北正定隆兴寺，其布局和结构是典

型的宋代建筑，整个寺院纵深展开，殿宇重重，高潮迭起。院落空间

时宽时窄，随建筑错落而变幻。佛香阁与周围的转轮藏、慈氏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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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空间，成为整组寺院建筑群的高潮，具极强的感染力。寺中

现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最高的摩尼殿，建在 1.2米高的台基上，

大殿面阔、进深皆七间。奇特的是，正方形殿身每面正中各出一扇

向前的歇山式抱厦，使平面形成十字形。由于殿身和四抱厦的整体

组合，大殿外观重叠雄伟。对此，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大加

赞赏：“这种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

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

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

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2.清雅柔逸的园林建筑。宋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创造的成熟期。

以北宋东京为例,有关文献所登录的私家、皇家园林名字就有一百

五十余个,由此可见宋代园林建筑之盛。宋代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

林不仅数量超过前代，而且艺术风格更加细致、清新，诗情画意更

为浓郁，意境创造更加自觉。通过借景、补景等方式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较有代表性的宋代宫殿园林有山西太原的“晋祠”。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 25公里处，其主殿圣母殿和

“鱼沼飞梁”是北宋遗物。其标志性建筑“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天圣

年间（1023-1032年），是现在晋祠内最为古老的建筑。晋祠内圣母

殿的宋塑侍女（泥塑）、老枝纵横的周柏（齐年柏）、长流不息的难老

泉，并称“晋祠三绝”。

鱼沼飞梁，全沼为一方形水池，池中立三十四根小八角形石

柱，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着十字形桥面。整个造型犹如展翅欲飞

的大鸟，故称飞梁。这种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的十字形桥式，在我国

现存实物仅此一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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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富丽华贵的建筑装饰。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

特点，宋代建筑从外貌到室内，都和唐代有显著不同，在建筑技巧

娴熟的基础上，着力于建筑细部的刻画，不仅一梁一柱都要进行艺

术加工，而且对于装修和装饰更要着力细致处理。格子门的一条门

框可以有七八种断面形式，毯文窗格的棱条表面要加上凸起的线

脚。在彩画中一朵花的每一花瓣都要经过由浅到深、四层晕染才算

完成。雕一朵花，花瓣造形极尽变化，生动活泼。

一些宗教建筑中，室内作神灵居住的“天宫楼阁”，把虚幻中的

佛国净土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墓葬建筑中，希望将生活中

美的感受永远保存下来，于是出现了墓主观戏、墓主夫妻饮宴、墓主

出行和回归之类题材的壁画或雕刻。工匠观察事物细致入微，刀功

绘笔掌握熟练。在建筑内部空间的塑造上，力图表现出人们的审美

理想。这些壁画和雕刻对后来的民间图案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二、宋代建筑的文化内涵

我们说建筑总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中的，宋

代的文化正如王振复老师在《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中所描述的

“宋代是一个文弱而文雅的时代，其思想感情已由唐代的热烈奔放

而渐渐变冷从而收敛自己，犹如从崇拜旭日而转为崇拜明月，从敢

于面对喷薄之朝阳转而遥望明寂之星空，……，显得宁静而沉滤。”

宋代的建筑风格也深深的烙上了宋型文化的痕迹。

首先，是建筑规模缩小。不管是北宋首都东京，还是南宋首都

临安，其城池和宫殿的规模都远远小于唐代长安。《中国建筑史》指

出：“北宋宫殿布局不如唐代恢廓。”比如东京宫城“因为他的宫城

是在州级子城的基础上扩张而成。仅 2.5公里周长，……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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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局不大之处。”至于陵墓建筑尺度趋小，也很明显。以北宋的七帝

八陵为例，他们比较拥挤地集中在河南巩县，分布在相距不过 10

公里的地域范围内。这种建筑布局虽然与当时的国力贫弱有关，但

主要还是受到当时理学思想的影响，理学提倡“存天理、去人欲”，

因此，当时的中国文人学子及其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有“向内

转”、“内敛”、“内倾”的特性，在物质层面上一般不求其宏大，而在

精神象征意义上具有深广的蕴意。正如宋代理学家邵雍言“心安身

自安，身安室自宽”，“气吐胸中，充塞宇宙”。

其次，是建筑布局随意。完全打破了“坊”、“市”界限，商业活动

不再限制在特定的区域，住家和商业贸易、手工业作坊等直接面对

街道，形成了临街设店的平面布局，并且取消夜禁制度。这体现了

城市市民意识和实用观念的苏醒，也体现了宋代文化的世俗化，平

民化倾向。

再次，是建筑风格改变。宋代的宫殿不论是群组建筑还是个体

形象都是清雅柔逸之风采，尤其其屋顶形象，屋脊、屋角有起翘之

势，给人以轻灵、柔美、秀逸的感觉。宋代的园林建筑更是纤巧秀

丽、融自然美与人工美于一体。建筑的这种风格和宋代的绘画、雕

塑都有相似之处，如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山水画，画面大部分

是空白或远水平野，只一角有一点点画，令人看起来辽阔无垠而心

旷神怡。

另外，宋代还产生了大量的书院建筑，如白鹿洞书院、应天书

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这是与宋代的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宋

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扩大科举取士名额的政策使大量寒门学

子奔求功名有望，极大地刺激了各类书院的发展，也促进了书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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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发展。

三、宋代建筑的科技含量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朝代，同样

宋代的建筑也体现了其高超的技术水平，对后世及至当代的建筑

界都产生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砖石建筑上，如海清寺

阿育王塔。

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在花果山风景区大村水库之滨。明《隆

庆海州志》描述它说：“浮屠九级，矗兀层霄”，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古

刹浮屠的规模和气概。据塔的第五层东南面嵌的碑文记载“天圣元

年起塔至九年镌名于阿育王塔第五级内安放佛像并碑文天圣九年

二月三日碑记”，说明此塔始建于天圣元年（1023年），竣工于天圣

九年，距今已近千年的历史。

在塔内外壁上嵌有碑刻 6块，明确记载了建塔经过。1975年大

修时，在位于第一层塔心柱阶梯下的“暗室”中出土了石函、铁匣、

银棺、金棺、银精舍、银盒和“佛真身舍利”和“阿育王佛牙”以及北

宋时期钱币等 26件文物。其中一件盛舍利子的汝窑青瓷瓶，是我

国第一次发现具有明确纪年的汝窑青瓷器。

海清寺塔建筑特点为砖砌仿楼阁式，八角九层，内部双层套

筒，梯级设于塔心，高达 40.58米，是中国现存最高佛塔。除一、二层

之间有平座外，其他各层均无。各层外壁四正面开门，四斜面浮雕

假窗。塔檐只是砖叠涩挑出，檐下没有斗拱，檐端连线柔和。由于塔

的高度高、檐数多，又仿木楼阁建造，于是，塔身也十分宏敞，除底

层塔身比例较高，檐上加建平座成台基状外，以上各层塔身向内收

分甚紧，高度也随之剧减，既保持了各部分匀称的比例，又给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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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感。每层塔檐，都用叠涩砖外挑，形成内凹曲线，似振翼欲飞；

塔身外壁开设门窗，含虚、玲珑，把佛塔装扮得丰满秀丽。塔顶塔

刹，同塔身相配，协调连贯。

此塔是纯砖建筑，反映了当时砖加工与施工技术所达到的水

平。全塔简洁无华，以比例匀称见长，是造型优秀的作品之一。

四、宋代建筑的影响

宋代的建筑处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阶段，其建筑艺术和技

术对海内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据记载贯穿南北宋的金（女真族）

在灭了辽和北宋之后也尊“汉法”。在建筑上，所用工匠多为汉人，

其建筑形式，特别是在细部及装修上造型柔丽、纤巧，明显受宋影

响。元代在宫殿布局、街市设置等方面也多有宋型特点。另据专家

考证，日本著名东大寺佛殿与广东潮州开元寺天王殿一模一样，证

明当时的宋代建筑风格已为海外所学习。《营造法式》在南宋和元

代均被重刊，明代还被用于当时的建筑工程，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建

筑行业的权威性巨著。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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