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户外户外 2024年 7月 12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 任娟娟

最初的吸引，来自一本关于古代建筑的书
籍，内里提到金代有名的减柱法，最典型的例
子便在崇福寺中。

减柱法，亦称减柱造，中国古代建筑一
项 重 要 的 发 明 与 演 变 。通 过 减 少 建 筑 内 部
的一些支柱，增加室内空间，它体现了建筑
技 术 的 进 步 ，也 映 射 出 建 筑 功 能 与 建 筑 美
学的递进。

到访前，对崇福寺做些功课。通过文字已
能感受古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作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福寺创建于唐高宗
麟德二年（ 665 ），是唐代名将尉迟敬德奉敕
命建造。辽代曾改做林牙太师府署，据说建成
后院内灵光屡现，居者睹之内心惶恐，于是改
衙署为僧舍，更名林衙寺。金代，熙宗完颜亶
笃信佛法，在各地广建佛寺。彼时的朔州属西

京路，为国之要地，大将军翟昭度奉敕增建大
殿，遂成后世所见规模。

游人不多，停车十分便利。这几年全国各
地文博旅游的风尚渐兴，遇到一处人不多、车
不堵的国宝单位，实属不易。驻车地不远即古
刹山门，“崇福寺”匾额高悬。史料记载，此名为
金海陵王完颜亮所赐，时间天德二年，即公元
1150 年。

全寺共五进院落，依南北中轴线排列，规
整有序的布局体现了北方古建庄重敦厚的特
质。一进院，主体建筑为金刚殿，也称天王殿，
面宽五间，进间六缘，前檐设廊，殿内佛像及壁
画为近年重塑重绘。

金刚殿的北面有千佛阁，与两侧的钟鼓楼
组成二进院落。钟鼓楼平面方形，两层飞檐，造
型古朴庄重。千佛阁，原名藏经楼，因存有元代

御赐《大藏尊经》得名，明代重建后，阁内设千
尊佛像，遂改为千佛阁。阁有两层，有楼梯可
登临。

转过千佛阁，步入三进院。正中为大雄
宝殿，面宽五间，进深八椽，九脊歇山顶。大
殿为明成化年间所建，基址系唐代。殿内供
彩雕三世佛，为明代原物。四壁满绘千佛壁
画，均为明代遗存。此外，南北还绘有三国
人物画像，有关羽、赵云、黄忠、马超、关
平、廖化，神情庄严，体态威武。佛殿中为
何绘三国塑像？一说与关公在佛教中被
尊为伽蓝神有关。

大雄宝殿前的院落东西两厢分别
为文殊堂、地藏堂，主体为明代建筑，
近年整饬重修，立柱瓦梁间，还能看
到旧日匠作的痕迹。

雨后的寺院静谧安宁，连绵轻丝沥涤
后的空气清新怡人，这样的氛围里游访古
刹是一种享受。随着步道绕过大雄宝殿，
震撼扑面而来。

这是已有近 900 年历史的弥陀殿，它
那么高，那么大，那么与众不同，让初见者
无所适从。

拾阶而上，走上约 2米高的月台，身之
所置是千年流传下来的气度，效仿汉唐的
金代帝王用草原培育出的与生俱来的豪
迈重新解构对佛的崇敬，建起堪称奇迹的
佛寺大殿。资料显示，其净高达 19 米，加上
月台，用现在流行的比喻约 6 层楼高。不
过，简单的比喻根本无力描绘其雄阔壮
伟，惟到现场。

一名年轻人举着手机，对照讲解内容
认真参观，表情似乎是研学者。已是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网上自然有较为详细的

介绍资料。关于弥陀殿，多以“金代五绝”
冠世。一为正面檐下的竖匾，系金大定二
十四年（1184）原物，笔力刚劲，点画有力，
原物原貌保存至今，被称为“中华名匾”。
二是金代的佛塑精品。殿内共有金代彩塑
九尊，位于佛坛之上，金皇统年间（公元
1141-1149 年）所作。主像三尊呈“一”字形
并列，中为阿弥陀佛像，东为观世音菩萨
像，西为大势至菩萨像，合称“西方三圣”。
三尊主像两边置四尊胁侍菩萨，头戴宝冠，
发髻云卷，衣袂飘垂，面相端庄，属金代佛
像雕塑艺术巅峰时期代表作。佛坛前沿两
端还有护法金刚像，所有雕像形体高大，与
宽敞的室内空间搭配，形成天宫殿堂般的
视觉效果。

弥陀殿内壁画为第三绝。大殿四壁环
绘彩画，面积约 380 平方米，内容题材以佛
和菩萨“说法”为主。画中人物关系的处

理、用线用色技巧，都体现了绘画者极高
的艺术造诣与表现能力。

雕花门窗与琉璃脊饰被称为“四绝”
“五绝”。弥陀殿的棂窗保存着我国目前
最完整的金代雕花，共有 15 种之多，包
括雪花纹、古钱纹、卷云纹、莲花纹、四
斜球纹、四直球纹和三交六椀菱花纹
等，反映了宋金时期建筑匠师的艺术
追求与审美，是研究宋金时期建筑门
窗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弥
陀殿顶的脊饰和吻兽，全部为琉璃制
品，造型、釉色风格独特，特别是釉
色，历经数百年风雨仍透亮昌莹，足
见当年工艺精湛。

这里必须要提一句，弥陀殿与
大同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辽宁
省义县奉国寺大殿齐名，同为全
国辽金大殿之最。

千年古刹崇福寺

位于朔州市区位于朔州市区

的崇福寺的崇福寺，，绝对是处绝对是处

被 低 估 的 宝 藏 存被 低 估 的 宝 藏 存

在在。。这座始建于唐这座始建于唐

代代，，金代扩建金代扩建，，明清明清

多次修葺的塞北古多次修葺的塞北古

刹刹，，保存了众多令人保存了众多令人

意想不到的古代建意想不到的古代建

筑艺术瑰宝筑艺术瑰宝。。从步从步

入那一刻起入那一刻起，，震撼与震撼与

惊喜即不期而遇惊喜即不期而遇。。

“减柱”之吸引

第五进院落的主体为观音殿，殿宽
五间，进深三间，斗拱巨大，单檐歇山顶。
佛坛上塑三大士坐像，衣着饰物为典型
明代风格，但建筑主体为金代，之前所述
吸引到访的“减柱”实例即在此殿中。

来到殿内，可见前槽金柱全部减
去，后槽金柱置在佛坛两侧，四椽伏跨
度加大。为减轻屋顶对梁柱的负荷，梁
架结构采用双重叉手承载结构，也叫人
字形叉手，将殿顶的压力通过前檐柱和
后檐柱传导给地面，这种建筑手法简洁

有效，扩展殿内空间的同时还节省了用
料，是我国建筑力学、古代结构力学方
面最早的减柱实例，让人由衷佩服古人
的巧思匠心。

建筑方面“匠心”的表现在崇福寺
中还有很多，再列举一二。弥陀殿的转
角斗拱，是大木结构的佳作，两攒柱头
斗拱分置于两侧互相连接，转角线上
加施下昂和由昂，仰视如花开凌空，将
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千佛阁内有千
佛阁木作模型一个，虽是模型，却也檐

头规整，翼角平缓，瓦顶沟滴齐备，脊
饰吻兽具全，装修雕工异常精美，属
明代小木作上成精品。

还有一宝能展现崇福寺的匠心
传奇。位于弥陀殿内佛像后面的高达
14 米的背光，被誉为国内现存寺庙
中最大最美者。其制作工艺系金属
拔丝，先以冷拔铁丝缠绕荆条制出
骨架，然后敷纸筋细泥，再雕镂彩
绘，整体玲珑剔透，堪称塑工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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