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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瑞云塔的建筑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探究 

孙  群  

（福建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从塔身造型、塔体结构、塔檐样式、雕刻艺术以及塔心室构造等方面探析福清瑞云塔的建筑特征，指出其

建筑造型上承福建唐、五代楼阁式石塔、受两宋、元以及明代早期楼阁式石塔影响较大，并对福建明末和清代楼

阁式石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福建沿海地区古塔的建筑形制与石刻工艺水平，并具有多样化的

文化内涵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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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al Ar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Ruiyun Pagoda in Fuqing 

SUN Qun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iyun Pagoda is conducted concerning the tower model, 
the tower structure, the style of tower eaves, the carving art and the structure of tower chamb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developed from the pavilion-style stone pagodas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in Fujian,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Ruiyun Pagoda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avilion-style stone pagodas in Song Dynasty, 
Yuan Dynasty and early Ming Dynasty and had a deep impact on the pavilion-style stone pagodas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in Fujian, which is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form and stone carving 
technology of ancient pagodas in Fujian coastal area in Ming Dynasty and enjoys a diversifie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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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已有 1 300 多年的
历史，名胜古迹众多，人文底蕴深厚，有“海滨邹
鲁、文献名邦”的美誉。福清自古以来古塔众多，
造型玲珑挺拔，柔和清丽，融入了闽都淡雅精巧的
地方特色，体现了悠久历史遗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
化底蕴，目前保存较好的古塔共有十五座，巍然屹
立于城区龙江畔一座小山上的瑞云塔则是其中最
亮丽的一道景观，反映了福清人民的价值取向和审
美意识。 

瑞云塔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由
名匠李邦达设计施工，历经十年，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年）竣工。瑞云塔样式美观，造型秀丽、雕
刻精湛，线条和谐，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楼阁式石
塔，堪称我国明代石塔的瑰宝，早在 1965 年就已
被公布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图 1）。 

一、 瑞云塔建筑概述 

瑞云塔为仿木构楼阁式空心塔，平面正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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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共七层，高 34.6 米，由基座、塔身、塔盖和塔
刹组成，塔身外设走廊，每层有飞檐，外形力求仿
木构造，突出斗拱、梁等各种构件的作用与特点，
整体造型笔直，古朴典雅。瑞云塔全部为花岗石建
成，据《福清县志》记载，建塔用的石材全部取自
龙江入海口的网山地区，石材有较强的抗自然侵蚀
能力，因此，作为沿海城市，福清留存的古塔全都
是由花岗岩建成。瑞云塔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福建沿
海地区古塔的建筑形制与石刻艺术水平。 

 
 
 
 
 
 
 
 

图 1瑞云塔 

二、 瑞云塔的建筑艺术特征 

1.塔身笔直挺拔、风格秀气 

瑞云塔外观瘦长，亭亭玉立，挺拔刚直，清秀
剔透，自下而上收分很小，结构相当稳定，具有南
方古塔的特征。 

瑞云塔没有中原地区古塔巍然宏伟的外形轮
廓，也没有明显的逐层收分的样式。泉州建于南宋
时期的东西塔周长有 60 米，瑞云塔仅为 24 米，因
此东西塔需采用逐层收分，并使用塔心柱来稳定塔
身，而瑞云塔没有塔心柱，需加厚塔壁，并缩小塔
周长，减小塔心室空间，才能稳固塔身。瑞云塔除
了须弥座、塔檐、塔盖等少数部分出现曲线外，其
余皆是直线造型，塔身极具明朗、秀气、简洁、流
畅的建筑风格。 

2.塔体结实稳固、抗震防风 

瑞云塔具有良好的抗震与防风性能，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八角形平面。瑞云塔平面采用正八角形，
这是我国古塔建筑比较普遍的形制。福建著名古塔
研究专家王寒枫先生认为，八边形塔“平面八角形
的边缘线条曲折柔婉，每一边的立面对地基的压力

比较均匀，抗震性能良好。平面八角的每一角都是
支点，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物体的支点越多，稳
定性越强，塔的内角均为 120 度，地震时受力面积
大，震波分散均匀，比之 90 度角的四方形更不易
受破坏。”高达 34.6 米的瑞云塔没有设塔心柱，为
了加强坚固性，就采用八角形平面样式用以抗震，
而且，福清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较多，八角形
塔身接近于圆形，能极量减少台风对塔身的冲击
（图 2）[1]。 

 
 
 
 
 
 
 
 

图 2基座 

（2）塔身与立面布局。瑞云塔塔身条石采用纵
横交错的方式相迭砌筑而成，这种方法往往在高层
石塔中经常使用到，能加强塔身上下纵横四个方面
的整体牢固性，减轻石材剪应力的破坏，防止塔身
的纵向开裂，保证塔体的坚固持久。瑞云塔塔身共
有 13 个门，各层塔门的布局很考究，彼此都隔层
相互交错，避免上下两层的门在同一垂直线上，增
加了塔体的抗裂强度，防止裂开的危险，而且也能
使塔身重量分散开来，从而提高抗震能力（图 3）。 

 
 
 
 
 
 
 

图 3第一层塔门 

瑞云塔自从建成以来，曾经历了多次地震和无
数次强台风，都安然无恙，这也说明了当初建塔者
高超的建筑水平与智慧。 

3.采用多样化斗拱，塔檐造型优美 

瑞云塔塔壁立柱顶端设置方形栌斗，栌斗上出



70                          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第 33 卷 

 

一大一小二支斜昂用以承接塔檐的翘角，而斜昂刻
成一只张口龙首，如吐水状，这种龙首构造在全国
古塔中极为少见，但与福州唐代的仙塔和宋代的三
峰寺塔等少数石塔十分相似。 

瑞云塔斗拱具有高度的仿木构造，斗拱造型与
我国传统建筑的木质斗拱如出一辙。瑞云塔塔檐补
间斗拱设两朵，为出两跳花拱托住塔檐，两朵补间
斗拱则是中心门洞和佛龛上方的补间斗拱间距明
显大于两边斗拱的间距，这使得塔门和佛龛在视觉
上显得更加突出，体现了明代补间斗拱的设计更加
关注立面的和谐关系，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效果[2]。 

瑞云塔塔檐借鉴了木构屋檐的造型与装饰，做
出翬飞式形态，上方形成一条两端向上翘起的优美
曲线（图 4）。 

 
 
 
 
 
 
 

图 4斗拱与塔檐 

4.雕像富有创意，呈现世俗化特征 

瑞云塔是由当地官员倡议建造的，具有佛塔和
风水塔等多重功能，因此，雕刻在内容和排列上比
较自由，不仅有佛、菩萨、罗汉、高僧等佛教人物，
还出现了大量与佛教关系不大的世俗化雕刻题材，
如麒麟、奔马、玉兔、鹿、猴、树木、山水等。瑞
云塔雕刻世俗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瑞云塔佛菩萨像所处的位置较为隐蔽，
更像是其他雕刻题材的配景，塔的整体佛教气氛相
对较弱。 

（2）群众喜闻乐见的罗汉、高僧形象较多。
瑞云塔每层塔壁都有许多高僧、罗汉造像，数量和
体量比佛菩萨像更多更大，人物动态更像是将寻常
百姓的生活形态加以提炼与夸张，表情活泼，有着
明显的世俗化印记，具有社会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
方文化色彩，趋向世俗化特征（图 5）。 

（3）瑞云塔的神将、力士显得温文而雅，贴
近百姓的生活，其中须弥座束腰有两尊负塔力士用
手拿着海螺拼命地吹着，仿佛在用号令指挥其他力

士们努力托住高大的石塔，形象地反映出福清当地
海边渔民日常的生活情景（图 6）。 

 
 
 
 
 
 
 

图 5高僧造像 

 
 
 
 
 
 
 

图 6力士造像 

（4）瑞云塔的动物形象有龙、凤凰、狮、麒
麟、马、鹿、鹤、猴、兔、金翅鸟、喜鹊等，均为
常见的瑞兽，具有吉祥的象征含义，反映了当地官
民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生动有趣的瑞兽上。 

（5）瑞云塔与纯粹的佛塔不同，浮雕中一些
植物与山水是作为主要形象来表现的，具有明代文
人画的风格特征，如瑞云塔第三、四两层上的假山
造型颇为奇特，表面纹理纵横，姿态奇特竣削，曲
折圆润，通灵剔透，具有苏州园林中太湖石“瘦、
皱、漏、透”的审美特征，因此，这些假山应是太
湖石。塔上雕山石在许多塔中也有出现，但雕刻太
湖石在我国古塔中却极其少见，在福建 300 余座古
塔中也绝无仅有，颇具生活气息，说明福清当地官
民向往江南地区文人士大夫抒情悠闲的生活情趣。 

从瑞云塔雕刻中可以领会到，它的样式和表现
手法均已突破了佛教仪轨的制约，体现工匠们的创
意思维，反映了佛塔中国化的特色。瑞云塔雕刻寄
托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理想的向往，具有浓郁
的生活情趣和现实的生活气息，不仅渗透着佛性的
宗教崇拜，而且还洋溢着世俗人情的诗意光辉，使
之成为既和谐，又矛盾的建筑艺术，佛教雕刻的宗
教性逐渐减弱，崇高的佛性与俗世的人性在瑞云塔
雕刻中得到统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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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塔心室为穿塔绕平座式结构 

瑞云塔为八角空心塔，每层均有方形塔心室，
但空间较小，其塔壁、楼层和塔心室紧密结合为一
体。登塔时由塔门进入，从一层到上一层，先需登
七至八级台阶进入塔心室中心，然后拐 90 度弯，
再登七至八级台阶，方才登临到上一层平座，如要
再上一层，需环绕塔半周，才能进入通往上一层的
塔门，这样逐层循序渐进，这是标准的“穿塔绕平
座式”结构（图 7），在我国一些楼阁式空心塔中经
常出现。 

 
 
 
 
 
 
 

图 7塔心室 

三、瑞云塔继承了福建沿海地区
楼阁式石塔的建筑样式 

通过以上对瑞云塔建筑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
其建筑构造继承了福建楼阁式石塔的样式，大体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瑞云塔的外部特征，特别是斗拱与塔檐
结构，明显借鉴了建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 年）之
前的莆田释迦文佛塔、建于南宋绍定元年（1227 年）
和嘉熙二年（1238 年）的泉州东西塔、建于元顺帝
至元二年（1336 年）的石狮六胜塔等石塔，虽然它
们彼此之间略有差别，但基本样式十分相似，瑞云
塔斗拱与塔檐是在这些早期楼阁式空心石塔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另外，瑞云塔整体造型也与福清
当地较早的楼阁式石塔比较类似，如建于北宋宣和
年间（1119—1125 年）的龙山祝圣塔、建于明万历
二十七年（1599 年）的万安祝圣塔和建于明万历二
十八年（1600 年）的鳌江宝塔等，这些塔与瑞云塔
一样，皆是七层八角仿木楼阁式空心石塔，造型笔
直细长，玲珑秀气。 

（2）瑞云塔的内部结构与福州、莆田地区早
期的一些楼阁式塔颇为雷同，比瑞云塔年代更早的
建于唐大中 2 年（848 年）的连江仙塔、建于五代

永隆 3 年（932 年）的福州崇妙保圣坚牢塔、建于
北宋大化年间（1107—1110 年）的莆田龙华双塔、
建于北宋郑和七年（1117 年）的长乐三峰寺塔，以
及上面提到的龙山祝圣塔、万安祝圣塔和鳌江宝塔
的塔心室均为“穿塔绕平座式”结构。因此，可以
推断出，瑞云塔在修建时参考了这些古塔塔心室构
造，继承了福建早期穿塔绕平座式石塔的建筑模
式，从中可以梳理出福建此种楼阁式石塔建筑技术
的发展脉络（图 8）。    

 综上所述，瑞云塔不仅吸取了福清当地古塔
的特点，而且还参考福建沿海的福州、莆田、泉州
等地唐宋元时期楼阁式空心石塔的特征，是福建楼
阁式石塔的典范。 

 
 
 
 
 
 
 
 

  图 8 塔身造型 

四、瑞云塔多样化的文化内涵与 
功能 

研究一座建筑，不仅要关注它的结构特征，还
需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中国古人往往
把当地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和思想感情等融入塔
的建造之中，形成独特的古塔文化，瑞云塔就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种功能性质。 

1.风水学思想 

我国从明代中叶开始，南方各地大量兴建风水
塔，主要起了三个作用：①弥补地形的不足；②祈
求文运发达；③镇煞压邪，保一方平安。而瑞云塔
兼具这三方面的功能。 

瑞云塔原是由福清人时任明万历年间首辅叶
向高之子符丞叶成学和县令凌汉聊募捐而建的，据
说建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点缀融城风景之不足”，
“补龙江地势之旷”，因此，瑞云塔首先是座风水
塔。叶向高博学多闻，对堪舆之学颇有研究，重视
风水地理，叶成学造瑞云塔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思想
观念，据说塔建成之后，叶向高非常满意，称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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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胆识和能力超过自己。 
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环境艺术思想，

是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天、地、人相互联系
统一整体的建筑文化生态系统，在于促进人与自然
环境的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环
境。我国古代无论建造一座城市，还是修建一栋建
筑，都需考虑风水学上的因素，如果城市有一方空
缺，就需建一座塔来弥补，这是古人常用的方法。
瑞云塔首先是弥补地形之不足的，但也具有其它风
水塔的作用，如瑞云塔塔顶的形状如尖锥，类似笔
锋，既有龙角之喻，又象征文笔，可振兴当地的文
运，因瑞云塔是由一班儒士所建，自然有祈求福清
当地文风鼎盛的作用。 

作为风水塔，就需遵照传统风水的思想，在堪
舆文化中，城镇的兴衰，决定于河流的出口，按风
水理论来说就是“水口”。由于福清地形西高东低，
龙江是当地最大的河流，自西往东流入福清湾，每
年 4—9 月是汛期，龙江水肆虐，福清城关会遭到
洪水的侵害，故叶成学等人选择在福清城区的东南
向，龙江畔的山坡上建塔，以镇河妖，防止水患。
另外，在风水学理论中，“水”是财，在城区东面
的龙江边建塔，还可防福清的财运外流。 

瑞云塔的建造，体现了福清当地官民重视教育
和人文取仕，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地理环境和景观对
人文的影响，蕴含儒、道两家学术思想。总之，瑞
云塔有利于福清地区民众的生活，四百年来，它静
静地保护着四方群众，完美地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环
境的亲和性[4]。 

2.佛教意蕴 

瑞云塔是座风水塔，具有儒家和道教以及民俗
的文化特征，但是，瑞云塔上的雕刻也体现了佛教
的思想与义理，有着佛教文化的因素，所以也是座
佛塔。瑞云塔上的佛、菩萨、罗汉、高僧、飞天、
莲花等造型，组成一幅生动的佛国缩影，而且每层
的塔心室内，都设有一佛两菩萨造像，可供信徒礼
拜。因此，瑞云塔具有一定的佛教意蕴。 

据史料记载，叶向高经常参加佛、道两教的活
动，多次倡义兴修寺庙、道观，在家乡福清重修不
少佛寺，终身与佛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叶成
学建塔必然会考虑到父亲的意愿。我国许多风水
塔，其实也是佛塔，主要是因为人民渴望通过佛菩
萨的神力，保佑当地风调雨顺，人民生活幸福。 

3.船舶航行标志 

瑞云塔同时还可做为航标塔，它所处的地理位
置正好在龙江岸边，可以为往来龙江的船舶提供导

航。每当船舶经过福清湾，即将进入福清县城时，
远远的就能望见山顶上高耸的瑞云塔。 

如今，站在塔上，东望福清湾，西望层峦叠翠
的群山，南北皆是平原与丘陵，龙江蜿蜒曲折地流
过塔旁，福清全城尽收眼底，风景美不胜收，我们
不禁感叹古人建塔的智慧。 

4.多种功能性质 

瑞云塔具有多样的功能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①供民众礼佛拜佛；②以塔来弥补福清风
水上的缺陷，完善当地的景观；③振兴文运，希望
能多出人才，多中科举；④镇龙江的河妖，预防洪
水的侵害；⑤防止龙江水带走财运； ⑥作为船舶
的航行标志。瑞云塔既是佛塔，又是风水塔和航标
塔，因此可以理解为何塔上的雕刻除了佛教题材内
容外，还有许多与佛教关系不大的民间传统吉祥图
案。瑞云塔与其它传统的佛塔不同，在严肃的宗教
气氛里，流淌着民风民俗的气息，这也体现了明代
以后，我国古塔功能逐渐多样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瑞云塔是由多种塔文化形式的组合载体，具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我国明清时期建塔的总体
思想，说明我国古塔经过千年的演变，已由原来珍
藏佛祖舍利的圣物、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向着多元
化方向发展。瑞云塔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
思想与民俗特征，融合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包
含了对人生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创造了一个内涵丰
富的多功能建筑物，将崇高的宗教世界同普通的现
世生活联系起来，达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而实
现和谐圆满的精神追求[5]。 

五、结  语 

瑞云塔在建筑形制、风格结构、雕刻工艺等方
面均具有较高水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民族传
统文化内涵。瑞云塔是中国典型的楼阁式空心石
塔，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研究价值，在福
建众多楼阁式空心石塔中，其建筑样式上承福建
唐、五代楼阁式石塔、受两宋、元以及明代早期楼
阁式石塔影响较大，并对明末和清代楼阁式石塔具
有深远的影响力。瑞云塔已经历了约四百年的沧桑
风雨，虽然总体上仍然较坚固，但有些构件已经开
始松动，许多浮雕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损害，周
边环境虽然也进行过修缮，但仍较为杂乱，有必要
重新进行规划与整修，瑞云塔有待人们进一步的关
注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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