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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特征及复建研究
——以巴林左旗喇嘛苏木庙复建为例

董立军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自元朝藏传佛教传入内蒙古地区以后，佛教寺庙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了藏式、汉式及蒙式建筑的风格特

点，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本文以巴林左旗的喇嘛苏木庙为例，研究了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特征、形制布局演变、总体布局等。并

在此基础上，从召庙的总体布局、建筑单体、细部装饰等方面，梳理分析了喇嘛苏木庙的复建设计过程和技术设计要

点，探索了藏式寺庙建筑复建的保护利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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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喇嘛苏木庙概述 *

藏传佛教自元朝时传入内蒙古地区，随着时间的推

移，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不断发展兴盛。藏式建筑自

16世纪以来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发

展，逐步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并积淀成为内蒙

古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发展成为本地区文化结

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喇嘛苏木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查

干哈达苏木东哈达英格嘎查喇嘛苏小组。该寺始建于清

朝康熙40年，在乾隆皇帝时期，把喇嘛苏木庙命名为

“昭慈寺”（由于庙内主尊供奉的是黄教创始人宗喀

巴，故又称为宗喀巴寺）。

2 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特征

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在本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

藏式建筑、汉式建筑形制的重要特征，又吸取了蒙式建筑

的风格特点，在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影响下，逐步发展成为

独特的一种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形态特征。

类型多样、布局灵活

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从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形

态可以分为藏式、汉式和藏汉混合式三种。

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直接延承了藏式建筑的基本

特征，主要以大经堂、佛殿、活佛府、扎仓、白塔、僧舍

等作为主要建筑进行整体布局。总体布局形态呈现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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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有藏传佛寺，以主要殿堂为中心的象征佛教宇

宙中心的曼荼罗式布局及其变体；有汉地佛教寺院中传统

的“伽蓝七堂制”及其变体，轴线组团式布局；也有蒙古

寺庙，依山而建、随地形的自由式布局形态。

藏式为本、规制甚微

藏族地区佛教建筑的发展经历了起起落落，建筑形

制也从最开始的模仿印度和汉地佛寺，逐渐融合吸收了

当地建筑的特点，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内蒙古地区藏

式建筑风格。

在黄教格鲁派鼎盛时期，寺庙建筑具有较为显著的

形态特征：大殿一般由门廊、经堂和后佛殿三部分组

成；外墙为砖石结构并且墙体有收分，墙面颜色为白

色；建筑檐口为整个建筑的重点装饰部位，多用棕红色

边玛墙条,并施加单层或者多层檐口装饰板；女儿墙上多

装饰有三叉戟、祥麟法轮、风马旗、经幢等装饰品；建

筑前廊多为两层，一般采用多楞柱，梁柱多饰以藏式彩

画和浮雕装饰；外墙开竖条窗，窗洞较小，外饰黑色梯

形窗套，与整体建筑协调。

建筑细部装饰精美、色彩纷呈

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细部装饰装修上，

基本上呈现汉藏蒙结合的多元化风格。墙体采用砖木结

构，琉璃砖、琉璃瓦的大量应用吸收了晋陕甘宁地区精

美的砖雕技艺，整个建筑呈现精美华丽的装饰风格。建

筑外墙多用青色琉璃瓦，是藏地建筑及中原建筑所不具

有的，这也体现出了蒙古族尚青的特点。在色彩的使用

上来看，不仅吸收了汉族的彩绘装饰，又体现出了当地

寺庙建筑色彩使用上的大胆和丰富多变的特点。屋面采

用绿色琉璃瓦，屋脊多用鎏金，深红色的柱子，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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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座，以青绿色彩绘为主的棂隔窗，再加上喇嘛教寺

庙的法轮、神鹿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装饰，从而使得

整个建筑呈现艳丽纷飞，色彩纷呈的特点。

3 喇嘛苏木庙历史沿革

据《巴林左旗旗志》记载，清康熙年间，有一个名

叫老布僧的西藏喇嘛，身背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金像云游

至此，最初在后召的石洞修行，后选定庙址，由巴林左

旗巴林右旗两个旗的王爷共同建成。该庙创建于清朝康

熙40年，民间俗称喇嘛苏木庙，由于此庙供奉的主尊佛

是宗喀巴佛像，所以又称宗喀巴寺，乾隆年间又命名为

“昭慈寺”。

清光绪年间，第四世活佛吉格木德劳瑞扎木苏时，

即188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赠其《甘珠尔经》、法器

等，喇嘛苏木庙进入鼎盛时期，人称“迈达尔时期”，

当时寺院有大庙四座，小庙三座，房屋二百多间，并有

六座小塔。

4 寺庙建筑形制及复建研究

喇嘛苏木庙遗址现状

依据遗址调查、勘探、现场测绘及访谈调研，该遗

址的西侧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院落内有大殿3座，还有

后殿及配殿，塔三座。此外寺院西南坡地还有三座塔、

现村庄南也有一座塔分布。大殿均为藏式建筑，石砌，

上下两层，墙宽1米，墙基深1米，大殿内有木柱，地表

铺砖。

依据遗址调查、勘探、测绘报告，遗址东西长260

米，南北约150米，面积3.9万平方米。

现村中存有僧舍两处，分别位于包文和家与纳森巴

雅尔加，建筑形式基本相同，其中纳森巴雅尔家保存较

好，为面阔两间、进深一间，东西长6.4米，南北宽4.1

米，墙体石砌，高2.7米，厚42厘米。顶部保存不完整，

外观上略呈圆弧状，内部为“人”字形顶，屋脊使用两

根木檩，中间隔墙上架有木柁。

图1 2017年考古遗址调查测绘平面图（来源：考古调查

报告）

喇嘛苏木庙建筑总体布局及建筑形制

通过现场踏勘调研，可以大致确定喇嘛苏木庙主要

建筑的位置、格局、规模及总体布局等重要信息；通过

资料收集，从考古调查报告找到了一张十分珍贵的1930

年喇嘛苏木庙老照片以及1969年美国地址勘探局卫星拍

摄下了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喇嘛苏木庙的卫星照片。

将以上现场勘查、航拍图、1969年美国地址勘探局卫星

拍摄下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喇嘛苏木庙的卫星图和

考古调查勘探报告进行叠合，可以发现建筑的总体布局

及规模基本吻合，从而可以较为真实准确的确定喇嘛苏

木庙建筑总体布局。

图2 1930年喇嘛苏木庙照片（唯一一张图片影像资料）

（来源：考古调查报告）

图3 1969年喇嘛苏木庙卫星地图（来源：美国地址勘探

局卫星地图）

根据遗址现场构件遗存，可以初步确定建筑原材

料，规格特点，构造做法，部分构件的尺寸及纹样等。

可以基本确定原建筑的体量规模，屋面形式，材料做法

等信息。喇嘛苏木庙 年老照片、 年美国地址勘

探局喇嘛苏木庙卫星图以及遗址现场以及考古勘探综合

比对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喇嘛苏木庙建筑的总体布局依

山而建，高低错落有致，以1、2、3、 四个大殿为主，

周边辅助散布附属建筑，僧舍区在东南区域，远离主体

建筑。其中 号建筑位置最佳，规模最大，为喇嘛苏木庙

的大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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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喇嘛苏木庙地处山区，顺应地势，依山

而建。主要建筑群以大经堂为核心，采用中轴对称布局

形式，其他建筑顺应地形分布，错落有致，疏密结合。

喇嘛苏木庙既保留了藏式召庙的自由布置特点，又吸取

了汉地建筑的沿轴线对称布置，其为蒙藏汉结合式的佛

教寺院。

5 喇嘛苏木庙复建设计

总体布局

喇嘛苏木庙的复建设计充分尊重原有格局及建筑规

模以及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特征，充分体现本地藏传佛

寺建筑特色。根据考古调查以及喇嘛苏木庙区域卫星

影像，综合比对分析，最终确定喇嘛苏木建筑群总体布

局：按照喇嘛苏木庙的历史格局和总体布局进行重建，

主体建筑建于确定的原历史遗址位置上。同时出于对宗

教活动功能需求的要求上，重建一部分其他佛殿建筑和

相关附属用房。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并结合场地自然

条件，顺应地势，依山而建。主要建筑群以大经堂为核

心，采用中轴对称布局院落及佛殿，其他建筑顺应地形

平行等高线分布，错落有致，疏密结合，中心主体建筑

突出。

复建的喇嘛苏木庙以大经堂、佛殿、活佛府、扎

仓、白塔、僧舍等重要建筑进行总体布局，呈现出多元

的形态，按照功能主要分为殿堂区和僧舍区。殿堂区建

筑轴线明确、布局严谨，建筑群依照山势特征有主有次

的分布，中心轴线自下而上，依次排列着：山门、天

王殿、朝阁钦都刚（大经堂）、宗喀巴殿（佛殿）、佤

奇尔巴尼佛都刚（活佛府），一步步突出主体建筑的形

象。寺庙前面是一片大广场，视野空旷，更好地烘托了

建筑群的整体气势。中心殿堂区东侧为高僧修行宫（扎

仓），后侧为达木仁佛都刚。甘丹都刚、阿拉坦甘珠尔

都刚和诺民达阁图都刚三个建筑为处于一条中轴线上的

主体建筑，布置在高僧修行宫的右侧。宫阿护法都刚、

雅满达嘎佛都刚和佤奇尔巴尼佛都刚三个大殿作为护法

殿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布置在地形的最高处。寺庙僧舍

区在整个寺庙的最东侧位置。寺庙外围院墙取意“白法

螺”形象，象征着喇嘛苏木庙为吉祥福地，佛光普照。

图4 喇嘛苏木庙总平面图（来源：作者绘制）

建筑单体

各主要建筑单体的开间进深尺寸与建筑规模大小均

以相应遗址的位置和尺寸为依据，结合同时期同类型蒙

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传统规制进行设计。

主体建筑大经堂（朝阁钦都刚、宗喀巴殿）建于高

大的台基之上，建筑由门廊、大经堂和佛殿三个部分组

成。经堂平面方正，前堂凸出七开间门廊，气势宏伟。

门廊位置为藏式平顶，经堂和佛殿部分分别凸出单檐歇

山和重檐歇山，脊上有鎏金铜制宝刹、法论双鹿和鸱吻

等装饰。墙体采用藏式厚墙，墙上开藏式小窗，墙面用

蓝色琉璃砖镶嵌。两处高起的汉式歇山屋面部分对应其

下两处高起的经堂和佛殿空间，高侧窗的采光增加了室

内的神秘威严庄重的宗教气氛。

建筑结构形式主要以木结构和砖木混合结构为主，

外檐及墙体等均采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做法。

细部装饰

寺庙建筑细部及装饰中采用了汉、藏、蒙多元文化

元素。喇嘛苏木庙的汉式屋顶为清官式，覆以黄色琉璃

瓦和黑色筒瓦。屋顶正脊中央都耸起铜制鎏金宝刹，还

有法轮双鹿以及经幢等宗教装饰。建筑檐口彩画装饰图

案等设计为蒙古族文化地区特点的图案符号。

朝阁钦都刚正立面以门廊为主，木构件上雕饰繁

复，色彩鲜艳，墙体以蓝色琉璃砖镶嵌，加上黄色琉璃

瓦歇山屋顶的衬托渲染，其气氛热烈浓重，光彩照人。

藏汉蒙寺庙建筑特征对比

在总体布局、建筑单体及细部装饰种体现了藏汉蒙

寺庙的建筑特征，对比如下：

藏式建筑特征 汉式建筑特征 蒙式建筑特征

总体布局
以大经堂、佛殿、活佛府、扎仓、白塔、

僧舍等重要建筑为主进行总体布局。
参用汉式寺院形制，中轴线对称布局。

附属建筑采用自由灵活的布局形式，

随山势而建，错落有致，因地制宜。

建筑单体
藏式平顶，边玛墙，室内经堂区和佛殿

区，白塔。

汉式坡屋顶，施以汉式建筑斗拱、抬梁

式木构架等。

檐口简化，以涂料仿边玛墙，增加柱

廊，密梁平屋顶屋架。

细部装饰 藏式小窗，墙面用蓝色琉璃砖镶嵌。
采用汉式坡屋顶，施以汉式建筑斗拱，

抬梁式木构架，黄色琉璃瓦，筒瓦。

蒙古族装饰图案，外墙采用青色琉璃

瓦，体现蒙古族尚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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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伴随着新一

代信众的需求而逐渐受到关注，逐步兴起了复建、重建

和新建召庙的热潮，但是在这样一种热潮下，如何能够

挖掘研究寺庙的历史信息，尊重历史遗存，真实完整的

延续寺庙建筑文化，是当代人需要深思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喇嘛苏木庙的

复建研究，从召庙的总体布局、单体建筑、细部装饰特

点等方面，探索了藏式寺庙建筑复建与保护利用，为内

蒙古地域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些

实际设计思路与方法。希望通过对喇嘛苏木庙的复建，

重塑和彰显本地建筑和文化特色，让大家充分认识内蒙

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价值，加大寺庙建筑保护力

度，弘扬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并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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