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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宗教建筑的比较研究—佛光寺与科隆大教堂的异同
曲睿姣 张琳 倪毓潞

金陵科技学院，江苏省南京市，210000；

摘要:建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具有观赏性和实用性，更在于它能够体现出不同历史 背景下的不同的时代特征。本

研究通过对佛光寺与科隆大教堂于政治文化、地理 环境、结构材料、艺术分析四个方面，展开对中外宗教建筑

的比较研究。

佛光寺采用木制榫卯结构的群体性建筑，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结 合的特点，表现了形式美。科隆大

教堂为哥特式建筑，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将天 主教文化与哥特式的建筑特征相联系，达到了艺术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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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中西方文化环境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东西

方文化平行发展，各国人民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

体系和价值观，而这些不同也在建筑上有着不同的体现。

1 研究背景

中国古代属于农业社会，多使用以林木为主的建筑

材料，经过长时间对木结构的研究，古代建筑以榫卯结

构为主。西方古代是以狩猎为主的社会，所以对石头有

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建筑也以石制为主。

2 政治文化差异

2.1 宗教差异在建筑上的表达

佛教从公元 1-2 世纪传入中国，我国佛教建筑的主

要形式是寺院，塔，石窟等。而佛光寺采用了多种形式

结合的形式建立其中有殿、堂、楼、阁等 120 余处。

中式建筑通常是封闭的群体性的空间布局，所有的

建筑重重相连，合乎规律的排列。建筑多采用三段式，

颇有“中轴对称”的建筑特色。

基督教建筑是规整而华丽的，规整表现在它内部空

间相对完整，华丽在于富丽堂皇的壁画和雕塑。

科隆大教堂属于哥特风建筑，通常使用高耸入云的

尖塔，十字拱、飞券、修长的立柱，使教堂的外观更加

宏伟，内部空间更加空旷，再配以彩色玻璃的长窗，更

加具有神秘色彩。科隆大教堂的平面如同一个十字架，

横短竖长再加以一对高塔，很好的表达了哥特风宗教建

筑的本质。精致的大理石雕塑和古典主义的壁画，更加

为科隆大教堂渲染了神秘而浓郁的基督教氛围。

2.2 文化差异在建筑上的体现

中国的宗教文化往往和政治以及皇权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建筑往往象征着君权，所以建筑往往更加规整，

具有严肃性。传统的中国建筑布局不仅仅考虑气候和环

境，也会受到“风水”的影响，“风水”是皇权的另一

种表现形式，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建筑的

选址和建造也会对政权的长久和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我国造景艺术遵循“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将个人情感和思想与建筑相结合。

哥特风建筑是野蛮与原始文化的创新，教堂是城市

和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教庭庞大的影响力的象征。

13～15世纪，哥特风在欧洲流行，尤其流行于天主教。

哥特风艺术有着极其神秘的审美观，哥特风建筑是对哥

特风艺术的实践，将宗教信仰和人文社会相结合，推动

中世纪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结构和新的建筑文化。

2.3 地理环境差异

中国民居可以以“北山西，南皖南”概括，其中传

统的北方建筑，以山西民居为主要代表。佛光寺也拥有

着山西的传统建筑所具备的坐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

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的特

点。

科隆大教堂位于德国科隆市中心，科隆市是北威州

最大的城市，也位于莱茵河进入山脉前的谷地中，谷地

地形相对封闭，加上热岛效应，导致科隆市气温偏高，

雨水较少。由于气候特征和地形相对平缓，科隆的建筑

较高，通常有较大的门窗和玻璃。

3 建筑布局结构和材料的差异

3.1 建筑布局造型的不同

中国的建筑通常以建筑群为主，每个建筑群由一定

数量的规模适中的建筑组合而成，体现出一种集大成的

集体的美感，通过平铺和总面积的宏大给人气势磅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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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侧重于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和主次。而西方建筑通

常是单个的建筑物，建筑物的规模通常较大，将不同的

分工和主次在一个建筑物上体现出来，以向上叠加给人

强烈的视觉冲击。

对于屋檐和台阶的设计通常是中国建筑的关键，简

洁的屋身和繁复华丽的屋檐形成强烈的对比，形成一种

上重下轻，上繁下简的特征，台阶的设计更营造出了建

筑的形式美。对于柱和窗的设计突出了西方建筑的特征，

用外部空间包裹结构，复杂的顶和华丽的屋身相辉映，

达到了一种繁复的平衡。

以屋顶为例，佛光寺的庑殿顶也叫单檐四阿顶，屋

顶较扁，正脊为凹曲线，而垂脊比较挺拔，几乎垂直，

檐口微微翘起。柱头及前檐诸柱的基础上均有覆盆，并

且加以宝莲花纹样的装饰，每片花瓣中间起脊，脊两侧

有突起的椭圆型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整个屋顶极具

重量感。科隆大教堂的屋顶为修长的斜脊尖顶，给人尖

锐，压抑的感觉。顶部有十字架装饰，屋顶四周簇拥小

尖塔和立柱，神圣而宏伟。

3.2 建筑结构的不同

中国的建筑主要以木质榫卯结构为主。佛光寺是典

型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唯一现存的庑殿式，殿堂式

建筑。

佛光寺有低矮的台基，大小相等的趋于正方形的明

间与次间。殿堂型构架分三层，上层为屋架层，中层为

铺作层，下层为柱网层。在屋架层的内层运用了四橼草

袱，草乳袱，在铺作层运用了四橼明袱，明乳袱。

图 1 佛光寺拱顶结构

东大殿有较为平缓的屋面，正脊及檐口都有升起曲

线，屋面筒瓦曾经重修过，但仍有着遵循旧制的鸱尾式

样及叠瓦脊。屋顶下面是经过精确计算和设计的斗栱，

斗拱分为内外两圈，里面的被称为内槽斗栱，外面的一

圈是外檐斗拱。外檐斗拱又分为柱头斗栱、补间斗拱、

转角斗拱三种。作为中国古建筑中的独特构件，斗拱在

整个建筑衔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说明了宋朝

以前的建筑结构的特色。东大殿的平梁上采用“叉手”，

在四橼草袱上添加了“托脚”，构成了局部的三角形杆

件，增加了房屋的稳定性。左右后三面外檐柱列都包砌

在很厚的土胚内，对柱网的稳定起很大作用。

图 2 飞扶壁结构图

哥特式建筑的显著结构特征是没有墙壁，追求垂直

的高耸的风格。通过尖拱和肋架拱顶承重，其中十字架，

立柱，飞券和其他框架结构也可以承担一部分力的作用。

科隆大教堂的玻璃长窗在具有观赏性的同时，甚至具有

一定的承重效果，尖肋拱顶将力作用于四个拱底石上，

使其能具有向上拉伸的视觉效果。

3.3 建筑材料的不同

佛光寺的大殿采用了印尼菠萝格作为主材料，这种

木材密度很高，性质稳定，强度大，耐磨性好，具有较

强的防腐性和抗虫性。由于木材自身的沉淀形成特殊的

矿物质，呈现出金黄色，也被称为黄金线，就此特征也

更能体现出君王对佛教文化的重视。

科隆大教堂由磨光大理石砌筑而成，磨光大理石材

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具有较好的抗压性，材质颗粒均匀，

绝缘防锈。同时，教堂使用了大面积的彩色玻璃，运用

花格窗和彩色玻璃镶嵌画代替墙壁，玻璃的透光性使空

旷的教堂具有更好的光线，光线透过彩色玻璃也形成了

教堂独具一格的亮丽风景。

4 建筑设计和装饰的差异

4.1 外观设计的不同

佛光寺布局舒朗，主次分明，整个寺院由三个院落

组成，一院最低，三院最高。寺内东大殿是唐代的内饰，

背后是册踞高台，古朴壮观，可以俯视完整的佛光寺。

在东大殿前，有一座唐代的石幢，轮廓秀美，雕工精致。

幢总高 3.2 米，拥有束腰六边形基座，上面刻有狮兽壶

门及仰覆莲瓣，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而佛光寺东

大殿的外观相对简单朴素，采用普通的红墙和双开门设

计。屋檐处的榫卯结构搭配充满历史色彩。

佛光寺的祖师塔是仅存的两座北魏时期的古塔之

一，塔身上的火焰门、束莲柱等特征多见于石窟壁画中

的北朝建筑。塔平面六角形，分为上下两层，第一层西

侧开券门，顶上有莲瓣及火焰装饰，其余五面素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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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塔心室，第一层塔檐体量庞大，建造手法繁复。第

一层塔身上又置平座托第二层塔身，第二层上只开假门

假窗，塔刹部分制作繁缛，两层交错的莲瓣承托宝珠，

整座塔造型优美。莲瓣上是仿木结构的六边形小阁，小

阁四柱上以捆束莲花装饰，风格独特。祖师塔位于佛光

寺内东大殿的南侧，属亭阁式塔。

而科隆大教堂运用了束柱和飞扶壁在承重的将高

和低的空间连接，外观呈十字架形，线条简洁但外观宏

伟，给人整体高耸消瘦的感觉，大理石的雕刻给人庄重

的视觉感受。玻璃长窗的重复排列，富有节奏感，是韵

律美的表现。束柱的排列，用线构成面再构成体，将视

觉拉长延伸，配合玫瑰花窗，体现出形式美法则的节奏

韵律变化统一。

图 3 教堂外立面雕塑

哥特式建筑以精细的雕刻著名，通常会花很长的时

间建造一个建筑，内陷的尖拱门是精细雕塑在外观上的

具体表现之一，雕塑内容以人像神像为主，并且有规律

的排列，给人视觉震撼。

4.2 内部空间和装饰的不同

佛光寺的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外观简朴，

门窗、墙壁、斗拱、柱额等皆用朱色土涂染，设有装饰

彩绘。殿顶铺盖板瓦，脊料用兽开黄绿色琉璃瓦，屋脊

两端矗立一对高大雄健的琉璃鸱吻。有主像 5座，协侍

24尊，罗汉 500 尊，这些佛像的排列有序，布局合理，

栩栩如生。

图 4 佛光寺的佛像

佛像伸出柱身，使佛像的背后与柱头的悬桃和天花

板的倾斜一致，让佛像和建筑空间紧密的结合，左右四

根梁下有唐朝诗人题词。敦煌五代壁画《五台山图》中

绘制了五台山大佛光寺的图像。天花板上部布满了密集

的凹槽，和精致的斗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唐朝

建筑师们对于空旷空间的处理的建筑艺术。

科隆大教堂的尖肋拱顶在室内看依旧十分宏伟，搭

配悬在空中的管风琴，充满了神秘色彩。尖肋拱顶两边

的立柱上用大理石雕刻的神像。哥特式建筑的雕塑常常

会进行着色，脸和手是自然色，头发金黄，外衣色彩艳

丽，并且用珠宝装饰镶嵌宝石和彩色玻璃，整体效果暗

示天国的意象。

由于有了飞扶壁，哥特式建筑拥有着大面积的窗，

镶嵌的彩色玻璃拼成一幅幅宗教故事，当日光照射玻璃

时，可以造成灿烂夺目的效果，不仅仅具有美观性，也

能向民众宣传教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结构材料的

不同，伴随着中西方建筑技术的进步，中西方建筑在不

同的形式和风格上不断发展。本研究认为中西方宗教建

筑的差异，源自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建筑师从不同的

侧重点去表现建筑不同的特征。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

是山西佛光寺还是德国科隆大教堂都是世界建筑史上

不可替代的财富，因为建筑本身就包含着历史文化和集

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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