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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史的中世以从中国宋朝传来新的建筑样式作为开端（东大寺南大门、钟楼）， 而以

出现日本本土的建筑新样式和新技术作为结束（姬路城天守阁、如庵茶室）。中世寺院建筑

史研究涉及平面和空间形式的演进，建筑样式的传播与发展，施工方法和技法的变迁，建筑

样式与匠作体系的关联，佛教仪式及信仰与空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本文主要总结了平面、

空间、样式、结构等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探索该领域今后的研究课题及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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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世的时代区分  

 

概观日本建筑史，一般认为中世从东大寺和兴福寺的镰仓复兴开始，近世则以天守阁和茶室

的发展成型作为标志。“古代”和中世以从中国大陆再度传来新的建筑样式为分界点，新样式

的实例有东大寺的南大门、钟楼（图 1）等。中世和近世之间则以建筑新样式和新技术的出

现作为断代要素，如姬路城天守阁（图 2）和如庵茶室。本来建筑史的断代区分不一定与政

治、社会史的断代相同，但是从结果来看，大致可以认为中世从镰仓时代开始、近世从桃山

时代开始。 

 

 

图１  东大寺钟楼 1207—1210 年(承元年间)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Y1MDE5MQ==&mid=2656493746&idx=1&sn=3216b01d0f9b32925398ba9b778746f7&chksm=8053da12b724530476f7456e48b251301e26ac88dc73f4c4a5ba09198a23ff6268115aec59de&mpshare=1&scene=1&srcid=0425eL3YgDhZsonxmqBFkVU6&sharer_sharetime=1682416912722&sharer_shareid=e94efcf1854468017f40c2c94343f17a&key=a448bdda07f78bb0d83f30b25660689d1662954f61a972278704003ef905b56c7e52e6f96ebcb4da16ac01f3101d429a80a775f19503585564ad0218d54bf2ea7b1ecd629d5444c1b5c4245f2a6064ddabd1d43746baf29a00152d54935f178ec4c692141d2563a407e30022a5d49c404dba424d148f19936affc2a8d9f0d366&ascene=1&uin=NTc3NDMyODU1&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90217&lang=zh_CN&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SsxKLQbwe3DBftf1U6Px8hLkAQIE97dBBAEAAAAAAJrkNCRRkMc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tGM%2Br90j3RH55iIDXhjV%2FJ%2FgVgVBN45ibCNVeb5hm6UsTpuJqalbWw6Ojaf4OFFXOxOPVpnIQwbp1Yirmg6M4sUWpPgnDqM9QNBa5IhC%2Bsp8dghF3anqiUUFCa%2Bw2wfO3wAy7CVCR9w3vV3f0U%2BR5nWel%2BYl5kLUaZGvBbIXEx%2Bk94t5S852dKzkSgqiKec1mSzR6WgMuXHyeckxaXF7m0i60%2B9o0XVRqNk6WpNzhclIuXYLANY2uLuLU9Spbw%3D%3D&acctmode=1&pass_ticket=%2FmoIDJ9zyiJHEJNs0jcN8M50l61u8qyNc2I%2FNFPZqSqTjeI5BfIasNxCPwIitRvzbwygHYacpVHfcUeRxc%2FjGQ%3D%3D&wx_header=1&fontgear=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Y1MDE5MQ==&mid=2656493746&idx=1&sn=3216b01d0f9b32925398ba9b778746f7&chksm=8053da12b724530476f7456e48b251301e26ac88dc73f4c4a5ba09198a23ff6268115aec59de&mpshare=1&scene=1&srcid=0425eL3YgDhZsonxmqBFkVU6&sharer_sharetime=1682416912722&sharer_shareid=e94efcf1854468017f40c2c94343f17a&key=a448bdda07f78bb0d83f30b25660689d1662954f61a972278704003ef905b56c7e52e6f96ebcb4da16ac01f3101d429a80a775f19503585564ad0218d54bf2ea7b1ecd629d5444c1b5c4245f2a6064ddabd1d43746baf29a00152d54935f178ec4c692141d2563a407e30022a5d49c404dba424d148f19936affc2a8d9f0d366&ascene=1&uin=NTc3NDMyODU1&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90217&lang=zh_CN&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SsxKLQbwe3DBftf1U6Px8hLkAQIE97dBBAEAAAAAAJrkNCRRkMc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tGM%2Br90j3RH55iIDXhjV%2FJ%2FgVgVBN45ibCNVeb5hm6UsTpuJqalbWw6Ojaf4OFFXOxOPVpnIQwbp1Yirmg6M4sUWpPgnDqM9QNBa5IhC%2Bsp8dghF3anqiUUFCa%2Bw2wfO3wAy7CVCR9w3vV3f0U%2BR5nWel%2BYl5kLUaZGvBbIXEx%2Bk94t5S852dKzkSgqiKec1mSzR6WgMuXHyeckxaXF7m0i60%2B9o0XVRqNk6WpNzhclIuXYLANY2uLuLU9Spbw%3D%3D&acctmode=1&pass_ticket=%2FmoIDJ9zyiJHEJNs0jcN8M50l61u8qyNc2I%2FNFPZqSqTjeI5BfIasNxCPwIitRvzbwygHYacpVHfcUeRxc%2FjGQ%3D%3D&wx_header=1&fontgear=3


 

图２  姬路城天守阁 1608 年(庆长 13 年) 

 

由于中世的寺院建筑有很多实例现存于全国各地，相关史料也很丰富，故而中世的寺院建筑

的研究方法与古代寺院建筑的研究方法很不相同。其研究主题也涵盖了平面和空间形式的演

进， 建筑样式的传播与发展，施工方法及技法的变迁，建筑样式与匠作体系的关联，佛教

仪式及信仰与空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近世寺院建筑的研究在近几十年中有了显

着的进展。若考察一下出现于中世末期到近世初期的木割书（集设计技术之大成的建筑技术

书），就会发现虽然由于流派和体系不同而各有独特之处，但是书中大都已经对和样、大佛

样、禅宗样这三大样式进行了区分，与现在的建筑史上的分类方式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在

木割书成书的阶段——即到 16 世纪为止，木匠或者技术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各个样式之

间的差异，并且开始将各种建筑的形式体系化。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可以说中世时期建筑在样式、空间和结构上已经有了体系化和特性化的

倾向，现在的研究正处于尝试解析这一形成过程的阶段。 

 

2  平面和空间的演变 

 

虽然就建筑样式而言，兴福寺建筑群对传统和样的复兴以及东大寺建筑群对崭新的大佛样的

应用带来了中世的开端，这些建筑群的平面和空间却基本上延续了古代的方式。不过，相对

于空间形式单一的土石地面，土间式的古代佛堂，中世的佛堂多铺设地板（床式），使室内

地面出现高差，空间复层化，这一点与以往非常不同。古代佛堂的平面和空间形式在向中世

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地发生变化，而且是多样化和统一化两方面的变化同时发生。虽然与此相

关的研究早已展开，但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到了探求变迁的具体过程的阶段。 

 

奈良县的当麻寺本堂（曼荼罗堂）的平面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外阵，后面是内阵。

这处佛堂的空间构成追随着信仰变迁的脚步经历了几次不断深化的阶段，现在看到的形式确

立于 1161 年（永暦２年）（图 3）。它是古代单一性佛堂空间开始向“内阵＋外阵”的空间形

式发展的先驱性实例。滋贺县的西明寺本堂则是镰仓前期的五间堂在室町前期（南北朝时代）



扩大为七间堂的实例。 

 

 

图３  当麻寺本堂(曼荼罗堂)1161 年(永历２年) 

 

观心寺金堂（图 4）是 14 世纪中期的建筑，它的内阵和外阵连续为一体，形成纵深空间布

局，这一点与当麻寺本堂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其内部空间供奉的是体现真言密宗特征的两

界曼荼罗。从高野山金堂久安 6 年（1150）重建时的“指图”史料（平面图）可以得知，这种

空间构成在平安末期已经确立。 

 



 

图４  观心寺金堂 14 世纪中期 

 

古代的佛堂通过修理，到中世仍然得以延续使用。称为五间堂或者七间堂的中世本堂一般都

是从古代的三间四面堂或五间四面堂演化而来，而且，平安时代后期的本堂已经出现了“内

阵＋外阵”的空间形式的萌芽。而正是在中世，匠人们运用高超的技术和手法，采用多种多

样的建筑样式， 赋予建筑空间以独特的个性。 

 

3  样式的转变：和样与大佛样 

 

建筑样式的发展是建筑史学最为关心的部分，因此也最先得到研究。和样是以从中国大陆导

入的建筑样式为基础，经过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而逐渐形成的日本本土化建筑样式的总称。

和样具备独有的特征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构成了中世建筑发展的基础。 

 

中世的和样建筑以兴福寺的重建拉开帷幕。其中第一个实例是 1210 年（承元４年）重建的

北円堂（图 5），还有重建于 1415 年（応永 22 年）的东金堂，这一批奈良地区的中世建筑

都传承了古代以来的建筑传统。再来看京都地区的情况，建于 1227 年（安贞元年）的大报

恩寺本堂并没有积极地采用 新样式，仍然保持着和样；重建于 1363 年（贞观 2 年）的六波

罗蜜寺本堂也仅有几处细部采用了新样式。从这些实例可以发现，在中世，京都地区坚实的

和样传统得到了绵延的传承。 

 



 

图５  兴福寺北円堂 1210 年(承元４年) 

 

与传统的和样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大佛样。这是在大劝进重源的主导下，东大寺在镰仓时代

重建时所采用的新样式。尽管重源引入了中国南宋建筑样式的一个流派，创造了日本建筑的

新样式，但是纯粹的大佛样建筑也仅限于重源主导或者参与建设的东大寺镰仓重建建筑，以

及在全国各地分设的七处别院建筑。这些实例中有东大寺开山堂那样的小规模佛堂，也有大

规模的方形佛堂净土寺净土堂（建久 5 年即 1194 年建造）（图 6），以及平面为横长形状的

醍醐寺经藏等，它们证明大佛样是一种不拘泥于规模和形式而具有一定自由度和适应度的建

筑样式。 

 

 



图６  净土寺净土堂断面图 1194 年(建久 5 年) 

 

大佛样虽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施工构造技法和设计意匠，但是它活跃 的时期很短，也没有

得到普及。同时期的传统和样建筑也达到了相当洗练的水平，仍然占据着寺院建筑的主流地

位。也许正因为大佛样是崭新的 建筑样式，才没有被惯用和样的工匠和技术者们彻底接受

吧。 

 

4  样式的发展：禅宗样与折衷样 

 

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和中国宋朝贸易往来频繁，因之文化交流也日益兴 盛，这种社会情况

一直延续到中世，导致了正统的禅宗寺院在日本的勃兴。禅宗样从建仁 2 年（1202）建仁寺

的创立开始传入，到建长 5 年（1253）以建长寺的创立作为标志，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对禅宗样建筑的研究不仅集中在样式方面，和古代建筑的研究一样，禅宗寺院的伽蓝布局也

成为研究对象。早期的研究认为，禅宗样的形式在日本禅宗寺院格局定型的时期得以确立，

也就是 13 世纪。然而，这个时期对样式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现存的禅宗样佛堂都是 14 世纪以后的遗物，在样式上与伴随禅宗寺院同时导入的南宋建筑

样式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并且它们广泛分布于全国 各地，在年代上也没有断绝，这是与

大佛样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东京的 正福寺地藏堂和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几乎采用了相

同的规模和形式，据此可以看出普及于全国各地的禅宗样建筑在样式上所具有的统一性。 

 

禅宗样在镰仓时代的发展情况尚不明确，典型的禅宗样建筑发展成型 的时间是在室町中期。

禅宗样的完成度越高，其形式和样式特征就越典型化。同一时期与禅宗样在并存的还有一种

样式叫折衷样，具体来说，折衷样是在和样里加入一些禅宗样的要素，或者以和样为基础，

混杂一些具有大佛样或者禅宗样样式特征的做法。 

 

在镰仓时代后期，建于 1299 年（正安元年）的鑁阿寺本堂采用了禅宗样样式（图 7）。虽然

经历了室町中期的大改修，从梁柱结构到木屋架的各部分仍然基本保持了禅宗样的特征，可

以说是镰仓时代唯一的并且是先驱性 的禅宗样实例。室町时代的折衷样建筑实例有建于

1397 年（応永 4 年）的鹤林寺本堂。它以混杂了大佛样的和样为基础，积极地融合了一部

分禅宗 样的形式特征（图 8）。 

 



 

图７  鑁阿寺本堂 1299 年(正安元年) 

 

图８  鹤林寺本堂 1397 年(应永 4 年) 

 

5  结构与技术 

 

日本木构建筑以梁柱结构为根本，梁和柱本身是结构构件。从法隆寺建筑可以得知古代建筑

主要通过使用大截面构件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然而古代以后，各时代的建筑构件截面逐渐



变小， 为了确保结构强度和稳定性而发展出相应的技术措施，也就是使用斜撑和穿枋（“贯”，

额串类构件）进行结构加固。 

 

使用斜撑的壁面构造做法估计在平安时代后期曾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做法在后世

并没有普及。最大的理由可能是因为穿枋（“贯”）变成强化梁架的主力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镰仓时代以后，斜撑不再用在墙壁里，而用在屋面草架结构（小屋组）里，但是近世以后屋

面草架结构中的斜撑做法也消失了。穿枋(“贯”）属于结构补强构件，它们贯穿在柱及短柱

之间进行拉结，以增加整个柱额部的水平刚性。根据使用位置不同，额串类构件（“贯”）的

名称各异，有阑额（头贯）、 由额（飞贯）、楣材（内法贯）、腰串（腰贯）、地串（足固贯）、

草架穿枋（小屋贯）等，但基本的结构性能是一样的。穿枋在镰仓时代伴随着大佛样和禅宗

样传入，在那之后得到了广泛普及。在奈良地区，1240 年（仁治元年）建造的唐招提寺鼓

楼（图 9）是引进大佛样穿枋技术的早期实例，1279 年（弘安 2 年）建造的长弓寺本堂（图

10）表明穿枋技术的普及得到了推进。在京都地区，据东寺保存的《东宝记》，1343 年（康

永 2 年）寺中修理灌顶院时曾有如下记录：“恐未来颠倒番匠等柱横贯木入之”，说明在 14

世纪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穿枋作为结构构件的重要性。 

 

 
图９  唐招提寺鼓楼 1240 年(仁治元年) 



 

图 10  长弓寺本堂 1279 年(弘安 2 年) 

 

古代以来的和样发展到镰仓中期，细部上吸收了一部分大佛样的做法， 结构上也开始使用

穿枋对柱额部进行补强，这种受到大佛样影响的和样被 称作新和样。在这一背景下，几乎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了具有独创 性的佛堂。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出，这些佛堂

在这种结构和技术发展、样式变迁的过程中，因为主持工程的工匠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今后

则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中世建筑的发展变迁过程，尤其是技术、设计意匠等方面。 

 

6  结语 

 

日本的中世建筑界，以和样为主流，在意匠方面和技术方面导入了大佛样和禅宗样，建筑样

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建 筑样式的多样化以及复合化反而促

使各种样式明确了自身的特质。对和样、大佛样、禅宗样等样式的区分，以及对住宅和佛堂

的类型区分使得样式 和形式被体系化、特性化。大约在室町中期的 14 世纪末即 1400 年左

右，建筑样式的体系化和特性化基本完成。 

 

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的建筑实例是京都鹿苑寺金阁（图 11）。鹿苑寺 拥有诸多的殿阁佛舍，

其中的金阁是舍利殿，建成于 1398 年（応永 5 年）。它的一层是寝殿造风格的住宅法水院，

二层是和样风格的佛堂观音殿，三层 是禅宗样风格的佛舍利殿，这三部分十分完美地调和

在一起，各部分的比例也非常洗练、优美。金阁为什么各层采用了不同的样式，其理由不得

而知，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设计者或者说是工匠非常精通各类形式和样式， 并且对各

种样式有着明确的认识。 

 



 

图 11  鹿苑寺金阁 1398 年始建(应永 5 年)，1950 年重建 

 

日本中世的寺院建筑，在 14 世纪末期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建筑样式， 在意匠上和技术上也

十分成熟，达到了高度洗练的境地。比如，建于 1407 年（应永 14 年）东京地区的正福寺地

藏堂，以及建于 1415 年（应永 12 年）山梨县的清白寺佛殿（图 12），二者的建筑形式和样

式与前述圆觉寺舍利殿完全相同。总而言之，日本中世建筑经历了镰仓时代各种样式交错的

混沌时期之后，在室町时代发展到能够巧妙地运用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及样式的阶段，并在

此基础上完成了样式的体系化。当然，建筑个体之间由于工匠流派和体系的不同而具有这样

那样的差别，就建筑的整体建设问题而言，今后还需要针对各类形式和技法等进行更为深入

的研究。 

 



 

图 12  清白寺佛殿 1415 年(应永 22 年) 

 

将南宋的禅宗引入日本的荣西和尚，在重源之后继任东大寺的大劝进一职，之后创建了京都

的建仁寺，镰仓的寿福寺。荣西在 1207 年（承元元年）左右主持建造的东大寺钟楼是一座

独特的建筑，它的构架部分使用了虹梁和穿枋（大量加入额串类构件），基本表现为大佛样

风格，但是使用补间斗栱等细部做法又具有禅宗样的特征。同寺的南大门（图 13）和开山

堂，在意匠和造型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差异。这几处建筑都以南宋建筑样式为基础， 自然有

许多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差异，说明建筑样式尚未定型。此外在京都，有渡宋归来

的僧人円尔开山创立的东福寺，以及同是入宋归来的 律宗僧人俊仍营建的泉涌寺等寺院，

诸宗兼修的大伽蓝也被建造起来。这 些建筑实例虽然也受到来自南宋的影响，但若按照定

型以后的标准来审视 它们的完成度的话，其建筑样式尚属过渡阶段。再比如东福寺三门，

尽管是正宗禅宗寺院的禅宗样建筑，在细部上仍然采用了与东大寺南大门类似的大佛样做法

（图 14）。 

 



 
图 13  东大寺南大门 1199 年(正治元年) 

 

图 14  东福寺三门约 1405 年(应永 12 年左右) 

 

毫无疑问，正是与中国建筑的密切交流促成了日本中世建筑界的发展。大佛样和禅宗样的起

源都在南宋，它们与南宋建筑之间的类似性也显而易见（图 15~图 18）。不过，传入日本的

建筑样式与来自中国的原型绝非完全相同，而是各自有意匠和技法上的特点以及深化的方向，

今后需要对这些差异加以关注，从而考察建筑文化交流的过程。 

 



 

图 15  延福寺大殿外观 1317 年，中国浙江 

 

图 16  延福寺大殿内部 1317 年，中国浙江 



 

图 17  圆觉寺舍利殿外观 14 世纪初期，日本镰仓 

 

图 18  圆觉寺舍利殿内部 14 世纪初期，日本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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