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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国楼阁式古塔的历史演变作为研究起点，进一步探讨其形制特征在现代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创新

应用。通过分析楼阁式古塔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论述了其如何适应并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和

审美观念。同时，以郑州千玺广场和上海金茂大厦两个现代高层建筑为案例，展示了楼阁式古塔元素如

何与现代建筑相融合的设计理念，彰显了古塔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中的创新价值，以期为中国现代高层

建筑设计赋予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推动其向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创新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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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itiates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pagoda-style ancient towers, further 
exploring their form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high-rise 
buildings. By analyzing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pagoda-style ancient tower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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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elucidates how they adapt to and reflect the societal needs and aesthetic concepts of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aking Zhengzhou Qianxi Plaza and Shanghai Jinmao Tower as examples of mod-
ern high-rise building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integrating pagoda-style ancient 
tower elements with modern architecture, highlighting the innovative value of ancient tower archi-
tec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buildings. This is aimed at endowing modern high-rise building de-
sign with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lo-
calization and ethn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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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建筑景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新兴的中高层建筑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天际线。然而，在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许多设计师倾向于借

鉴和引入外来的设计元素和理念，导致部分国内城市和建筑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土原有的文化特

色和历史底蕴。 
近年来，以“中国风”为代表的设计风格在部分公共和商业建筑中已得到了一定的展现和应用，但

在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住宅建筑领域，其表现仍显不足。鉴于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日益增

长的人口压力，探索如何在中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更好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

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顾和分析楼阁式古塔的历史演变和设计特色，并探究其形制特征在现代高层建筑设计

应用的可能性。以期通过挖掘楼阁式古塔建筑独特的设计元素和文化价值，为推动中国现代高层建筑设

计在尊重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发展。 

2. 古塔建筑概述 

2.1. 佛塔建筑的缘起 

塔，是中国佛塔建筑的简称，也称为浮屠。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梵文中，佛

塔被命名为“Stupa”(窣堵坡)，中文译为“墓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佛塔建筑也逐渐在

中国扎根，并且演变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风格和形式。它不仅在物质层面丰富了中国的建筑艺术，也

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符号[1]。 
最初，这种建筑形式主要是作为佛教圣地，用于保存和供奉佛陀的舍利(遗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功能和形式逐渐得到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发展，如被用作纪念和供奉高僧，以及其他宗教圣物的场所

[2]。 

2.2. 佛塔建的发展 

佛塔在初入中国时，其外观仍保有明显的印度建筑风格，并作为佛教的象征而存在。尽管它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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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历史和文化的中介器，引入了新颖的建筑风格和形式，但其未能改变中国深厚的内核价值体系，功用

也仅局限于佛教文化的仪式和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建筑师和工匠们开始致力于将佛塔与中国传

统建筑风格相结合，打造出既能显现佛教氛围又富有中华文化韵味的塔式建筑。这样的创新不仅表现在

外观和结构布局上，更通过使用各种建筑材料和装饰艺术，丰富了塔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例如，从两汉时期开始，建筑工匠们就尝试将印度的窣堵坡建筑与中国的楼阁式建筑相融合，探索

新的建筑形式和表达方式。到了南北朝时期，塔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除了作为佛教

的标志外，还涌现了许多具有世俗功能的塔，如补全风水的风水塔、指导航向的灯塔和观察敌情的瞭望

塔等，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功能性[3]。 

2.3. 佛塔建筑的演变 

中国古塔建筑历经数代的演变，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变化特征。从塔的平面形状上看，包括四方形

塔、六角形塔、八角形塔和圆形塔等不同类型，其中在唐代及之前，方形塔是最为常见的形式，而到了

辽宋时期，多边形塔则逐渐成为主流[4]。从塔的层数来看，有单层塔和多层塔之分，单层塔通常结构简

单，用途也相对单一，而多层塔则在造型和功能上有更多的变化和拓展，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从建筑材料上来分析，古塔可以分为木塔、石塔和砖塔等，不同材料的选择使得塔的外观和整体感觉都

有所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使用情况。从形制上来看，古塔有楼阁式、密

檐式、亭阁式、覆钵式、花塔和金刚宝座式等不同的设计形式，这些丰富的形制，不仅彰显了中国古塔

建筑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证明了古代中国建筑师和工匠们在塔的设计和建造中所展现出的非凡智

慧与才华。 

3. 楼阁式塔的历史演变 

楼阁式塔，作为中国古塔建筑的一种独特形式，源于古代楼阁建筑与印度佛塔(窣堵坡)的精妙结合。

其名称和结构深受传统楼阁建筑的影响。丰富的建筑立面自下而上由塔基、塔身、塔檐和塔刹四部分组

合而成，其典型特征是：“下为重楼，上累金盘”。在中华古建筑的宏伟画卷里，楼阁式塔以其历史悠

久、分布广泛和高大挺拔的特点而显著，是中华古塔建筑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木构

建筑的精髓，更将佛教建筑的神圣气息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庄严的塔类建筑艺术形式。 

3.1. 古拙时期的发展特征 

楼阁式塔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在当时，中国的建筑

师和工匠就有将佛塔与传统楼阁建筑相结合的尝试。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外形和结构设计中，如“上悬

铜串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在多层的楼阁顶上加上一个有九层相轮的塔刹，展示了印度佛教建筑元

素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融合。这应是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表明了早期的楼阁式塔的设计思路和形

态特点。 
在魏晋时期，尽管战乱和社会动荡给楼阁式塔的建设带来了影响，但它仍然展现出一定的发展势头。

此时的楼阁式塔，在设计和建造上已形成初步的体系和规范，如史书《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凡宫

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 1 级至 3、5、7、9 级”，“天竺旧状”指的就是印度的窣堵波，“重

构之”即为多层木构楼阁，木楼阁顶上放窣堵波，就是那时塔的基本形式[5]。这一时期楼阁式塔的建造

方式及建筑形象与汉代相似，木构楼阁塔盛行，但在建筑规模等方面远较汉代宏伟。总之，汉至魏晋时

期的楼阁式塔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创新，为楼阁式塔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楼阁式塔因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繁荣而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这一时期的楼阁

式塔不仅数量有显著增加，其形式、功能和结构也呈现出更多创新，内部空间和功能布局也变得更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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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人性化。例如，除了传统的宗教功能外，塔的内部开始设置楼梯，方便人们上下，楼阁式塔也开始

充当景观建筑，供人们登高望远。此外，隋唐时期的技术进步也推动了楼阁式塔从木结构向砖石结构转

变。新建筑材料的使用不仅增强了塔的稳定性，也延长了其使用寿命。然而，虽然这些塔在材质上已发

生完全的改变，但其主要形制特征仍是仿木结构楼阁建筑。 

3.2. 繁复时期的发展特征 

辽宋时期在梁思成先生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被划分为古塔建筑的繁复时期。在这一时期，楼阁

式塔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辽宋时期楼阁式塔建筑较唐代在审美特征和

艺术表现上都有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塔的造型设计上更为丰富和多元。 
例如，在平面形式上，楼阁式塔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形设计，开始由方形塔转变为六边形、八边形

等多边形塔。这种变化不仅使得楼阁式塔在视觉上更为优雅，也丰富了塔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应用，提高

了其实用性；在审美特征上，辽宋时期的楼阁式塔在继承唐代基础上，展现出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特别

是在雕刻装饰和仿木工艺方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发展阶段，这些细致和精美的装饰，使得楼阁式塔的

整体设计更为精致，更加强调形式美的追求，展示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艺术表现力[6]。 

3.3. 杂变时期的发展特征 

元明清时期是古塔建筑发展的杂变时期。与辽宋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楼阁式古塔在材料使用和结

构技术方面并没有显著的突破和创新。形制上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来自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新兴宗

教派别的影响，如喇嘛教和密宗等。 
进入元明清时期，社会和宗教的变革为楼阁式古塔的形式和结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元代随着

喇嘛教的东传和广泛传播，楼阁式古塔在形式上受到了藏式塔的影响，更多地展现出了宗教的多样性。

而明清两代，在保持其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材料的丰富，古塔的建造技巧和装饰手法

也有了一些新的尝试和创新。总之，元明清时期楼阁式塔的变革，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革，更多地是

它所承载的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技术发展的综合性变革。 

4. 楼阁式古塔形制的现代演绎 

楼阁式古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然而，当前

关于楼阁式古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结构分析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探讨，而相对较少探究其如何与现代建

筑设计相结合，使其元素特征在现代建筑中得以传承和发展。本章旨在通过案例分析，以郑州千玺广场

和上海金茂大厦为例，探讨楼阁式古塔形制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和演绎。 

4.1. 案例分析 1：郑州千玺广场 

郑州市绿地中心千玺广场是一座集历史、文化和现代特色于一体的标志性建筑(见图 1)，屹立于郑东

新区城市核心区的中轴线上，被会展中心、河南艺术中心和如意湖环绕。因其独特的外形酷似玉米棒，

人们常以郑州“大玉米”来称呼这幢高耸入云的建筑。实际上，这幢被誉为“中原第一高楼”的建筑，

名为千禧广场，不仅是郑州的地标性建筑，也承载着丰富功能，包括办公空间、五星级酒店、观光展览、

会议及配套商业等。该建筑设计之初，就显露出强烈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情怀。具体来说，设计师在方案

设计中着重强调了对中国古塔建筑元素的继承和发扬，融入了中国古塔的建筑意象，特别是从中国现存

最古老的砖塔——河南登封嵩岳寺塔中汲取灵感，以其作为设计的参考蓝本，成功将其形制与现代建筑

设计相结合，赋予了千玺广场独特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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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al picture of Qianxi Square in Zhengzhou 
图 1. 郑州千玺广场实景图① 

 
总之，郑州市千玺广场的设计和建造，不仅仅是对传统楼阁式塔形制的现代演绎和创新尝试，更展

现了一种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设计思路。丰富了城市建筑风貌的同时，也为现代高层建筑

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示，揭示了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和魅力。 

4.2. 案例分析 2：上海金茂大厦 

上海金茂大厦(见图 2)，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是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代表性地标

之一，以 420.5 米的总高度和 88 层的主楼显著于上海的天际线，成为上海城市风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壮丽的外表和建筑技术的成就，金茂大厦设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灵感来源也同样值得关注。

在设计过程中，SOM 公司的设计师为了在建筑中融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元素，深入研究和考察了中国各地

的著名古塔，如西安的大雁塔、大理的崇圣寺三塔和苏州的虎丘塔等，试图从中吸取灵感。通过这种方

式，成功地在金茂大厦的设计中融入了中国传统古塔的形制元素和文化内涵。 
 

 
Figure 2. Real picture of Shanghai Jinmao Tower 
图 2. 上海金茂大厦实景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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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金茂大厦的设计理念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更是一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它

不仅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更是一座富含中国文化气息和历史底蕴的艺术杰作。 

5. 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楼阁式古塔的历史演进，详细探讨了其从起源到发展和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并通过具

体案例分析了其形制特征在现代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和创新。研究揭示了楼阁式古塔设计和结构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演变，以适应不同社会背景下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情景。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高

层建筑的工艺水平和文化特色，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古代人对高空的向往和探索。同时，本文还通过

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示了楼阁式古塔如何在现代高层建筑设计中起到灵感源泉的作用，成为联接过去

与现代的重要桥梁。这不仅推动了传统建筑美学与现代建筑科技的融合，也为中国现代高层建筑设计的

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思考和启示。然而，本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例如研究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关注

于楼阁式塔形制在现代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楼阁

式塔的结构，技术和装饰等多方面特征的应用研究，以期能更加全面地为中国现代高层建筑设计的丰富

性和多元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空间。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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