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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4_B8_AD_E6_c34_48326.htm 崇福寺始建于唐高宗

麟德二年（公元655年）的金代建筑，规模可观，气魄宏大，

是国务院批准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正殿用减柱法建筑，

乃国内孤例，堪称一绝，弥陀殿为全国金代最大建筑之一。 

崇福寺坐落在朔城区东大街 ，门前有石狮一对 ，自山门由南

向北有金刚殿、钟楼、鼓楼、千佛阁、文殊殿、地藏殿、大

雄段、弥陀殿和观音殿，占地23400平方米，前后5重院落，

布列适当、主次分明，是一座规模完整、宏伟壮丽的古代建

筑。崇福寺乃鄯阳古刹，藏经阁始建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

元 665年，明代重修后更名为千佛阁），契丹时，其地为林太

师府署。辽统和间复为增会，这可能是隋、唐“舍宅为寺”

的遗风，因名林衙寺，金天德年间（公元11491153年）赐额

崇福禅寺。现寺内弥陀殿、观音殿为金建 ，山门为清建，其

余为明建。弥陀殿为寺内主殿，建于金皇统年间（ 公

元11411149年），由开国侯翟昭度负责施工，殿宇正檐下悬

挂的“弥陀殿”竖匾，为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原

物。 弥陀殿建于 2米多高的台基上，通高21米，冠于全寺，

是全国现存较大的金代建筑。建筑面宽7间，进深4间入椽。

殿前有宽敞的月台，后与观音殿月台相连。单檐九脊歇山式

。殿内梁架结构具有独到之处，随着殿内金柱的减少，主体

结构与其他建筑不同。弥陀殿棂窗也很精致，镂刻透心图案

纹样达15种之多，有三角纹、古钱纹、桃白球纹等，这些图

案不仅是优秀的艺术佳作，而且对研究金代建筑装饰具有很



高的价值。殿内中央砖砌佛坛上置三尊主像，中为弥陀佛，

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称“西方三圣”。主像两

侧胁侍菩萨表情恭谦。别具神态。两大天王怒目狰狞，似在

护法守职。主像背光为编条泥壁，图案呈草叶纹，边沿是焰

光。中间背光浮壁13尊伎乐天，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内

四壁满绘壁画，10躯高大佛像结趺而坐，端庄慈祥，分布于

东西山墙和后墙。壁画上方为飞天，翱翔于五彩祥云之间。

西尽间绘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姿，变化身，18面，千手

，掌心各绘一眼，手中各擎一件法器，星辰日月，龙楼宝盘

，刀戈剑戟，琴棋书画等应有尽有，千变万化。下左为婆薮

仙，神情自若，老态龙钟，下右方为吉祥天，神情安详，持

重彬彬。东尽间分上下两层，绘三佛三菩萨，后壁门榻上

绘16宝观。整个壁画庄重宏伟，气势夺人，画工精细，设色

以朱红、石绿为主，色彩绚丽，壁画与佛像交相辉映，大殿

更加金碧辉煌。殿外九脊全为瓦条砌垒，殿顶上筒坂布瓦覆

盖，绿色琉璃和脊饰剪边。两个高大邸吻矗立正脊之上，正

脊中间置有瓦楼一座，将军居中，神志昂扬。戗兽、垂兽巨

口獠牙，气势威武。整个弥陀殿集建筑 、壁画 、塑像 、背光

、琉璃、棂窗、匾额等于一体，虽经历代风雨寒暑，至今仍

光泽灿烂。 观音殿是仅次于弥陀殿的金代建筑，其梁架结构

最富有独创性。为“四椽伏对乳伏用三柱”。殿内前槽金柱

全部减去，后槽金柱置在佛坛两侧，使殿内前部更加宽广。

因省去前槽金柱，四椽伏跨度加大到 10 米，所以为减轻其负

荷，在梁上和平梁前端施较大的人字叉手，把殿前槽上部载

荷传递到前檐和后檐柱上。这种神奇的建造能力，充分反映

了古代建筑匠师的才能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



保护文物古迹，1953年对观音殿进行了整修，1986年又拨款

对弥陀殿进行落架大修。崇福寺 ，以其古朴巍峨的雄姿 ，再

现于朔州大地。 在朔州崇福寺，珍藏着一座展示我国北朝佛

教艺术成就的珍贵文物北魏石塔。塔高2.5米，平面呈方形，

因在塔刹、塔身和基座上雕有小佛像1349尊，故而也被称为

千佛石塔。石塔的塔身是九层楼阁，楼阁四面皆雕有斗拱和

塔檐，周围空间则布满小佛坐像，最下层每面中间都雕有一

龛，龛内雕有一尊较大的主佛和左右胁侍佛两尊，龛的外部

是五排坐佛。佛像大小不等，神态各异。整座佛像塔设计巧

妙，工艺精湛，把中国古建艺术和印度佛塔艺术融为一体，

创造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令人惊叹叫绝。 但让人

痛惜的是，这件备受世人瞩目的艺术珍品，因世事变迁，饱

受风霜，在半个多世纪前身首分离，不能合璧。目前，塔杀

只能以一级藏品保存于崇福寺内，塔身则被台北国立博物馆

收藏。 这座千佛石塔塔刹和塔身的分离，还有一段鲜为人知

的故事。千佛石塔建造于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46年），是献

文帝拓跋弘宫中的小官曹天度为了祈求国家太平，耗尽全家

资产，在平城（今大同市）所造。建塔的人把天下太平的美

好祝愿寄托在千佛石塔上，但石塔的命运却与这个愿望大相

径庭。1937年，中华大地阴去密布，血雨腥风，日寇入侵，

国土沦丧。保存在朔州崇福寺的千佛石塔也未能逃此劫难。

当时，日本出版的《艺术美术全集》中收录了千佛塔的全部

资料。资料证实，当石塔在劫运日本装箱时，朔县城内一位

爱国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将塔刹暗自藏

回家中。全国解放后，这位爱国志士把塔刹献给国家，交回

崇福寺，而塔身归初被陈列在日本东京博物馆。1945年，中



国人民历经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千佛石塔

的塔身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其存放在

南京博物馆，尔后又运往台湾，在台北国立博物馆栖居。 塔

刹高57厘米，中间是两层楼阁，在每层的四化个转角处都刻

有一个负重交脚菩萨。楼阁上部雕有九道相轮及摩尼宝珠。

经过无数的风雨沧桑，宝刹虽已残痕累累，然而其细腻精巧

、匠心独具的艺术风采仍然熠熠生辉。每当人们在崇福寺欣

赏千佛石塔塔刹的时候，总有一种遗憾，总要发出这样的感

叹：千佛石塔何日才能身首合一呢。 石塔身分两地的这种状

况，多年来备受仁人志士的热切关注。1979年，奥地利格拉

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弗兰茨先应我国文化部邀请来华访问，

将其所著的《中国塔及堵波》一书赠予中国历史博物馆，著

名考古学家史树青先生发现该书中收录的千佛石塔是崇福寺

之物，史先生著文予介绍和考证。1995年台北国立博物馆典

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给崇福寺来函称：“贵寺收藏‘曹天度

造九层塔’一件，该件石塔为日本抗战期间掳掠，胜利后归

还我国。该件石塔之塔顶据悉尚存贵寺，可谓大幸。现阶段

虽未能璧合，但该塔之价值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历史

为我们制造了冬天的残酷，也给我们讲述着春天的故事。随

着我们社会主义祖的繁荣昌盛，随着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

”政策的贯彻落实，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大

陆和台湾的统一已经为时不远。我们坚信，当海峡两岸骨肉

团聚之时，也是千佛石塔身首合璧之日，历经沧桑、精美绝

伦的千佛石塔必将载着历史赋予它的深刻含义完美地重新矗

立在爱它、盼它的故土之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