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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西藏黄教四大寺的布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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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西藏黄教四大寺建筑历史的追溯%探讨了寺庙布局发展的历程%总结分析了每座寺庙的布局

特征'甘丹寺沿山坳呈扇形的发散模式(哲蚌寺建筑群以高等级建筑为中心%形成了由内向外的发展趋势(色

拉寺以道路为中轴%新旧区域划分明确(连续七座的金顶建筑构成了扎什伦布寺的序列中心&在相同的历史

背景和宗教背景下%四大寺的建筑布局有一定的共性%以一种类似细胞组织自然发展的方式向外扩张(同时%

由于每座寺庙所处的地理条件的差异%建筑布局又各有不同%但总的来看%都是因地制宜%顺应环境%实现了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黄教!四大寺!建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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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格鲁派因为僧人穿戴黄色的僧帽

又被称为黄教&公元
"G%F

年%宗喀巴大师在拉

萨大昭寺主持举行了正月传召大法会%并在拉萨

东郊的旺古日山修建了第一座格鲁派寺庙333

甘丹寺%格鲁派由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格鲁

派教法严明,纪律严格%得到了西藏各界的支持

和推崇%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藏

传佛教第一大教派&甘丹寺建立后%在宗喀巴大

师的指示下%他的弟子在卫藏各地又建立了诸多

的寺庙%其中最著名者有三座%分别是'拉萨的哲

蚌寺,色拉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加上早前

修建的甘丹寺%被合称为#西藏黄教四大寺$&这

四座寺庙无论是僧众数量还是建筑规模%在藏传

佛教寺庙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甘丹寺是格鲁派最

高宗教领袖驻锡的寺庙%哲蚌寺是达赖喇嘛驻锡

的寺庙%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大师驻锡的寺庙(在

宗教上和政治上%这四大寺庙领导的僧侣集团都

具有显赫的影响力&

一!甘丹寺

"/

寺庙历史

公元
"G%F

年%在大昭寺举行完传召法会后%

宗喀巴大师在今拉萨达孜县境内的旺古日山的

南麓主持修建了甘丹寺%这两件事被认为是格鲁

派正式建立的标志&对于甘丹寺的修建%流传着

多种说法'#大师己丑年兴建拉萨的神变祈愿大

法会%遂依如来授记修建卓日伍齐山的甘丹尊圣

神洲%在此住持很长时间转大法轮$

*

"

+

&宗喀巴

大师曾得到佛祖的授记%在旺古日山取得了白海

螺%加持后%主持了甘丹寺的奠基仪式(还有的

说%宗喀巴大师曾路过此山%发现山形似一尊卧

倒的大象%是大吉之兆%因此选在此处修建寺庙(

寺庙里的僧人说%宗喀巴大师在筹划建寺时%一

只过路的乌鸦叼走了他的帽子%在空中盘旋几圈

后将大师的帽子丢在了半山腰%紧随其来的大师

及其弟子都认为这是佛的旨意%便将落帽的地方

作为寺庙的基址&甘丹寺曾是宗喀巴大师驻锡

的寺庙%大师的灵塔至今仍供奉在甘丹寺%历辈

的甘丹池巴"都被公认为是格鲁派中最具有学识

的高僧%是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因此甘丹寺也

是格鲁派僧众心中向往的圣地&清代时寺庙编

员
AA%%

人%但实际在寺的僧人数量曾达到
F%%%

人之多&甘丹寺以传授显宗为主%没有密宗学

院&也是因为这里是格鲁派的主寺%所以寺庙较

少参与政治活动%到后期在社会影响力方面逐渐

被哲蚌寺赶超&原来的甘丹寺建筑在文革时期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有的建筑是
$%

世纪
D%

年

代在原址修复的&

$/

建筑概况

修建在旺古日山南麓山腰上的甘丹寺占地

面积达
"A

万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约为
B/BA

万

平方米%寺庙由山腰向上扩展%层层叠叠%巍峨雄

壮&主要建筑有措钦大殿,阳拔健,赤多康,两大

扎仓等!图
"

"&措钦大殿位于寺庙建筑群偏东的

位置%紧贴其左右的分别是阳拔健和赤多康两座

佛殿%从阳拔健往西走是下孜扎仓%这四座建筑

位于相似的高程上%上孜扎仓在下孜扎仓的上

方%两大扎仓基本位于整个寺庙建筑群构图的中

心%主要建筑间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建筑%多为四

层左右的僧舍&

图
"

!

甘丹寺鸟瞰照片

!

最初建寺时%修建的是措钦大殿和宗喀巴大

师的寝殿333赤多康(#寺院建成后%宗喀巴大师

考虑如果在大经堂举行曼荼罗修供法会%受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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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人会有见曼荼罗的大罪孽%为此必需修建一

座幽静的修供殿堂$

*

$

+

&公元
"G"A

年宗喀巴大

师又为阳拔健奠基%并亲自设计%作为专修密法

的佛殿&#宗喀巴大师圆寂后%在甘丹寺用
"D

升

白银为他建造了大灵塔%并且用金银建造了纪念

宗喀巴大师的佛像&第三任甘丹赤巴克珠杰-

格勒白桑期间%为宗喀巴大师的灵塔新建了金铜

合金的金顶塔檐%创建了讲论大乘经典的讲经

院%建立讲修法相学的扎仓&四任甘丹赤巴夏鲁

哇-勒巴坚赞在其
"$

年任期内%由他主持完成

了宗喀巴大师灵塔殿屋顶的收尾工程%在染金屋

顶新塑密集,胜乐,时轮三尊金像&第五任甘丹

赤巴洛周曲迥%在甘丹寺新建佛殿内塑释迪牟尼

金像%建造了大银塔等&第六任帕索-曲吉坚

赞%新建甘丹寺狮吼殿%而且为其前面几任甘丹

赤巴塑像&第八任甘丹赤巴门朗班瓦%新塑佛

像,刻印经书,兴建佛塔等&第二十一任甘丹赤

巴德瓦坚-格勒白桑%将桑普年绒扎仓与甘丹寺

夏孜扎仓合并&第二十三任甘丹赤巴次丹嘉措%

于
"A##

年建成甘丹寺两扎仓之一的夏孜扎仓

!甘丹东院"僧人宿舍(为甘丹东院大殿新绘壁

画%修建怪柳女墙&第四十九任甘丹赤巴洛桑达

尔基%新建甘丹寺三层基索殿顶檐&第五十任甘

丹赤巴格敦平措%在宗喀巴银塔表面刷金汁使其

变成金塔&甘丹寺经历历任甘丹赤巴的兴建%逐

渐扩建发展而来$

*

!

+

&

!/

布局特点

从建筑修建的年代可以看出%偏于东侧的赤

多康,阳拔健和措钦大殿是最早的建筑%寺庙最

初的范围应该就是在这片区域(阳拔健和赤多康

在历辈甘丹池巴的手中建筑规模也是不断扩大(

到五世达赖时期%对措钦大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

建%三座建筑紧簇成团%形成了寺院的建筑核心&

之后寺庙开始向西发展%先后确定了上孜和下孜

扎仓的位置%下孜扎仓为了延续与上孜扎仓的一

致性而选择修建在同一纵坐标点的不同高程上&

所以%寺庙的建筑布局发展是从东往西推进的模

式&另一方面%甘丹寺所处的位置是在山坳里%

建筑顺应山体走势修建在一片扇形的区域中%最

主要的措钦大殿,阳拔健,赤多康和下孜扎仓这

些大体量的建筑又都修建在建筑群构图的横向

中轴上%在同一段圆弧上布置%使得建筑的朝向

具有一定的向心性%构成了整组寺院建筑群的带

状的视觉中心!图
$

"&

图
$

!

甘丹寺总平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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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蚌寺

"/

寺庙历史

哲蚌寺位于拉萨西郊的更培邬孜山南麓%公

元
"G"#

年由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嘉央曲杰创立&

公元
"G"G

年%宗喀巴大师向嘉央曲杰提出了创

建寺庙之事%并且预言这座寺庙将比格鲁派主寺

甘丹寺还要辉煌&#宗喀巴大师先后指示说'.为

了我们本派显密教法的讲习永不中断%并且弘传

到一切地方%应当兴建一座圆满的寺院%并且像

母亲养育儿子一样发展出各个子寺院/&还赐给

了果波日山掘出的法螺%又指示内邬首领南喀桑

波担任兴建寺院的施主&依照这些指示%嘉央曲

杰在他三十八岁的藏历第七绕迥火猴年!公元

"G"#

年"由内邬南喀桑波担任施主%兴建了哲蚌

寺$

*

G

+

AAD

&

"G"#

年%以柳吾宗本南嘎桑布为主要

施主%先后修建了哲蚌寺措钦大殿,密修院!阿巴

扎仓"和僧舍等最初的寺庙建筑&哲蚌寺里的僧

人曾说%从远处看%整座更培邬孜山就像是一尊

白度母%一脚弯曲%一脚向外侧伸展%哲蚌寺的位

置就在佛的腰间&寺庙位于山的南坡%北面靠

山%南面临水&山中有两股清泉水从寺庙旁边流

过%溪水延绵数里%暗示僧人学法要循序渐进%日

积月累%细水长流(同时也寓意佛法的学习源远

流长&山的南面就是拉萨河%是寺庙的主要水

源%它就像是一条白色的哈达%有吉祥之意&清

代时哲蚌寺定员
BB%%

人%但寺庙实际容纳的僧

侣人数远远超过%据寺庙中僧人介绍%在鼎盛时

期%曾有过万的僧人在错钦大殿集体诵经&

$/

建筑概况

哲蚌寺占地
$%

多万平方米%主要的建筑有

措钦大殿,甘丹颇章,四大扎仓和大大小小
DB

个

院子!图
!

"&措钦大殿位于寺庙正中偏西的位置%

图
!

!

哲蚌寺全景

!

以措钦大殿为中心%洛塞林扎仓位于措钦大殿的

东南侧%阿巴扎仓在措钦大殿的东北侧%果莽扎

仓在措钦大殿的东边,洛塞林扎仓的东北侧%德

央扎仓在果莽扎仓的南面,洛塞林扎仓的东面&

甘丹颇章位于寺庙的西南角&在这些主要建筑

之间穿插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院落%多是僧侣居住

的康村米村%更多的康村米村还是在寺庙的东边

和南边&寺院周围没有明显的围墙%与山体自然

衔接&建筑基本都是以院落为单位%通过巷道衔

接&建筑院落间的衔接空间或大或小%大到千人

聚集的广场%小到仅供一人通过的巷道&

!/

布局特点

寺庙创建之初%只有嘉央拉康和一个叫做

#让雄玛$的山洞&嘉央拉康%是现在位于措钦大

殿北侧的一座黄色的佛殿%建筑规模很小%面积

仅十来平方米%室内只有一根支柱%供奉文殊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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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让雄玛$位于现在的措钦大殿东侧地平下%

形制更像是日追"

%是嘉央曲杰的修行洞%范围

极其狭窄%仅能容一人坐禅%内有宗喀巴大师和

绛央曲杰的石质浅浮雕像&之后又修建了措钦

大殿和阿巴扎仓&据1宗喀巴大师传2的记载%

在
"G"F

年%宗喀巴大师曾从甘丹寺赴哲蚌寺%

专程为阿巴扎仓开光&从二世达赖开始%哲蚌

寺成为达赖喇嘛的主寺%规模开始不断扩张&

帕竹第悉将自己的别墅送给达赖作为居所%就

是后来的甘丹颇章&帕竹政权时期%哲蚌寺建

立了七大扎仓%但此时的扎仓建筑的规模尚小%

和康村米村的形式比较相似&至五世达赖时%

哲蚌寺成为了当时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中心%

寺庙势力空前膨胀%寺庙规模也日趋壮大%修建

了许多新的建筑&

"D

世纪上半叶%颇罗鼐大兴

土木%修复扩建了包括三大寺在内的许多重要

寺庙&现在看到的措钦大殿,洛塞林扎仓,果莽

扎仓等主要建筑都是在这一时期扩建的&现存

的四大扎仓中德央扎仓的面积最小%它是最后

修建的%从内部柱头样式看类似于
"F

世纪流行

的做法&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不难得出这

样的结论%整座寺庙的扩展趋势是由西北往东

南%从山上往山下扩散&

寺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机构%不仅仅反映在

组织制度上%在建筑上也是有所反映的&高等级

的建筑相对的规模会比较大%装饰也会比较隆重

和华丽&在一座大型寺庙中%建筑的等级基本是

按措钦,扎仓,康村,米村这样一个从高级到低级

的排列方式&最早的僧舍都是围绕着嘉央拉康

和阿巴扎仓而修建的%基本都分布在哲蚌寺现在

靠近西北角的区域&措钦大殿扩建后%在它的南

面和东南面又分别修建了其他的三座扎仓%加上

阿巴扎仓%四座扎仓与措钦大殿形成了以大殿为

中心,扎仓环绕四周的这样一种发散方式&填补

在扎仓和大殿之间是众多的康村和米村%而这些

康村米村多围绕着所属的扎仓修建%这就从大殿

到米村%形成了层层套叠的%以高等级建筑为中

心的向四周放射的扩散方式%此外还可以看出寺

庙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向山下延伸%主要建筑都是

在寺庙的北半部分%这正是等级关系的又一体

现&在藏族传统中%很早就有高等级的占据山的

高处%而低等级的只能在低处&就像兴盛于吐蕃

时期的大型土葬墓群中%往往身份地位较高的人

会葬在半山腰%而身份地位比较低的只能葬在靠

近山脚的地方&寺庙就是一个完整的细胞组织&

每个高等级的建筑就是细胞核%围绕在它周围的

低等级建筑就是细胞质%穿插其间的各种小道,

广场就是细胞液&这样的许多细胞堆积在一起

形成了寺庙这个组织&这种群体发展方式也体

现了建筑的向心性%强调中心建筑的重要性%以

及对周边建筑的凝聚力&这样的衍生方式也是

对教习功能的强调%建筑围绕着学习活动的场所

展开&同时%寺庙严密的组织性也被以这样的方

式反映出来&

三!色拉寺

"/

寺庙历史

色拉寺%位于拉萨市北郊约
A

公里的色拉乌

孜山南麓%全名#曲德钦波色拉特钦林$%正名#秦

清林$%意为大乘洲&#这是因为以前寺庙周围有

许多刺蘼树环绕%状如刺蘼园%所以起名色拉寺

!即刺蘼园寺"$

*

G

+

A#!

&每座著名寺庙在修建时都

有各种传说故事&在色拉寺北面的山腰上有一

处名为#曲顶岗热坠$的修行洞%是宗喀巴大师在

修行时校注佛经的静修室&一日%大师正在静修

室中修行%忽见山前的空中%#阿$字遍布天空如

雨而下&大师预言%这里应该修建一所讲经修佛

的大寺院%佛法在此必得普传&随后%在公元

"G"F

年%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依据

大师的谕示%以柳吾宗贵族为施主%在色拉乌孜

山的南麓修建了色拉寺&清代时色拉寺定员

!!%%

人%实际在寺僧人超过
A%%%

人&

$/

建筑概况

寺庙在建成初期%曾有堆,麦,嘉,仲当四座

扎仓%到公元
"B

世纪%由于各扎仓的发展不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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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追%藏传佛教建筑类型的一种%是在山上不易到达的地方挖的一个洞穴%供僧侣苦修闭关之用%一般规模都很小&



衡%最终拆散合并后改为三大扎仓'麦巴扎仓,吉

扎仓和阿巴扎仓%其中阿巴扎仓是密宗扎仓&关

于寺庙中重要建筑的具体修建年代%色拉寺在四

大寺中是最明确的&寺庙创建于公元
"G"F

年%

现存的建筑中只有麦巴扎仓和阿巴扎仓的始建

年代与此相符%据说麦巴扎仓的大殿建筑早年曾

遭雷击%现在的建筑是在公元
"B#"

年由贡钦-

强曲贡巴主持重建的&吉巴扎仓始建于公元

"G!A

年%在
"D

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僧人数量的剧

增%原有建筑不能满足需要%进行了改扩建(公元

"B"%

年由拉藏汗资助修建了色拉寺现在的措钦

大殿%新的措钦大殿建成后%原来的措钦大殿便

被改成了阿巴扎仓&

!/

布局特点

色拉寺正中是一条贯穿南北,林荫茂密,由

石块砌筑的道路%约有
!

,

G

米宽%这条道路将色

拉寺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也能看做是色拉寺

新旧范围的划分&依据前文分析的建筑修建的

年代%早于公元
"D

世纪的建筑%基本分布于道路

的西侧%如原来的措钦大殿,吉巴扎仓和麦巴扎

仓等等(而道路东侧的主要是新修建的措钦大殿

和一些康村建筑等&通过建筑年代看%新旧区域

的界限十分明显%色拉寺建筑群的发展经历了由

西向东扩散的历程&另一方面%与哲蚌寺相似的

是%吉巴扎仓和麦巴扎仓都有各自下属的康村,

米村%这些等级更低的建筑大多围绕所属扎仓展

开布置&吉巴扎仓及其所辖的康村,米村主要占

据了寺庙旧区靠北面,地势更高一些的位置%并

把原来的措钦大殿包裹其中%足以显示该扎仓在

色拉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麦巴扎仓及其所辖

的康村则位于山脚地势较低的位置%也是组团围

绕扎仓大殿的布局形式!图
G

"&

图
G

!

色拉寺建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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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扎什伦布寺

"/

寺庙历史

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于公元
"GGB

年在后藏

中心日喀则创建了扎什伦布寺&#当年六月上弦

日%由达结巴-索南贝桑担任施主%勘测地形%施

食土地神%根据1噶当宝书2授记,宗喀巴大师在

那塘寺的教导以及退敌天女的授记下%修建扎什

伦布寺吉祥大乐遍胜洲$

*

A

+

&法尊大师所著的

1西藏民主政教史2达赖世系卷里这样叙述了扎

什伦布寺创建的因缘'根敦珠在前往响朵格培山

闭关时%梦见了西尼玛山%山顶端坐着宗喀巴大

师%半山坐着他的受戒恩师慧狮子%自己则坐在

山下%这时听见恩师对他密语'#宗喀巴大师为我

授记甚多$%声音十分清楚&此后%根敦珠在博多

寺修行时%见到一个女人对他说'#那里有你的寺

庙%有寺就有众生$&根敦珠忙问寺庙叫什么名

字0 究竟如何0 女人却两手当胸%做莲花合掌状

说了两句密语%就不见了&根敦珠领会了这是空

行母对他的授记&当时慧狮子也常往返于日喀

则和那塘寺%每到西尼玛山就指着说'#我心中常

感觉僧成!根敦珠巴"在这里说法$&依据这些缘

法%根敦珠巴最终在西尼玛山南坡的半山腰上修

建了扎什伦布寺&公元
"#%"

年四世班禅洛桑曲

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在他担任扎什伦布寺池

巴期间%对寺庙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僧侣编员

!D%%

人%但实际达到了
A%%%

人%分别归属显宗

和密宗的四个扎仓'夏孜扎仓,吉康扎仓,推散林

扎仓和阿巴扎仓!密宗"&公元
"B"!

年%康熙皇

帝敕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并赐金

册,金印%从此%扎什伦布寺正式成为历代班禅的

驻锡之地%是继拉萨三大寺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格

鲁派寺庙&

$/

建筑概况

公元
"GGB

年%扎什伦布寺!图
A

"创建后%历

时
"$

年修建了措钦大殿(至公元
"GBG

年%寺庙内

已有
!

座显宗扎仓和
$#

座康村,米村(公元
"#%"

年%四世班禅大师洛桑确吉坚赞创建了阿巴扎

仓%主持了扎什伦布寺的扩建(公元
"##$

年%修

图
A

!

扎什伦布寺

!

建了四世班禅灵塔殿(公元
"B!B

年%修建了五世

班禅灵塔殿#确康吉$(公元
"BD%

年%修建了六世

班禅灵塔殿#确康鲁$(公元
"DA!

年%修建了七世

班禅灵塔殿#曲康格斯巴$(公元
"DD$

年%修建了

八世班禅灵塔殿#曲康瞻部岭哲坚$(公元
"FG%

年%修建了九世班禅灵塔殿#释松则甲$(十世班

禅圆寂后%也修建了灵塔殿&由于在文革时期四

世班禅灵塔殿和六至九世班禅的灵塔殿都被毁%

所以寺庙将四世班禅的新灵塔迎至#确康吉$供

奉%而将五世至九世班禅的灵塔殿迎至新建的东

陵扎什南杰殿供奉%扎什南杰殿的位置就是原来

四世班禅灵塔殿的位置&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大

师的驻锡寺%所以历辈班禅大师的灵塔都供奉在

这里%华丽的多座灵塔殿成为扎什伦布寺特有的

亮丽的风景线&这道红墙金顶沿东西走向贯穿

了扎什伦布寺%并且居于寺庙最高的位置%山的

半腰%构成了扎什伦布寺建筑群中等级最高的

#金顶序列$&四世班禅圆寂后紧挨着措钦大殿

建立了灵塔殿%以后历世班禅大师的灵塔殿都沿

着这条线向西面发展%每位班禅大师的灵塔殿也

都位于山的同一高度%#金顶序列$曾聚集着七座

#金顶$%而现在在这条红线上由东向西依然布置

着扎什伦布寺最主要的建筑%分别是'#扎什南杰

殿$333五世至九世的合葬灵塔殿,措钦大殿,班

禅拉让,#确吉康$333现在的四世班禅灵塔殿,

班禅新宫,十世班禅灵塔殿和强巴佛殿&

!/

布局特点

综上所述%扎什伦布寺坐落在山坡之上%建

筑依山势起伏排列%建筑体量也随着山势而逐渐

增加%体现出了寺庙建筑的气势和山地建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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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空间秩序&随着地势的不断升高%建筑等

级也随之升高%高等级建筑形成序列占据了视线

的最上部&灵塔殿的修建对于寺庙建筑群的整

体布局和发展有了很大的影响'建寺之初%中心

在偏东位置的措钦大殿%随着势力的扩张%寺庙

逐渐向西发展%完成了由东到西的带状构图&虽

然灵塔殿数量的增多而合适建殿的空间却在减

少%只能将占据山腰较高位置,与现有灵塔殿等

建筑在一条东西轴线上的普通建筑搬迁而获得

使用空间%所以高处的僧舍由山腰向山脚搬迁%

逐渐铺满%寺庙布局经历了由点到线到面的发

展&

另一方面%扎什伦布寺早期的发展也延续了

哲蚌寺这种自然生长的方式&措钦大殿偏于寺

庙的东面%推散林扎仓和夏孜扎仓虽都被毁%但

原址都在措钦的东面%吉康扎仓则位于措钦的南

面%可见三个扎仓都围绕措钦而建(措钦大殿与

扎仓之间是大小各异,隶属于不同扎仓的康村,

米村&建筑群最初是围绕一栋建筑或一个院落

在平面上发展起来%中心一般是措钦大殿&具备

一定规模后%逐渐开始分支细化%形成若干个以

扎仓大殿为中心的建筑组群&最后以每个扎仓

为单位按照一定的拓扑关系发展形成了现在的

寺庙布局!图
#

"&

图
#

!

扎什伦布寺建筑分析

!

五!小
!

结

黄教四大寺的创建时间非常接近%都是在公

元
"A

世纪的前
A%

年(寺庙的创始人分别是宗喀

巴大师和他的亲传弟子们(关于寺庙的修建也有

着种种神迹的传说(都将寺庙选择修建在远离城

市的山上%并位于山的南坡%建筑也都以坐北朝

南为修建依据(寺庙从成立开始%都经历了多次

的建筑活动%寺庙规模不断扩大%比较有影响的

建筑活动的多集中在公元
"B

世纪到
"D

世纪%形

成了寺庙现有的风貌&

由于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使得这四座黄教

大寺的建筑在营造时有着不可避免的共通性(但

是不同寺庙所处的实际环境的不同%使得这四座

大寺在建筑上又各具特色&四组建筑群都修建

在山间%集中了当时藏族地区最先进的营造工

艺%是藏式传统山地建筑的典范&建筑顺应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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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因地制宜,灵活变化%与山和自然融为一

体%体现了藏族同胞对自然的尊重和他们无穷的

建筑智慧&甘丹寺坐落在弧形的山坳间%建筑群

在一片立体的扇形区域展开%层层叠叠%沿山体

攀升(虽然是近年来重建的寺庙%但依然维持了

原有的建筑格局%建筑与建筑之间在一种潜在的

向心力的引导下%围绕同一圆心以画同心圆的方

式层层向外扩张&哲蚌寺从建寺至今%保存非常

完整%规模是四座寺庙之首%它的发展是标准的

由核心向外扩张的模式'措钦大殿位于建筑群构

图的中心点上%四大扎仓围绕其修建%康,米村又

围绕各自所属的扎仓修建%其他的一些建筑则修

建在寺庙的最外圈%由于建筑群西侧的山间有一

道天然的沟壑%寺庙扩张时自然地选择了向东面

地理条件更优越的方向扩张&色拉寺选择修建

在坡度较缓的山脚位置%寺庙最初的发展集中在

西边一隅%在大规模扩建的时候%寺庙并没有往

西边已经成熟的区域继续发展%而是在东侧开辟

了新的寺域%并将寺庙中心措钦大殿修建在新的

寺域中%逐渐围绕措钦大殿发展了许多新的康村

和米村(寺庙最终形成了以林荫道为中心%新旧

区域分居东西两侧的布局模式%寺庙中的重要建

筑分布两片%既聚集了附属建筑也起到了很好的

均衡作用%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保护旧城的基础上

另辟新城发展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扎什伦

布寺是后藏地区的政教中心,班禅大师的驻锡

寺%时至今日%十一世班禅大师回到西藏仍居住

学习在此%这里不仅是后藏地区格鲁派僧侣心中

的最高学府%也是万人敬仰的圣地(寺庙中有多

座供奉历辈班禅大师的灵塔殿%为了体现无差

别%而将它们按照同一高程并列排布在寺庙最高

处的东西轴线上%这些有着红色的墙体,金色的

屋顶的高耸的碉楼式建筑%与措钦大殿,班禅新

宫等建筑一起构成了整个寺庙建筑群最神圣的

#金顶序列$&

西藏的这四座格鲁派大寺庙%不仅是供奉神

佛的净土%也是僧侣们学习生活的地方&这些寺

庙中常驻的僧人至少以千为计量单位%像哲蚌寺

在鼎盛时期编员
BB%%

人%但实际僧人数已经过

万%这么庞大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座

寺庙%在地广人稀的西藏%也已经达到一座城镇

人口的标准&从四大寺的建筑布局上看%不再是

像早期寺庙那样%追求对佛教世界的刻意效仿%

而是以一种自然生长的方式发展着%以人的活动

作为寺庙营建的一个主要出发点&#道场中心的

建筑单位%则以僧侣生活和学习为核心形成非常

明白的实用价值))道场构成是建筑群性质的%

像是一座僧侣常驻,俗民流动的城市$

*

#

+

&四大

寺不仅具有深厚的宗教氛围%也体现出了浓郁的

生活气息&寺庙的主要构成是各类大小的大殿

和僧舍%以及其他一些作为生活服务设施的辅助

建筑(寺庙有自己独立的管理机构%一般设置在

措钦大殿或是扎仓大殿中(寺庙以扎仓,康村,米

村为单位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各单位都

有完整的生活系统%如厨房,宿舍,仓库和卫生设

施等(寺庙里的僧侣在学习的同时又各司其职&

曾有人说哲蚌寺是沐浴在阳光下的城池%其他三

座寺庙也一样%四大寺在摒除了它们的宗教象征

意义之后%更像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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