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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 琳 恩

传承千年，向应县木塔致敬———

    与意大利比萨斜塔、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

并称“世界三大奇塔”的应县木塔，是中国乃至
世界现存最古老、最宏大的木结构塔式建筑。

应县木塔高达 67.31米，塔身呈五层六檐，平
面为八边形。整座木塔由 54种斗拱铆榫垒叠

而成，无一颗铁钉，屹立近千年岿然不动，被建
筑大师梁思成誉为“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

古人尚木，其精巧的木构技艺不输当今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钢结构技术，因此对传统木
构技艺的传承、对木结构建筑文化的发扬，在

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应县木塔亟
待修缮。专业机构已向媒体表示，他们力争在 3

年内提出减缓倾斜的措施；另一方面，有识之士
也在以传统木构技艺重建高塔，以实践复兴来

向“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致敬。
上海宝山寺的设计营造团队，15年来，

围绕传统营造技艺的发掘、研发，以科学严
谨的设计，极具探索性地再造，实践了对中

国传统木构营造技艺的传承。在近期上海市
政府公布的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中，传统木
结构技艺暨宝山寺木结构营造技艺入选扩

展项目名录。
传统木构高塔在国际设计之都上海再

度复兴，令人雀跃。事实上，在全球各地，木
结构建筑仍呈旺盛的生命力。不同的木结构

建筑至今仍在诠释源于自然、融于自然及
“建筑是人类需求与自然力量平衡的产物”

的营造理念。

为“凝固的诗”精工细作
独特的取材、巧妙的结构和别具风格的

造型艺术，让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拥有“凝

固的诗，立体的画”的美誉。作为世界木结构
建筑的典范，应县木塔蕴藏了许多建筑史上

的不解之谜。而隐藏在每一个榫眼之后的，
是设计者和工匠在营造过程中对建筑所花

费的心血。如今，宝山寺祗园金塔建筑的设
计和营造者们也同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

身心之力。
祇园所在的宝山寺位于上海宝山区罗

店镇练祁河畔，东起罗溪路，西近塘西街。从
2005年移地重建至今的 15年时间，设计、营

造团队始终秉持对中国传统木构营建技艺
的传承之心，在布局、形制、风格、做法上均

以唐宋法式来营造传统寺院。
整个寺院建设分为二期，一期工程的唐

式传统木结构建筑群已于 2010 年竣工验
收。因其传统木结构建筑以纯朴的建筑语言

再现了中国 9、10 世纪蔚为大观的唐宋风
致，宝山寺唐式传统木结构建筑荣获上海市

建筑“白玉兰奖”、全国建筑“鲁班奖”。
二期的唐式园林，正是祇园。而袛园金

塔则是近年来少见的 7 层木构唐风楼阁式
高塔。因建筑所有木构件均采用榫卯连接，

被业内称为是一座向应县木塔致敬的仿古
木构建筑。金塔按照中国盛唐时期木构佛塔

建筑风格，于 2016年正式开建。

因传统木构高塔的建造技艺要求极高，

大量的筹备工作在开建前 3年就已经紧锣密

鼓地展开。2013年 8?，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设立研究课题“传统阁楼式高层纯木结

构塔设计及施工研究”，牵头六方团队，共同
探讨宝山袛园金塔实际建造的可行性。各类

研究、计算、实体结构模拟就此展开。

唐宋技艺描绘文化的美
“这里用到的所有材料，都是根据一千

年前宋朝李诫修撰的《营造法式》来选定的。
空间布局、树木栽植、用料尺寸，都依据原样

进行复原。”根据宝山寺工作人员介绍，为了
竭力打造出能体验历史风景的建筑，仅在宝

山寺的建筑的选材上，团队就千寻百觅，精挑
细选。

为了重现唐韵建筑的大气之风，根据规

划格局，他们制定了严苛的等级材分，并在南
京林业大学的相关论证勘验后，选定非洲红

花梨为最终用材。
在祇园入口，人们可以看到一座“缩?

版”的金塔原型。这是在缺乏准确参考数据的
情况下，由设计团队制作的实体抗震模型。这

个“缩?版”的模型是金塔的 1/5大，2015年
在同济大学顺利通过抗震测试，为金塔建造

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除了抗震模拟之外，设计团队还需面对

金塔木结构构件多、种类复杂的难题，因此，
自项目启动时，专业的 BIM团队便已介入到

设计工作之中。高效、严谨的数字化建筑设计
技术让整个项目有了科学营造的“主心骨”。

彼时，为了弄清木构建筑的种种难点，设
计团队奔赴日本及国内的山西考察学习。在

日本，他们走访了 3个城市，18处古迹，13座
古塔。日本古塔多为三重塔、五重塔，而金塔

是七层塔，因而设计和建造难度更高。设计团
队在借鉴他山之石的基础上，对金塔木斗拱

及榫卯节点进行了结构计算，对竖向承载、横
向抗风及抗震性能进行了反复验算。

为了优化结构性能，设计团队费劲心思。
设计团队本将打算将内筒 4根金柱从上到下

做通天设置，并未随外檐柱一起设立退进关系。

然而，这一设计，却造成了外檐柱层层退进收

分，外檐柱铺作梁枋组件与内筒柱子偏心情况。

“外檐柱每层都退进，内筒柱子也需层层
退进，但是内筒柱子是结构根本，不能断为每

层一根，”办法总比问题多，经过多次研究比
较，几经周折，设计团队想出让柱子“侧角”的

办法，设立斜柱。4根从顶层至底层呈斜线笔
直贯通的斜柱采用木柱拼接手法。拼接采用

营造法式中拼合柱与现代工程技术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该举措有效保证了内筒结构的刚
度。而拼接完后侧角产生一个约 1.59%的斜

率值，与常规柱侧角 1.5%的斜率不谋而合，
这在最大限度保证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基础

上，解决了结构安全性的问题。
营造团队的匠人们，还以制作“?木”的

家具的精细手法，来营造整个“大木”的建筑。
用宝山寺大和尚的话来说，整个工匠班底，都

是在 15年的实际营造中打磨炼就出来的。时
间造就了金塔的建筑之美，也培养出了一班

炉火纯青的工匠。
在宝山寺的木结构建筑中，处处可见弧

形的描法、细节的刻画，精确至十分之一毫米
的精工臻作，将上海北翼这一方土地的历史、

风土人情以及生活方式，融于设计之中，描绘
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里的美，形成了一道与

古为新的人文景观带。

尊古尚木承载城市品格
中国古人尚木。从秦汉到明清，古人将木

材技术发挥到极致，“耸大厦之奇杰，势将顿
而复飞”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中国传统木

构建筑的榫卯技艺也在不断更替发展，至今
已有一百多种结合方式。

尽管木构建筑在现代建设活动中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文化影
响力。在全球各地仍有其独特的地位。

20世纪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
一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海边度假?屋，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日本著
名建筑师隈研吾就常年探究木结构美学，在

东京设计了 5大建筑作品，成为现代木结构
建筑的典范之作；不少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也

是木建筑的忠实拥趸，如倡导“让建筑成为自
然的一部分”的新生代建筑师原田真宏，就偏

好木结构建筑，他以激进的手法，设计建造了
“XXXX?屋”“树屋”，其新颖的木构技艺赢

得业内的认可。
近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举办

了一场名为“机器人建造 X木结构”的主题讲
座。现场，AA建筑学院大师课程负责人马丁·

塞尔夫与木材制造商、设计公司创始人共同研
讨了 BIM技术下木结构建筑规划和生产，建筑

师们对木结构建筑的设计仍情有独钟。
宝山寺唐式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匠心营

造，获得了多方肯定。该项目不仅被评为上海
市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还在积极争取“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

越的城市品格不仅体现在繁华都市里，也在

一方巍巍壮阔的传统营造之中。

近期，有消息传出，古建瑰宝山西应

县木塔，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局部楼层倾

斜、扭曲的状态，人们期待的修缮方案却

“难产”了近30年。令人心疼的现状，让

应县木塔再度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上海宝山寺内，新近落成的一座 7

层木构唐风楼阁式高塔被业内称为是一

座向应县木塔致敬的仿古木构建筑，这

座与古为新的人文之塔建造过程解决了

哪些难题，对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

意义何在？ ———编者

■ 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宝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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