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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以新加坡为例说明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佛教建筑是

表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加坡的佛教建筑尤其反映其传承与革新的

表现。新加坡佛教建筑的现代化明显地表现为建筑型制的现代化与建筑的多元功能等方

面．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关奠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传承与发展新加坡佛教建筑

Abstn口ct This articIe desc r．be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IoDment of the

Ch．nese traditionaI arch计ectUraI cu什ure．n Singapore．As an important part to

re剃ect Chinese traditionaI architecture，the Buddhist arch计ecture，especiaIly

in Sinqopore，ref|ects its continuation and deveIopment．The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t arch计ecture in Singapore distinctIy shows the modernlzation of

arch计ecturaI form and the pluralistic functions，etc，which makes Chinese

troditionaI arch计ecturaI Cu什ure get anew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I architecturaI cuIture，COntinuation and

deveIopment，Singapore Buddhist a忙h计ectu怜 图1 新加坡地图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在中国得

到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周边国家和海外，其中，新

加坡佛教建筑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它既传承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型制，又在新的环境下有所拓展和革

新，对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

示。

邮 编 210096

收稿日期 2008 01 14

1新加坡概况

1．1新加坡的社会背景

历史上最早有关新加坡的记载是在公元3世

纪。当时中国把新加坡称为蒲罗中，意思是“半岛

尾端的岛屿”。后来由于海上航行经过此地频繁，

人们便称之为淡马锡(Temasek)，意思是“海

城”。

在14世纪，这个小岛获得了一个新名字——新

加坡拉(Singa Pura)，即狮子城(Lion City)，

这是由于一个传说而得的名称，据说是一位王子上

岸时看见一头狮子而得名。

19世纪时，英国人莱佛±爵士在1819年1月登

陆新加坡，决定在此建设成贸易基地，得到当地酋

长允许后，便成了新加坡现代史的开端。侣24年新

加坡被割让给了英国，1832年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

政中心。

新加坡的发展大量依靠移民，其中有马来人、

印度人和华人。1931年人口已超过50万人。1942

年被日本人占领，战后，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

当时(1945年)人口已接近100万，其中华人占

78％。1958年新加坡由殖民地改为自治邦。1961

年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1965年8月9日脱

离马来西亚获得独立，成为新加坡国(图1)。

新加坡气候属热带岛国。总面积约685．4平

方公里，由新加坡岛和60个小岛组成。这里气温

高，雨水多。现在人口约402万，其中76．5％是

华人，13．8％是马来人，8．1％是印度人，1．6％

是其他民族。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佛教徒占42．5％，道

教徒占8．5％，伊斯兰教徒占14．9％，天主教徒和基

督教徒占14．6％，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占O．6％，无宗

教信仰者占14．8％。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信徒约

占一半。

在新加坡，佛、道、儒三教和谐共处，甚至融

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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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新加坡天福宫平面(1842年)

图4天福宫外檐雕刻

1．2新加坡佛教建筑的渊源

新加坡至18世纪中叶，大量华人涌入，所传入

的宗教信仰才是新加坡佛教发展之根源。而随之南

来高僧陆续在马来地区建立道场，弘法于星洲，曾

推动新加坡佛教的发展。佛教建筑不仅作为信徒拜

佛求神之地和高僧弘法的道场，更是作为一种情感

上的认同。成为当地移民聚集的场所。

早期新加坡移民大都来自中国闽粤沿海一带的

乡村，他们的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就形成了新加坡

早期的宗教信仰之端倪。而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以及

移民的这一特性赋予了新加坡早期宗教建筑独特的

功能和含义。早期的宗教建筑不仅仅是信徒拜神祭

祀的地方。同时也是当地的社区活动中心，并成为

教导居民社会道德的场所。所以新加坡佛教建筑一

登场就表现出它的多元化的功能和世俗性的倾向。

新加坡的佛教主要是受北传中国汉地佛教的影响。

圉3天福宫外观

2新加坡佛教建筑的形成与特征

2．1新加坡佛教建筑的形成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新加坡华裔的祖先大都来自闽粤沿海一带的

乡村。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安家落户，形成一个社

区。他们都没有忘记把故乡的神祗请来，并且建立

和故乡相同的宗祠和庙宇，普遍形成一种有神像即

可烧香、叩头、求平安的信仰。因此形成了“满岛

皆是庙宇。遍地都有神像”的局面。至于拜的是

神还是佛，是分不清的。但他们大都要供奉“妈

祖”，像征水神；供奉“观音”，像征平安，甚至

往往是供奉在一个庙宇的二座殿堂内，其实是把道

教和佛教信仰混合崇拜。

早期的庙宇往往同会馆建造在一起，共同作为

当地的社区中心，而一些寺庙本身即是会馆。在新

加坡具有这种双重功能的著名实例就是天福宫，建于

1842年，是新加坡最早的寺庙建筑之一(图2～4)，

寺庙最主要的捐赠来自闽南方言的商人。天福官主

要供奉妈祖，但也包含一些佛教的成分，表现是供

奉观音菩萨。它一直都是中国社区宗教的场所，

其一切重点就在于它的中国特征。所有的建造材料

图5新加坡双林寺初期平面(1∞8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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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双林寺现状鸟瞰

都是从中国运来，妈祖的雕像也是。很明显，早期

的中国寺庙是与地缘组织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对中

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

得他们甚至不辞辛劳从中国运来材料建造和布置寺

庙。

可以看出早期的寺庙建筑不仅仅是为宗教生活

而建，也是维系移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当地的会馆

组织在此聚集，共同讨论自己组织的社会或经济问

题，这些问题大都由会馆的领导人来参与决定。许

多华族有钱的商人更是捐资来建造寺庙，一是为了

感谢神给他们带来好运，二是为了显示他们的领导

气慨，树立并扩大自己在同族中的威信。侣90年，

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了华人咨询委员会，其成员由

来自不同方言的代表组成，每个会馆的代表人数由

其代表群体的规模人数决定。福建和广东移民是最

活跃的代表，福建移民也是最活跃的建造者。自

侣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目前已建有佛、道寺庙有

264座左右，以佛教为主的寺庙约有2／3以上。

2．2新加坡早期佛教建筑的类型

早期寺庙建筑按组织划分，可分为两类，即公

共寺庙和私有寺庙。公共寺庙是供公众拜祭的大庙

宇，私有寺庙是供公会、帮派、协会或素食群体沉

思冥想的地方。大部分新加坡的寺庙是私有的，他

们的建筑通过平面和建筑物的尺度大小反映。新加

坡的大部分佛教寺庙都由和尚来管理。而混合寺庙

是由委任的信托人和个人来管理的。然而有时，混

合寺庙是由那些信徒所捐赠或贡献的组织来管理，

按月付租给那些拥有寺庙的协会或组织。

早期私有寺庙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D按照传

统宗教信仰而建立的庙宇：华人不论在任何地方定

居，都会保留着传统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在传

统的日常生活中，庙宇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日

常生活可以说是分不开的。在早期，庙宇不仅是华

人精神寄托之地，也是维系故乡同族的集合地与娱

乐场所。不论是哪一地方的华人，到了异地定居之

后，无不合力捐资建立他们的寺庙，以供奉他们自

己的神祗。有些甚至还采用故乡庙宇的名称，以作

为他们在异国他邦感受故土神灵的信念。如凤山寺

乃福建南安人为纪念故土广泽尊王而建立，佛寺中

转道法师兴建之普陀寺乃补陀洛伽之别称。转武法

师兴建之龙山寺亦依福建安海之龙山寺而建，因其

早年曾任该寺住持之故；(蓼以宗祠为庙：建立宗祠

是华人传统习俗，它富有儒家崇敬祖先的思想。中

国人各籍贯各姓氏都建有他们自己的会馆，并且成

为宗亲安放奉祀祖先牌位的宗祠。这种传统随移民

图7佛教居士林(1951年)

亦传入了南洋岛国。如新加坡的保赤宫、天福宫均

是显著的实例。原本入祠进香者，只限于同姓或会

员，后来因为经费问题以及宗祠宗旨改变，其性质

与作用变成跟平常的庙宇没有分别。因而，今日的

新加坡许多宗祠都奉祀着三教的神像。

在对现有新加坡佛教建筑的考察中，可以看

出在大部分早期佛寺的奉祀中，多为三教合一的信

仰，就新加坡庙宇所主祀及陪祀，或以佛像为断定

根据，可以将现有的新加坡佛教建筑分为以下三

类：

(1)佛教寺庙

纯正汉地佛教的代表是莲山双林寺(图5—6)，

光明山的普觉寺(图8—10)。这类的佛寺所供奉

的佛像大体都相同，即前殿供有四大天王，弥勒

佛，观世音菩萨。后殿，又称大雄宝殿，常供有阿

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另在左右偏殿，大

多辟为地藏殿及观音殿。有些佛寺在左右偏殿设祖

师殿。大雄宝殿释迦佛的两边主要有阿难和伽叶两

弟子。大殿两侧还有十八罗汉。

(2)佛、道混合的寺庙

这类寺庙又可细分成二种。一种是由纯佛寺

演变而成的，这类佛寺或供奉释迦牟尼，或观音

菩萨。如普陀寺本供奉观音，然两旁各种神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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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总体布局

(始建于1952)

爷、齐天大圣等杂神众多。龙山寺早期三教色彩甚

浓，寺中除供奉观音，亦在殿旁设有注生娘娘，孔

子等塑像。另一种则是道教类，但为吸引香客又

奉祀观音。如新加坡仰光路济德观音堂(1949年

建)，堂内正殿主祀瑶池金母，而在左右奉有千

手千眼观音，地藏菩萨及李铁拐神像。新加坡的

善堂多数是佛道混合。四马路观音堂即是最明显的

实例。上述普陀寺、龙山寺创立者皆来自佛、道盛

行的闽粤沿海。由于闽省的佛寺早巳混合了道教。

图9普觉禅寺大雄宝殿(1990年I

故而移民南来时，这些观念也随着而来。这种佛、

道混合的佛寺多是闽籍人士创造，信仰者亦多闽粤

人o

l 3)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的寺庙

据调查，这种供奉三教的庙宇在新加坡只有五

处：即天福宫、梧槽大伯官，万寿山成堂。龙南殿

及南海官。而真正以供奉孔子为主的只有南洋圣教

总会。纯道教的则有粤海清庙及都城隍庙等。

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而且各种族

信仰自由，但绝大部分的宗教建筑仍是中国庙宇，

因为当时几乎整个人口的80％都是华人。而建造中

国型制的寺庙更多的是一种民族认同感的体现。这

种采用中国形制的寺庙建筑成为以后新加坡佛教建

筑发展的胚胎。

2．3新加坡早期佛教建筑的特征

新加坡早期的寺庙不仅仅有拜佛功能，还具有

一些社会职责，如教育，交流等等，许多寺庙建筑

与会馆密不可分，有的甚至二者皆为一幢建筑，共

同担负着本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各方

面的生活管理，这就使新加坡早期的寺庙在最初就

赋有强烈的世俗功能。有时它可以与人们的宗教信

仰无关，但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却密切联系在一起，

同时也是维系同族移民团结的象征性场所。新加坡

早期的“佛教建筑”与其称为佛寺，不如称其为寺

庙更为贴切。这些早期寺庙的特点是：

I 1)多教合一

这是由福建移民带入的。许多寺庙都供奉更多

的神以寻求更好的庇护。早期的福建移民混沌的宗

教信仰也决定了新加坡早期的多教合一的信仰：

(2)世俗功能

考虑到中国宗教文化的方方面面的普遍性，新

加坡较老的寺庙都具有综合性，例如道教或佛教，

还经常有儒教成分夹杂其中。在19世纪的新加坡

I华中建筑 HUAZHoNGARcH吒印啵 2，2嘲簸倦

这样高度流动的社会和经济竞争强烈的城市中，使

华人情感上稳定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一种民族性的

文化和宗教观，这些华人寺庙——而不一定是在特

定的佛教寺庙中——却可以表现出这种特性。许多

寺庙集会馆、活动中心于一体，共同解决其移民组

织的内部社会事务，而有的寺庙更是办有学校和医

院，给移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3)闽南风格

早期新加坡华人寺庙多采用中国传统寺庙布局

并具有福建一带的地域特色，这主要是因为早期移

民多源于中国福建一带，他们将这种建筑风格带入

新加坡。然而，随着华人的聚集和社会的动荡，这

种从无意识的传入逐渐演变为刻意的表现与推广，

这种表现反映出华人移民想创造出一种对民族情感

认同的场所。对19世纪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来说，

组成民族性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变成了道德上的自

信，而这些文化和宗教观在华人寺庙的构造和布置

中得到了体现。

3 新加坡佛教建筑的现代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乘佛教在新加坡发展

缓慢，尤其是无法吸引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这

项发现主要基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调查。佛

教的发展与社会阶层有关，同样也与增长的社会流

动性有关，大乘佛教在新加坡的年轻华人之中逐渐

丧失了其魅力，这就促使新加坡的佛教要走现代化

发展的道路。

首先，语言是佛教在年轻人中发展的主要障

碍。佛教最初在华人中的发展，是基于同一方言基

础上。那些闽粤后人仍保留着对一些佛教用语的方

言称谓。而新加坡的年轻人自小就接受英语背景的

教育，这就使佛教在年轻人的宣传中存在着很大的

障碍。其次，新加坡国际化进程使更多的西方文化

圈10普觉禅寺宏船纪念堂(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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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社会中，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是华人树立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一面旗帜。佛教

日益担负起教化大众、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职责，

因此使佛教逐渐面向大众，走向世俗化。同时，由

于受到天主教与基督教教堂型制的影响，以及由于

改良佛教与协会佛教的出现，也催生了佛教居士林与

佛教图书馆、佛教联谊会等组织的产生，都为佛教寺

院与其他佛教建筑形制的革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1新加坡佛教建筑形制的现代化

(1)新加坡佛教建筑空间布局的转变——逐

渐由水平到垂直，由分散到集中。

早期寺庙皆为低层，一般为一、二层。受中国

南部寺院的影响，早期寺庙空间布局有着共同的特

征：即封闭的院墙围合：轴线：庭院组织空间。较

大的寺院有2—3进合院，如双林寺；小的则为一进

合院，如天福官。一般皆为南北轴线布置，拜佛进

香。随着佛教建筑的世俗化发展，最后演化至一幢

建筑，将其各种功能纳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佛教

居士林(图7)。空间在布局上由平面铺开向垂直

方向发展。

早期寺庙空间以大殿为主，轴线分散布局，而

现在新的佛教建筑空间日益出现集中化现象。这种

现象不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佛教徒的需要，而

更加体现出了佛教大殿由拜佛修行向传道说教的转

变。改良佛教关注佛教哲学，提倡道德教育，以教

化大众为职责，早已超越了早期单纯的神灵崇拜，

大殿空间则随之大型化与多层化，有的大殿不仅供

奉神像，还设置讲坛。而且在室内装修方面更加考

虑聆听佛法的佛教徒的视觉及听觉方面的效果。现

在大殿完全是集拜佛、修行、讲坛于一体，成为明

显实效的多功能厅。这种形式完全是新型的，很好

地体现出改良佛教以说教为中心的实用性性格。

早期寺庙拜佛皆由长边进，这是由其群体布局

决定的，而在新加坡现在的佛教建筑中越来越多的

大殿将入口置于大堂的“短边”。新加坡佛教信徒

日益增多，加之合院建筑在这样土地资源贫乏的国

家的布置很不适宜。为解决众多信徒拜佛的问题，

许多大殿将大佛布置在大堂入口对面的短边一侧，

充分利用长边空间，增大了信徒拜佛参禅的面积。

而这种空间格局也是现在新加坡佛教建筑空间发展

的趋势。

(2)新加坡佛教建筑外部形态的演化——由

繁琐到简约。由复古到现代

闽南建筑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精美细致的雕刻，自

从佛教传入新加坡后，新加坡的早期寺庙建筑——_如

闽南建筑，极尽繁华之能事，但这些装饰在新加坡这

样务实的国度中显的奢靡且不实际，它们花费极高又

不利于维修。现代材科的使用也不适宜于这些华丽的

装饰，更多的佛教建筑逐渐除却了这些装饰，仅采用

一些简单的象征符号饰于立面。表明与中国或佛教有

关。佛教徒已不再过多关注佛教建筑的外部形象，而

是关注佛教本身，这种现象也是新加坡佛教建筑实用

性、逐渐走向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新加坡佛教建筑潜在性格的转变——由

内在到外向，由封闭到开放

在中国。从城市到官殿，从寺庙到住宅皆用封

闭的院墙围合成合院。早期新加坡寺庙因是由中国

闽粤一带移民传入，也都是合院建筑，呈现出一种

内敛的性格。国际化的进程使独立的新加坡逐渐走

向开放，世俗化的佛教建筑也逐渐走向国际化，佛

教建筑逐渐摆脱了合院的形制，以敞开的形式来适

应改良佛教的需要，佛教建筑已不再是庭院深深，

而是和普通的写字楼一样位于市区和道路旁，迎接

各路信徒。同时，许多佛教组织也举办各种慈善活

动提供各种社会福利，这种举措也使佛教建筑的性

格由内敛型向开放型转变。

现代佛教建筑的转型不仅在于它的外观形体

上，而更多的在于其内在的、实际的性格上。如果

说新加坡传统的华人庙宇，最初是作为对神灵的崇

拜与寻求庇护，那么现在的佛教建筑可以说是面对

大众，服务于大众，广泛宣传道德标准的一所现代

化的公共建筑：如果说早期的华人庙宇还是维系华

人移民之间的团结，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那么现

在的佛教建筑便是面对挑战，积极宣扬佛法，逐渐

走向国际化的一种表达。

3．2新加坡现代佛教建筑的多元功能

随着新加坡佛教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许多佛教

建筑已日益呈现出多元功能，摈弃了传统仅仅是烧

香拜佛的单一模式，使佛教建筑的社会功能、福利

功能与信仰功能融为一体，体现了现代化社会的民

众需要，具体表现为下：

①象征功能 新加坡早期的中国式佛教寺

庙，对于华人移民来说正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轴

线布局，繁琐装饰，都是一种视觉上的象征。现代

佛教建筑相对于寺庙，更加强调一种内在意义上的

象征，外在形象只是一种写意的表达，如光明山宏

船纪念堂出挑深远的大屋顶，不同于威严壮观的传

统寺庙，而是采用现代材料与手法，创造出贴近现

实，具有亲切感的形象。

②实用功能 现代佛教建筑的使用功能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1．总体布局的实用：现代佛教建

筑一般是依据功能分层而设，竖向发展，这种布局

对新加坡这个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家来说，极为

重要。2．外部空间的实用：竖向的总体布局保证了

足够的外部空间，现代佛教建筑已不是封闭内敛，

而有更多的外部空间供佛教徒自由出入活动。而且

确保充分的外部空间，特别是现代生活中所必需的

停车场空间。如光明山所建的停车场即是一例，以

满足前来听法的佛教徒的交通停车问题。福海禅寺

充分利用新建佛教建筑的地下室空间，将其作为停

车场。3．大殿空间的实用：现代大殿一般是多功能

的大殿，集拜佛、讲道、修行于一体，大空间的设

置则更多突出了改良佛教的实用性性格。

③社会功能 现代的佛寺不仅注重个人的修

行。更加广泛地关注社会。有些寺庙根据自己的特

点。提供有益于当地居民的福利设施与活动，如敬

老院、托儿所的设置，免费提供素食，开展医疗服

务，并定期举行慈善活动，有些佛寺还开放图书阅

览室，提供佛教书籍以供佛教徒自由地阅读。现代

佛教建筑逐渐社区化、亲切化，成为最基层社区活

动中心。只有为社会所用的佛教建筑才为大众所接

受。对比象征功能，现代佛教建筑更强调实用功能

及社会功能，现代佛教更加突出拜佛、教育、服

务、交流等综合的社会功能。

结语

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时代的需要，是

大势所趋，从新加坡佛教建筑的发展历程中，我们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①继承传统理念，发扬民族文化特点是新加

坡佛教建筑的主要宗旨，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要使

建筑传统文化逐渐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

②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适应各类人

群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需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

施，是新加坡佛教建筑发展的主要手段。因此除了

佛寺之外，许多佛教图书馆、托儿所、敬老院、居

士林、医疗所等设施都应运而生，以增加社会上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

③采用现代的方法来表达传统建筑的功能是

继承与发展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有限的土地上采用

多层建筑布局来适应膜拜、禅堂、讲法、内务等方

面的需要：利用大空间纵向布置，留出更多的空间

给信徒使用，既满足了功能的新需要，又发展了教

义的精神。

④在建筑型制上是逐渐用抽象象征与应用传

统符号的方法来表达传统建筑外部形态的特点，使

建筑空间与建筑形象都能取得传承与革新的联想。t

⑤建筑的多元共生是新加坡佛教建筑的另

一重要特点。新加坡的佛教建筑虽然在现代佛教思

想的影响下，日益趋向革新的道路，但是在不同的

环境与不同的人群中仍有不同的表现，继续坚持传

统形制的佛寺仍有一定数量，采用极端新派外观的

佛寺也有出现。当然，在现代平面的基础上加上一

些传统装饰符号的建筑仍是多数。它们之间多元共

生，根据信徒与僧尼的意愿而各取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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