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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变化中的艺术 本地建筑学者陈耀威谈佛教建筑 
    

佛 法以人为本，同样的建筑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佛教寺院，或者我们称之为

佛教建筑，是指安置佛像、经卷，且供僧众居住以便修行、弘法的场 所，世界各地的信徒都为了

建筑宏伟、堂皇的佛教建筑而不遗余力，似乎大家暗地里在比较着。其实，这些都不是建筑佛教道

场的本质。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本地许多佛教建筑工程浩大，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很多人会疑惑，既然佛教

教义讲求清静无为、破除表相和物欲，为什么又那么注重佛寺的外形和装潢呢？  

算是一种助缘  

陈耀威认为，佛教教义讲求清静无为，破除表相和物欲是佛教高超深远的一层次，世间只有极少数

的人能不“著相”。在世俗谛中，普罗大众还是需要借助有形的建筑、佛像和礼仪来获得宗教的教

化。  

“ 历来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上至统治者下至善男信女，都曾投入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建造大小佛

寺，这是无可厚非的，算是一种助缘吧！唯现代社会，种种环境与人的 条件与古代不一样，往往

一些创建者、建筑师和承造者对于佛教建筑的认知缺乏深度的掌握，以至建造出来的不是平庸无

神，就是以昂贵的材料堆砌，流于浮夸或庸 俗。”  

那怎样的佛教建筑才称得上是“美”？陈先生在这方面也有他个人的看法。  

“佛教建筑的‘美’，在空间上应具有让人祥和，清静舒畅的感觉。在外观上不一定要宏伟，能庄

严朴实，和周围自然环境协调，就比较符合佛教的精神。”  

他认为，本地的佛寺，属纯佛教的本来就不多。战前的极乐寺是最佳典范，它远离尘嚣，建筑群依

山就势，布局有度，虚实相间；殿宇造型典雅，与山林相容相衬。可惜现在似乎有朝向旅游化发展

之势。  

因错修而变质  

其他战前的佛堂，一些室内尚有清静优雅的感觉，不过外观多因错修而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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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所建的槟城佛学院，虽不是传统汉式建筑，却难得营建者用心，颇符合上述标准（外墙如

不漆粉红色更佳）。战后至今新建的一些佛堂或佛教会，依我所看过的大部分，尚没有一座称得上

完全符合佛教建筑之‘美’的。”  

除了美感上的要求，每一个建筑都有它的功能，当然，佛教建筑也不例外。但不同的功能，又应该

有怎样的建筑形式和空间分配？  

陈 先生表示，任何宗教建筑都需配合其功能的空间和形式。在传统上，汉化佛寺的功能，一是供

僧侣修行礼佛，一是让信徒烧香拜佛的地方，所以，佛殿是佛寺的主空 间。地方大的可以在中轴

线上安排一系列的殿堂，典型的依次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左右设钟鼓楼；大雄宝殿的后面

尚可安排经堂、法堂等。而在中轴的两侧 则可安排客堂、斋堂、禅堂等服务性空间。  

建筑的形式基本上是配合空间的性能和主从尊卑关系。传统上各地方自有一套从材料、结构到形式

的表达。  

他表示，如果是新的佛教建筑，则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得清楚，其变化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这属于建

筑规划与设计范畴，得视建筑基地大小，空间机能关系，建筑理念和建筑经费等等而定。  

失去该有的传统面貌  

“ 以前（战前）的佛教建筑，无论是国内外，皆有其深厚传统的内涵以及古人营造心境虔诚的反

映。著名的如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的各佛寺。远的不说，就举中国南方的 大寺，如福州涌泉寺，泉

州开元寺、潮州开元寺，广州光孝寺，厦门南普陀等等，虽各具地方建筑特色，普遍上皆有庄严神

圣，与周围自然环境极为协调。无论是在 山中或在城市，皆有足以澄俗虑，发幽情之景境。”陈

耀威先生如是说。  

他所见过日本的名寺古刹，如奈良的法隆寺、东大寺、唐招提寺，京都众多的佛寺，亦是庄严清净

道场，让人一登山门，就深被俊永的气氛所深深感染。更不用说殿堂内佛陀菩萨的庄严妙相。  

香港九龙志莲净苑，是当代新建极佳的佛教寺院，以唐代木构造佛寺为本，更有再现敦煌壁画里经

变的净土世界于这婆娑世界。  

在陈先生看来，本地的槟城极乐寺和新加坡双林寺两个南洋丛林禅寺，原本

在战前都是佛教建筑的代表，70年代起被改造，似乎失去该有的某些传统面

貌。不过双林寺经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近十年来已逐步修复，尚加牌

楼，山门回廊及七层石塔，堪立嘉范。  

此外，佛教建筑和民情风俗息息相关，所以西藏、印度、中国、日本都有独

特的建筑风格。那麽马来西亚佛教建筑，有没有特定的风格呢？或许，我们

需要在佛教建筑里加入什么元素，以符合这里的天气、语言、风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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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先生表示，佛陀在世时，并没有固定佛寺的建立，也不立佛像。只是利用可聚众说法的空间，

称为精舍。佛陀逝世后，第一个佛教建筑应是 Sanchi的大 Stupa，即藏置佛陀舍利和遗物的墓

冢，之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世界各地的佛寺就各地方传统习俗采用或改良当地的建筑，逐渐

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佛教 建筑。如汉传佛教在中国就取汉式，藏传有藏式佛寺，南传的缅式、泰

式等等。  

马来西亚的佛教建筑，撇开吉打只剩遗迹之古印度化陵庙不谈，主要还是承传华人的汉化佛寺及泰

缅的南传佛寺。  

源自福建地方传统  

陈先生也说，华人的佛寺不外源自福建的地方传统。如槟城极乐寺主体建筑群、雪州新古毛的观音

古寺属福州式，菜姑庵如槟城的宝誉堂、海客园观音阁、华严寺等为闽南传统，也有溶合一些殖民

地建筑的影响。  

30至 50年代的佛学院、同善堂等，具当时流行的 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战后有现代的佛教

总会等建筑的建立。  

所以马来西亚的佛教建筑其实并没有特定的风格，新的佛堂或佛寺可以承继传统形式或做现代性的

转换，配合环境、地理与历史背景加入适当的元素，但不需太刻意。  

总而言之，随着因缘的改变，我们看到了大马佛教建筑的蜕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佛教建筑就是一

个为了进行利惠众生的宗教活动的场所，佛法也同样是为了解决众生的烦恼而存在的。  

 

陈耀威简介……  
  

• 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  

• 建筑设计师  

• 陈耀威文史建筑研究室 - 主持  

• 南洋民间文化 - 发起人之一  

  

访问：陆春兵  

(摘自 南洋商报 登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