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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楼阁在云南建筑群中既突出又富有地方民族特色。其不仅建筑形式多样，而且作为云南建筑文化的

重要构成部分，在云南民族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既是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精神寄托

的场所，也是各民族展现其文化观念、传递其自然与民族审美文化意识的外显符号，具有丰富多姿、深刻隽

永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云南建筑群；楼阁建筑；建筑文化；民族建筑；文化意蕴；建筑风格

中图分类号：ＴＵ－８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５－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１

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ＥＷｅ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ｒｔｓ，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５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ｅｔｈ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ｃｕｌ
ｔｕｒｅ，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ｔｈｎ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ｏｒ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
ｂｕｎｄａ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ｓｕｓ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ｂｕｔａｌｓｏ
ｔｈ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ｙｍｂｏｌｓｔｏｓｈｏ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ｔｈｎ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ｙｌｅ

　　云南楼阁建筑中的“楼”，属于“干阑式建筑，多
是两层或多层建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

“楼，重屋也。”云南古代建筑一般以单层结构为主，

高大的楼在云南古代建筑群中尤为突出，许多重要

的建筑都是采用楼的形式。云南常见的楼，有用于

城市防御的城楼、炮楼、角楼，如大理巍山、祥云、鹤

庆的城楼、角楼，建水彝族纳楼回新土司衙署里的炮

楼；有用于衙府的钟楼、鼓楼、过街楼，如广南壮族土

司衙署里的钟楼、鼓楼，大理祥云的过街楼等；有供

登临远眺的大观楼（昆明）、德化楼（大理永平）、凝

秀楼（保山腾冲）等；有供演戏的戏楼，如梁河南甸

傣族土司衙署里的戏楼；还有宅院、土司衙署中供人

居住的后楼、配楼、绣楼等，如梁河南甸傣族土司衙

署里的后楼、配楼、土司小姐的绣楼；以及用于表彰、

贞节、守志、长寿、百岁等之类的牌楼等。

“阁”亦源于干阑式建筑，也是两层或多层建

筑。明人计成《园冶》云：“阁者，四阿开四牖。汉有

麒麟阁、唐有凌烟阁等，皆是式。”在云南各地，迄今

仍保留着“阁”的建筑遗迹，如昆明西山的三清阁、

达天阁，广南的观音阁，大理的天镜阁、悬崖阁，鹤庆

的清凉阁、清虚阁，楚雄的吕阁，曲靖的武侯阁，昭通

永善的玉皇阁，等等。

一般而言，楼的平面较狭长，而阁的平面多方

正，但在总的形制上楼与阁区别不大，因此后世楼、

阁二字互通，人们习惯于将两层以上的“楼”或“阁”

均通称为“楼阁”。楼阁，作为承载云南建筑文化的



一个重要元素，既是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精神寄托

的场所，同时也是各民族展现其文化观念、传递其文

化意识的外显符号，其丰富多姿、深刻隽永的文化意

蕴，值得我们作一番探究。

一、精神寄托的场所

“以道自重”本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孟

子说的“枉道以从势”［１］的情形却常常发生。原因

之一便是，“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的人格之外，

“道”是没有其他保证的。为使“道”尊于“势”的观

念得到人们的接受，就要提倡“修身养性”，给“道”

建立内在的保证。而接受这一观念的人不在少数。

入世重精神修养是中国古代极显著的文化特色。

《淮南子·主术训》云：“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

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

道，事亲不悦，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

事亲矣。”说明修身是取誉的手段，修身既与“道”的

性格相关，也涉及“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另外，

修身也与个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息息相关。为了摆脱

困境，人们不得不向外寻找“道”的客观基础，而这

一客观基础之一就是楼阁建筑。在云南，楼阁建筑

往往成为各民族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是其表达精

神内涵、价值追求的重要场所。这具体体现在：

其一，益笃忠贞，诚心报国。如丽江忠义牌坊

（牌楼）。该牌坊位于丽江大研古城西南隅木府，又

叫石牌坊，是明朝万历年间皇帝批准建造的。其建

筑所用的建材汉白玉采自下虎跳峡金沙江边，其结

构的宏伟、石雕的精湛远近闻名。尤其是匾额上镌

刻着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以及“凤诏每来红

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的对联。该联出自第十代

土司木泰的《两关使节》中的诗句，意指皇帝的圣旨

一到，就似离太阳更近，心里仿佛沐浴着温暖的阳

光，如长时间接不到朝廷的诏书，就连白云都会感到

悠闲无聊，心中的失落之意就会油然而生。它彰显

出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耿耿和对国家统一的维

护，把一个身处边陲之地的家族与皇家汩汩相通的

关系尽显于世。而木府大院楼阁中的几处题词———

“诚心报国”（１３８４年）、“辑宁边境”（１５４３年）、“乔
木世家”（１５６０年）、“西北藩篱”（１５７４年）和“益笃
忠贞”（１６２２年），均是历代大明皇帝们亲手书写。
“忠义”和“诚心报国”既代表了历代皇帝对木府土

司的信任、认可，也是对其诚心报国精神“益笃忠

贞”的表彰，并对纳木氏土司为节制吐蕃“辑宁边

境”的“西北藩篱”寄予厚望。忠义牌坊成为各朝中

央政府表彰云南地方土司，以及地方土司显示精忠

报国精神的最佳场所。

其二，登高述志，写意寄情。比如昆明的大观

楼。大观楼位于昆明市中区西街口，濒临滇池草海

北滨，又名近华浦、谯楼。清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当时的巡抚王继文路经此地，看中这里的湖光

山色，命人鸠工备材，修建亭台楼阁，取名大观楼。

大观楼原为二层，因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

山色，蔚为大观，因而名之为“大观楼”。后云南按

察史翟锦观将大观楼由原来的二层扩建为三层。大

观楼上面三层，全系斗拱木质结构，四角飞檐，凌空

翘首，四周棂窗，高敞明丽，整个楼形建筑精美典雅、

巍峨雄壮，形似北京的天安门，属于三重檐琉璃戗角

木结构。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咸丰帝询问云南景
物，侍讲学士何云彤推荐了大观楼，咸丰帝随即钦赐

“拨浪千层”匾额。登上大观楼，山水凭栏望，其多

姿秀逸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临风抒怀、饮酒

赋诗。大观楼成为当时文人骚客粉墨登场、叙情明

志的场所。如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进士、临安
知府王文治《秋日泛舟近华浦》云：“忆偕诗太守，高

宴集朋辈。丝竹惯珠玑，篇章出瑰怪。”这是大观楼

曾经宴飨满座、作诗吟唱、丝竹优美、佳作迭出场景

的逼真再现。

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癸卯恩科解元、工部右侍
郎许希孔的《秋晚登大观楼》有：“浮云卷尽海天横，

独上高楼感易生。山色西来连夕照，湖光一派变秋

声。碧旧迹霜钟冷，白荡仙踪月舸明。指点昏鸦

愁外去，疏槐秃柳不胜情。”首联写出浮云似把整个

滇池卷尽，而此时独自登上大观楼很易产生各种各

样的情感；颔联进一步写景，湖光山色已被夕阳笼

罩，滇池湖面已是一派秋色；颈联再次渲染与大观楼

隔池（滇池）相对的碧鸡山麓的高村旧迹被一层

霜所覆盖，寺庙的钟声很清冷，月光下划着木船由大

观楼出滇池草海去追寻仙踪；尾联借昏鸦喻指诗人

的愁情，大观楼周边稀疏的槐树、柳树都受不了诗人

的愁情。此诗既把大观楼秋天的景致写尽，同时也

借景抒情，情于景相融，较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

健拔的用语、严谨的格律令人印象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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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己酉（１７８９年）拔贡、晋宁人段时恒的
《登大观楼》：“万里归来续旧游，眼前风景足淹留。

天涵水面浮双塔，地涌波心耸一楼。汉将戈船斜日

冷，梁王旌旆暮云愁。御怀莫问兴亡事，羡尔轻轻逐

浪鸥。”万里回昆又来大观楼重游，诗人被眼前的美

景所淹留，借景叙写了云南的历史：元朝云南行中书

省平章蒙古族弥实创大德寺，修建双塔；康熙三十五

年（１６９６年）巡抚王继文在滇池畔修建大观楼；汉武
帝在长安凿昆明池习船练兵欲征服昆明；湖北红巾

军打进昆明城云南元代梁王逃窜楚雄。诗末，诗人

还是归心于景：云南兴亡之事还是不要过问，只是羡

慕海鸥轻轻追逐着浪花，无忧无虑。此诗最大的特

点是把云南的四桩史实仅用二十八字就说尽，寄怀

疏朗，言简意赅。

清道光甲辰（１８４４年）举人、候选同知、呈贡人
孙清元的《春日泛舟近华浦示座中诸客》：“春来南

浦草初肥，酒尽西湖客未归。花外落霞经雨湿，柳边

新燕带烟飞。含情天水摇空碧，倒影楼台背夕晖。

拼放扁舟载歌舞，莫令多露裳衣。”首联展现大观

楼畔绿草初肥，诗人与友人在大观楼上纵情饮酒。

颔联用花、落霞、雨、柳树、新燕、烟云等意象，勾勒了

一幅春雨过后花丛外一道彩虹挂在天边，而柳树上

的新燕随着烟云飞去的画面，意境深远。颈联再用

拟人手法，描绘了天水含情把楼边池水浸染成绿色、

大观楼倒影背满夕阳辉映的场景。这样写，把大观

楼描绘得富有动感和生机。尾联又把笔触指向诗人

自己，如此美景令诗人禁不住在滇池放舟，载歌载

舞，忘记了露水已湿润衣裳。

而有关大观楼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则是布衣

寒士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它一扫俗唱，是云南

数千年历史的感慨和抒怀的寄予。“汉习楼船，唐

标玉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记录了云南的四段

历史史实：“汉习楼船”，据《史记·平怀书》云，公元

前１２０年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以操习
水军”，欲打通从滇池通往印度的路径。“唐标玉

柱”，按《新唐书·吐蕃列传上》记载，“公元７０７年，
吐蕃及姚州蛮寇边，九征毁?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

勒功”。“宋挥玉斧”，照《续资治通鉴·宋纪》曰，

“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

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

曰：‘此外非吾有也！’”“元跨革囊”，依《元史·宪

宗本纪》记载，“公元１２５２年，忽必烈征大理过大渡
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皮筏以渡”。在此，孙髯将

滇池风光与历史有机结合，有感而发，在写景同时触

景怀古抒情。

其三，诉情对象，怀乡航标。如红河县迤萨文星

阁。每有乡民外出多年，回想起家乡，远远映入眼帘

的总是位置显眼的文星阁，尽管四围的村舍、田野、

山岭随时光的变迁会面目全非，但文星阁作为当地

游子心中的“念想”的回归“航标”，是永远不会改

变的。

二、科举取士的象征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提出过“学而优则仕”

的理想世官制度，但此后长期却是氏族门阀制度垄

断的官宦选拔制度。直至隋代实行科举考试，学识

与仕途才并举。从隋代至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止，科举制在中国经历

了一千三百多年。云南于明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年）开
始乡试。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招纳贤才的主张是分

不开的。朱元璋吸取之前历朝历代取士的经验教

训，于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制订了一套较历代周详
的科举制度，通行全国。其考试办法有大比、乡试两

种。乡试以省为单位举行，中式名额由朝廷规定。

大比、乡试均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在大比前一年举

行。云南由于明代开始了科举考试，不仅开科取士

形成制度，兴学施教风气打开，而且与对科举制度的

高度热情相适应，云南自明代社会兴起了“禄星”崇

拜。禄星即禄神、星神，又称“文昌”“文曲星”“禄

星”。据传在北斗七星之上有六颗星，合称为文昌

宫。当中的第六颗星就是人们崇拜的禄星。《史记

·天官书》载：“曰文昌宫：一曰是将，二曰次将，三

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司禄，即

指职司功名利禄的禄星。从隋唐科举制度产生后，

禄星自此成为主宰士人命运的神，天下士人莫不对

之顶礼膜拜。

出于对“禄星”的尊崇，云南各民族在传统乡土

建筑中大兴“文昌阁”的建造之风。如大理弥渡的

文昌阁（奎阁、锁水阁），曲靖会泽文庙的文昌阁，文

山广南的文昌阁，红河建水文庙第五进庭院的文昌

阁，保山腾冲和顺乡的文昌阁，昆明嵩明杨林的文昌

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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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禄星相似，魁星也是与科举制度有关的崇拜

对象。魁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的

“奎星”的俗称，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

璇、天玑和天权，这四星合称“魁星”，又称“斗魁”。

后道教尊其为主宰文运的神，作为文昌帝君的侍神。

魁星信仰于宋代，从此经久不衰，成为封建社会读书

人于文昌帝君之外崇信最甚的神。

在云南各民族聚集的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

魁星阁（又叫文峰塔）。如大理弥渡的魁星阁，曲靖

会泽文庙的魁星阁，文山广南的魁阁、魁星阁，红河

建水文庙第五进庭院的魁星阁，保山腾冲和顺乡的

魁星阁，昆明嵩明杨林的魁星阁，以及楚雄姚安的文

峰塔等。在大理弥渡的魁星阁里，其正殿有一尊泥

塑魁星造像，这魁星左手举着砚台，左脚高跷顶斗，

右手握一管大毛笔作圈点状，圆眼环睁，神态威严，

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一只大鳌鱼的头部，意

为“独占鳌头”。这就是传说中掌管科举选儒大权

的魁星神。由于魁星神掌主文运，因此与文昌神一

样，深受读书人的尊崇。“魁”又有“鬼”抢“斗 ”之

意，故魁星又被形象化为另一张牙舞爪的形象。传

说他的那支笔是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

旦点中，文运、官运就会与之俱来。按科举制的规

定，如果考中头一名进（状元），就要进入皇宫在正

殿台阶正中雕有龙和鳌图形下恭迎皇榜，所以有

“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誉。

此外，“魁”还有“首”之意。依据明朝科举要实

行“五经取士”（五经即《诗》《书》《礼》《易》《春

秋》，为儒家崇奉的经典），每经所考取的头名称为

“经魁”，因而“魁”有“首”“第一”之意。乡试中每

科的前五名必须分别是其中一经的“经魁”，故又称

“五经魁”“五经魁首”。另外，科举考试中进士第一

名称状元也称“魁甲”，乡试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

称“魁解”，均有“第一”之意。这说明云南各民族自

古就有兴学重教的传统，并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取

功名。像位于昆明拓东路中段、金汁河桂林桥上的

昆明状元楼（聚奎楼）就与此有关。清光绪二十九

年（１９０３年），因云南石屏人袁嘉谷殿试夺魁，称经
济特元，属云南置行省六百多年未有之事，当年的总

督魏光寿为激励三?士子，于状元楼立“大魁天下”

四字匾额，以此激励云南士子，以袁嘉谷为榜样，好

好学习，求取科举，成为国家的栋梁。昆明状元楼由

此成为历代云南人求取功名的一个祭拜场地。

三、旌表功绩的对象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云南各民族，自古就有惩

恶扬善的传习，歌颂正义、美德、孝道等，为后人树立

榜样，于是云南各民族就以建造楼阁的方式，将这种

榜样的力量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一是旌表功绩，歌颂积极的现世精神，而为之建

楼。如前述的昆明状元楼，就是因石屏人袁嘉谷考

取了全国经济特科第一名，成为云南首位状元，为庆

祝这一盛事，把当时在拓东路上的聚奎楼改名而成

的。昆明状元楼上高悬当时云贵总督魏光寿手书的

“大魁天下”的金字匾额，以纪念云南首位状元的诞

生。匾两旁还挂着袁嘉谷的一副对联：“帝曰无双

士，惭愧臣心，励此生古谊忠肝，窃比魏国书云，元之

应雨；南来第一楼，潆回梦乡，对当前画桥驿路，更愿

长卿题柱，孟博登车。”

又如，大理云龙县的诺邓村的黄氏题名坊，为黄

氏家族科举题名坊（楼），镌刻有明中叶至乾隆年间

黄氏家族历代举人、进士的功名。其中清代黄氏门

中共出两进士、五举人及上百名秀才。康熙年间举

人黄桂更是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曾被誉为“滇中

一儒士”。而昆明近日楼附近的忠爱坊（牌楼），则

是云南人为纪念元代咸阳王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

丁在云南的功绩而建。几个世纪以来，只要来到忠

爱坊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赛典赤·瞻思丁对云

南各民族所作出的贡献。

再有一个就是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
红河弥勒市虹溪镇东门街中段的“三代一品封典”

的石牌坊（楼）。此牌坊是为纪念朝廷表彰一代钱

王王炽捐巨资效忠清廷、受清廷敕封，由王炽本人出

资请通海名匠而建造的。该坊占地６４ｍ２，高４０ｍ，
宽６ｍ，三重檐四柱三间，柱脚石墩有八个石狮子相
对而立。坊头正中有一块镂空的石龙盘抱的直匾，

上书“圣旨旌表”，下书“三代一品封典”。牌坊石柱

上镌刻有三副对联：正中一副为“铁索架飞龙九重

褒义来丹诰，绣章鹰翥鹤三代荣封树锦芳”，系奉直

大夫、翰林院吉士加三级罗瑞图书、滇黔使者兼巡抚

松潘所书；左边一副为“铁索系飞虹咸占利涉，纶音

勒石柱宏奖公忠”，系云南按察使司全茂绩撰书；右

边一副则为“是为仁里坊表所式，非独私门门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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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中宪大夫知府四川补用同知、直隶州赵藩

撰，督学使者桂林张建勋书。这些对联的书写者都

是当朝的官吏，可以见出当时的官府对王炽事迹旌

表的正式和规格。

二是表彰女性从一而终、坚贞不二而建的门楼

（坊）。“三从四德”是古代对妇女的礼仪和行为规

范的训导。“三从”作为对妇女的礼仪规范要求，最

早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

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女行为规范的要求，《周礼·天官·九

嫔》载：

“九嫔掌妇女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

容、妇功”。汉代班昭在其《女戒》中这样解释四德：

“德不必才明绝异，言不必辩口利辞，容不必颜色美

丽，功不必工巧过人。”于此可见，三从四德仅只是

封建时代对妇女从礼仪到行为的规范，是德才兼备

的女性楷模的评判标准，即正身立本、语言得体、言

辞恰当、端庄稳重、守操持礼、相夫教子、尊老爱幼、

勤俭持家。此后，随着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变异，

对妇女的行为规定更为严格，以致后来发展到为贞

节女子立“贞节牌楼（坊）”，以模范、宣传、表彰其事

迹，鼓励女人守贞节。地处国家边陲的云南各民族

为了旌表本民族的模范女子，让其事迹永世长存，也

兴建了大量的牌楼（坊），不仅有单人坊而且还有多

人坊。

单人坊，如文山广南县莲城镇龙井社区西街的

贞节石牌楼（坊）。它始建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
为旌表女教师廖悒珊而造，为青石质、穿梁式仿木结

构建筑，单开间，高６ｍ，宽５ｍ，左右须弥座墩前后
皆有伏卧的石狮。坊之顶部为仿古屋面，四角上翘，

正脊透雕花草，两端吻兽。其左右坊楹联为：“里标

孝德节操似翠柏苍松，台容怀清真义同冰雷
,

石”。

匾额下雕刻“双龙戏珠”，其他部位皆刻鸟兽、人物、

花卉等图案，正反两面各置石狮一对。从其楹联可

知，这位廖老师的孝德节操、台容怀清，清晰可见。

而弥勒县息宰乡息宰村东北５００ｍ处，系清代监生
米尔翮之妻闵氏的贞节牌坊，也是一座单人坊。牌

坊为青石质，面阔６．３ｍ，高６ｍ，进深１．５ｍ。牌坊
重檐四柱三间，前后有蹲狮，正中刻“圣旨旌表”，雕

琢精巧。米尔翮之妻闵氏的守操持正可见一斑。

多人坊，如楚雄禄丰黑井镇的“贞孝总坊

（楼）”。其位于黑井镇街尾靠五马桥头处，于清光

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由慈禧太后下旨建造，不是为
一个女子所立，而是为几十个女子所共立。此坊为

牌楼式全红砂石质牌坊，属于四柱三间结构。额坊

上镶嵌的大理石板上，正中镌刻着“节孝总坊”，右

边刻“霜筠”二字，左边刻“雪操”二字。牌坊周身均

布满浮雕，正中为“四龙戏珠”图案。三道门楣上用

三层龙头、象鼻组成斗拱，构成１２座石阙，高高托起
牌坊顶部，共有龙头６８个、象鼻５４条。斗拱之间雕
刻着“唐僧取经”“牛郎织女”“八仙过海”“二十四

孝”“荷和二仙”等故事，以及各式花鸟虫鱼图案。

整座坊做工精巧，造型庄重，雕刻精美，其多个龙头

造型、多条象鼻、多个传说故事、各种造型图案，喻指

旌表的女子事迹众多、各有其绩。

四、多种宗教信仰的展现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云

南各个民族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总是以

其虚幻的、颠倒了的某种式样反映着世界，把人间的

力量幻化为祖先、神灵、佛祖、上帝等超人间力量的

实体来加以信赖和崇拜，并且还用这种信仰和崇拜

来支配着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规范着自身的行

为。”［２］４８云南是个多宗教信仰的省份，本土宗教、外

来宗教在这里并存发展，而为了彰显和宣传宗教教

义，云南各民族纷纷兴建各种宗教建筑来吸纳信众，

传播宗教文化。

（一）佛寺中的楼阁建筑

佛教于公元７世纪传入云南，不仅派系齐全、宗
支繁多，而且不同民族信奉不同的佛教派系。佛寺

中的楼阁建筑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

１．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楼阁建筑
公元７世纪传入云南的汉传佛教，其禅宗在公

元１３世纪在云南盛行，分布于昆明、玉溪、曲靖、大
理、楚雄、保山、红河、昭通等地。除了在汉族中有广

泛影响外，部分纳西族、白族、彝族也信奉汉传佛教。

云南现存的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楼阁建筑有昆明筇竹

寺的华严阁，昆明圆通寺的圆通胜境楼（坊），昆明

西山华亭寺的观音楼、撞钟楼、藏珍楼、藏经楼，昆明

西山太华寺的望海楼（碧万顷楼），大理感通寺的写

韵楼，鸡足山祝圣寺的钟鼓楼、藏经楼，建水指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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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经阁、准提阁，蒙自的玉皇阁（通明阁），武定狮

山正续寺的藏经楼，等等。如鸡足山祝圣寺，其藏经

楼、藏珍楼、钟楼、鼓楼为重歇山式构造，飞檐斗拱、

门作户壁全出自大理剑川、鹤庆白族艺人之手，其造

型独特，雕琢精致。大雄宝殿后的藏经楼内藏各种

“钦赐”或化来的珍贵佛教经典，其中有光绪赐虚云

大师的三藏大乘真经，万历十四（１５８６年）、十七
（１５８９年）、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钦赐的大藏经，慧辉
和尚携标荷经四年募化的正藏三百三十函。不仅藏

经，藏经楼同时也是讲经说法之处。而藏珍楼则藏

有紫衣、钵具、锡杖、如意、缅玉卧佛、碧玉观音等。

此外，祝圣寺天王殿后庭院左边还建有钟楼，楼下立

有达摩祖师的塑像。庭院右为鼓楼，楼下塑有地藏

像。祝圣寺的这些建筑楼阁可谓云南保留汉传佛教

典籍和佛具最多的楼阁，也是汉传佛教在云南大理

白族地区传播的明证。

２．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中的楼阁建筑
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又分为润、

摆奘、
-

利和左抵四派。公元１３世纪由泰国传入云
南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思茅（今普洱）等地区，系

云南所独有，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民众所

信仰。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最大，“不但傣族

男子，要到寺院出家，做一段时间的僧侣，而且在日

常生活中，每逢重大事情，如出生、赐名、结婚、远行、

盖房、生病等，都要请僧侣来家念佛诵经”［２］５６－５７。

小乘佛教在云南拥有大量的佛寺，佛寺里建有许多

功能各异的楼阁。譬如，西双版纳勐海县曼短佛寺

的哄坦（藏经楼）。其建于公元 ９５０年，建筑为拍
梁、穿斗结合的梁架结构，重檐歇式屋顶，上下两檐

都是五面坡、墙抬梁、墙体与檐口间设有斜撑，内外

构件上均有龙、风、花卉等雕刻图案装饰，逼真形象，

原始古朴，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均集中体现了傣族

古代建筑技术的精华。哄坦内不仅收藏有贝叶经、

手抄佛教经典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民间文学抄本，而

且也是傣族子弟、僧侣学习经文的场所。又如，景洪

市的曼阁佛寺中的鼓房（鼓楼）。该鼓房建筑结构

是木穿斗式，有巨大的牛皮鼓置于其中，每月逢七、

八、十四、十五的傍晚，就会击鼓鸣锣，目的是为了

“镇住路南山上九千九百魔鬼”。这反映了傣族信

仰中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早已与佛教混杂一起，成

为傣族信众信奉的宗教，鼓房也成为傣族佛寺中必

不可少的部分。再有，瑞丽市的大等喊寺。整座奘

寺属于三层歇山顶重檐楼，左右是两间重檐顶阁，穿

斗走廊与阁相连，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传说佛祖

传经布道路过此地住了一夜，信徒为纪念佛祖而修

建了此寺。

除此之外，还有普洱景谷县的迁糯佛寺（汉名

清佛寺）。此寺山门是仿内地汉传佛教的形制，高

１８ｍ，宽７ｍ，正面设三道门，中为大门，两边各一侧
门。其整体为牌楼结构，上段为木质，下段为石质基

础，底部为须弥座支撑牌楼，顶部为三重檐，覆盖青

灰瓦，檐角上翘。牌楼中有用汉文书写的“清佛寺”

三个大字的匾额，字体工整严谨，其右侧刻着“田糯

和尚乡官合修”的鎏金字，左侧则为“乾隆戊戌季春

谷旦”字样，重檐下还有龙、云纹等浮雕。另外，该

山门内面的牌楼上用汉文书有“福贵门”三个鎏金

大字，预示着进这寺门朝拜赕佛的傣族人有“福

贵”。从山门结构、浮雕及文字可以看出，此寺深受

汉族文化的影响，是云南境内少见的汉傣建筑文化

相融合的典范，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教徒赕佛的圣

地。此外，云南临沧耿马县的耿马总佛寺的藏经阁，

也是一座汉傣建筑文化相融合的楼阁。该楼阁藏经

２２７部４５卷，由于处于边境的特殊位置，成为了耿
马土司及其亲属拜佛朝圣、海外侨胞回乡探亲访友，

以及修坟祭祖、供斋滴水、诵经做赕、敬供腊条香花

的场所。

３．藏传佛教的楼阁建筑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７世纪末８世

纪初，经由西藏传入云南，主要在迪庆的藏族、丽江

的纳西族、摩梭人，怒江的怒族、傈僳族、普米族中间

传播。“藏传佛教的支系特别庞杂，有格鲁派（黄

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

教），还有古老的本教残余‘黑本’和‘白本’。单

‘噶举派 ’就有‘四大八小’等支系。‘四大’中的

‘噶玛噶举派’，又有两个活佛系统：一个是黑帽系，

一个是红帽系。”［２］在云南的藏传佛教建筑中，香格

里拉松赞林寺（汉名归化寺）的佛教寺庙群最为典

型。其主建筑为五层藏式碉楼，主殿上层镀金铜瓦，

殿宇屋角兽吻飞檐，又具汉式寺庙建筑风格，下层大

殿有１０８根柱楹，代表佛家吉祥数，左右墙壁为藏经
“万卷橱”，顶层正楼特设经舍佛堂，供奉五世达赖、

七世达赖佛像以及贝叶经卷、唐卡、传世法器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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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正南为高耸的钟鼓楼，清晨、正午、黄昏击鼓报时，

声闻十里。“松赞”指天界三神帝释、猛利和娄宿游

所，“林”即寺。松赞林寺可理解为一切显密非一次

修成，为使无垢之法源尖不断地惠及众生，使之圆

满，特建此寺。香格里拉除松赞林寺外，还有红被

寺、东竹林寺、德钦寺、书松尼姑寺、叶日尼姑寺、扎

加寺、扎钦寺、扎史取里寺、哲母寺、觉顶寺、茂顶寺、

布顶寺等，其楼阁建筑风格亦大都如此。

就云南的藏传佛教寺庙而言，丽江的福国寺也

值得一提。其最早为木氏土司的家庙，公元１６７９年
木氏土司木懿从青海请来都知等喇嘛，将其改建为

有经堂殿宇五大院、僧房十八院的藏传佛教噶玛噶

举派寺院，藏名“奥明南卓林”，意为“色究竟天解脱

林”。该寺院中的大殿“五凤楼”（又名法云阁），其

建筑极为精美，高２０ｍ，为三层八角飞檐楼阁，上中
下共有２４个啄天飞檐，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均像五
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五凤楼”也因此得名。其珍藏

的噶玛巴活动的圣迹和文物，为藏传佛教的珍品。

除此之外，在丽江藏传佛教楼阁建筑还有指云寺的

大殿。其为三重檐楼阁，寺顶覆瓦，为四方形钻尖顶

阁，底层为法堂，上两层为藏经楼，六根高１２ｍ的通
天京柱高耸其间，东西南北十二角雕龙画凤飞檐欲

博九天，内外檐装皆精工镂雕、彩绘。其殿宇巍峨、

富丽、气势非凡，明显不同于松赞林寺的碉楼式建

筑，体现出汉、藏、白、纳西建筑艺术交融的特色，也

说明木氏土司对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视。另外，云南

藏传佛教寺庙还有丽江的文峰寺、玉峰寺、普济寺，

维西的兰经寺、寿国寺、达摩寺、来远寺、达来寺，怒

江贡山的普化寺，等等，这些藏传佛寺的楼阁建筑也

具有同样的特色。

（二）道观中的楼阁建筑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宗教的道教，在其创立的三

世纪初便由四川传入云南，南诏时期渐渐兴盛，明代

后在云南进入全盛时期：一是长春派创始人刘渊然

入滇传教；二是奏请朝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

纪司，以植其地”［３］；三是全真派一代宗师张三丰入

滇传教。进入清代，云南的崇道活动仍保持着兴旺。

位于昆明西山区罗汉山的三清阁，是著名的道

教建筑群，包括灵官殿、老君殿、飞云阁、真武宫、玉

皇阁、达天阁等共九层十一座木结构宫观建筑。

“三清”又称三清天、三清境，是道教三十六天仅次

于大罗天的最高境界。三清阁内供奉着天宝君、太

上老君、太上道君三个道教信奉的尊神。三清阁高

出滇池三百多米，各殿、宫、阁缘山壁而上，层层叠

叠，高低错落。灵官殿是三清阁的第一殿，建于明嘉

靖年间，为昆明西山唯一明代建筑。其重檐歇山顶，

通面阔三间６．８ｍ，进深三间６．５ｍ，平面略呈正方
形，檐下无斗拱，当心间四根通柱直贯屋顶，支撑整

座建筑。三清阁真武宫与玉皇阁皆清道光年间建，

斗拱繁缛，出象鼻昂，每年元月九日昆明民众都要来

此谒拜。

云南大理巍山彝族信奉道教，在巍宝山建有玉

皇阁、魁星阁、斗姆阁、培鹤楼、天师楼等道观建筑。

玉皇阁建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依山而建，层
层而上，每层以三路石级相通，共４２级，由四圣殿、
玉皇殿、天师殿、三师殿、吕祖殿、依云阁等建筑组

成，内供奉天地水三官、吕祖、财神等，阁内天花板上

绘有１０幅图，其中一幅是道家“水火匡廓图”，采用
黑白两种颜色，用宽细线条合半交错的手法绘成，是

道士长生不老丹的药方示意图。巍宝山是中国南方

五斗米道的传教区之一，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十五

日的朝山庙会都在此举行，并演奏道教音乐，为云南

传播道教文化的重要场所。

（三）清真寺中的楼阁建筑

公元１２５３年，忽必烈军占领大理后，留下驻守
云南的士兵中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这些中

亚人成为元代最早进入云南的回族。公元１２７６年，
皇子忽哥赤被封为云南王，许多回族也跟着进入云

南，在昆明、玉溪、大理、丽江、保山、腾冲居住。到了

明代又有大批回族跟随移民迁入云南，留籍于滇南、

滇西一带。而清代进入云南的回族，则定居于滇东

北地区。云南境内的回族聚居区，大多建有供做礼

拜用的清真寺。云南清真寺中的楼阁建筑大都呈现

出传统殿堂式、阿拉伯式等建筑风格，较好地综合了

当地的多种建筑元素。例如，建于清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开远清真寺的大门，为重檐歇山顶牌楼式
建筑，由三道门组成，正门有较大的石狮一对，雕刻

精美，左右两侧门各有小石狮一对，形如正门石雕，

院内左侧有三重楼六角攒尖顶的木构宣礼楼（拜

楼）一座，显现了当地楼阁的典型特征。另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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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鲁甸拖姑清真寺中的唤
醒楼（拜楼，即呼唤快来礼拜之意）。该楼高约

２０ｍ，共五层，由４６根圆柱撑起层层叠叠的梁宇，二
层楼檐正中悬挂一匾额，刻有草书的“普慈万有”四

字，为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镇守云南昭通镇雄等处
总兵冶大雄刻制，楼内对联“层图重辉，华树赠益”

形象地概括了唤醒楼的实貌和特色文化。

五、自然与民族审美的融合

云南各民族的楼阁建筑，强调大自然与外部环

境和谐相处，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第一，人工与自然的过渡与融合。云南的楼阁

建筑往往把自然纳入其中，成为楼阁建筑的一部分，

以寻求人工之美与自然之美的有机统一。如昆明西

山区罗汉山的三清阁。据民国年间袁嘉谷《游西山

记》记载，“品茗三清阁，阁，山之名胜也。吴梅村诗

‘碧鸡台榭乱云中，旧是梁王避暑宫。’宫即阁也。

明时为北庵诸迹之一”。三清阁位于太华山南面，

其罗汉山由北向南眺望，山形外廓酷似大肚弥勒。

三清阁九层十一阁道观建筑群，依地势造型，整座建

筑群层叠嵌缀于悬崖绝壁之上，绿树贴壁探海，亭阁

钩心斗角，雕梁画栋，上出重霄，下临无地，形成南北

庵上下两层壁危楼建筑群的“悬空”险境，道家神仙

的空中楼阁俨然眼前。其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

举首还多在上人”，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最好诠

释。又如云南勐海县曼短佛寺的哄坦（藏经楼）、景

洪市曼阁佛寺的鼓房（鼓楼）、景谷县迁糯佛寺（汉

名清佛寺）的山门等，都是建在寨边地位显要、自然

风景极佳之处，重视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四围的

竹枝树影更是平添了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氛围。再如

云南大理巍山彝族在巍宝山修建的玉皇阁、魁星阁、

斗姆阁、培鹤楼、天师楼等道观建筑。这些道观建筑

分布于前山和后山。前山叠嶂绵延，宫观掩于密林

之中；后山陡峭险峻，楼阁多榜山势显露于岩壁之

间。这种时藏时露的楼阁建筑布局完美地体现出道

家提倡的“道德自然”的观点。

第二，注重生态环境与人生经验的关系。云南

傣族、纳西族、彝族等楼阁建筑的基址都严格按照风

水理论的藏风纳气、阴阳运转、五行和谐来选择，开

门、朝向、高低、装饰有诸多凶吉的讲究，同时融合山

水走向、形态、大小远近以及地形、水文、植被等考

虑，不但重视生态环境的物理质量，而且注重对山形

水系审美价值的提升，将人生的福、禄、寿、喜、兴旺、

腾达等经验浸入楼阁建筑风格之中，体现出云南各

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领悟。如丽江福国寺的

五凤楼，沿山势建于寺内山门石阶之上，楼正面滨临

黑龙潭水，背面借黑龙潭北面的山峰之景，山水互相

映衬交错，完美融合为一体，真正应和了五凤楼匾额

“天光云影”的深邃意境。该楼中明、暗间格门上雕

牡丹、梅花、石榴等图案。牡丹祈“富贵有余”，梅花

祈“福”“禄”“财”“喜”五福。而楼顶天花板绘有太

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太极图”俗称

阴阳鱼，显示出纳西族重视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

宜与自然融合协调的环境意识；“飞天神王”喻指神

通广大、应有尽有、法力无边等含义；“龙凤呈祥”喻

指祥瑞、喜庆、高贵、华丽等意义，与汉族提倡的龙凤

文化内容不谋而合。

第三，楼阁建筑所用材料均取材于自然。如丽

江大研古城西南隅木府的忠义牌楼所用的汉白玉，

采自下虎跳峡金沙江边；楚雄禄丰黑井镇的贞孝总

坊（楼）建筑所用材料为当地的全红砂石。除此之

外，文山广南县的贞节石牌楼所用青石材，香格里拉

松赞林寺所用土料，丽江福国寺五凤楼所用木材等，

无一不是取材于自然。这些自然材料的采用，体现

了质朴、简约、天然的意蕴，暗含云南各民族与自然

相融契合的愿望和追求。

总之，云南各民族的楼阁建筑，彰显了其独特的

文化魅力，成为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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