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最高古塔挺立千年
绕塔建起公园成休闲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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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阳中华大街北侧，耸立着一座雄伟
壮观的古塔，虽然高大却无比俊朗精致，因身
涂白垩，又凭添了几分生动。白塔呈八角十
三层，通体用大青砖砌筑，密檐式结构，高
70.4米。辽阳白塔是我国六大高塔之一，在
东北地区独占鳌头，因其重要的历史艺术价
值，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更成为辽阳的标志和象征。

过去，白塔以其秀丽挺拔的身姿、端庄独
特的造型、神秘莫测的禅宗意义，带给人们无
数的疑惑和神往。如今，围绕白塔建起的白
塔公园成为辽阳市最大的市内公园，成为了
辽阳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给白塔“身世”解谜
实为辽代佛塔

近日，记者走进辽阳白塔公园，眼前这座古
塔高70.4米，由基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

辽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王成科介绍，白塔
公园基座建在双层八角形石筑台基上，为八角
形砖筑束腰形须弥座。每边长 10.3 米，高 9.4
米。每面中部饰八卦图案；其上束腰处镶砌一
佛二胁侍雕像五组，转角为力士像；须弥座上部
为仿木结构斗拱，每面四朵，转角出斜拱；上承
几何纹平座栏板。

塔身共有13层，第一层为塔身的主体部分，
高9.55米，宽7.55米。下部以两层仰莲承托；每
转角处为砖筑仿木倚柱；中间辟拱券形门龛，龛
内置砖雕坐佛一尊，背后衬以火焰纹；门龛左右
两侧各置一砖雕胁侍；坐佛、胁侍头上方皆有垂
幔式璎珞宝盖，宝盖上方一对飞天。第一层塔
檐下托以仿木斗拱三朵，转角处出斜拱；正南方
斗拱间悬挂木匾四方，上书“流光碧汉”四个大
字，流光为佛光普照之意，碧汉为绿色的天河，
是对佛教极乐世界的描绘，也是对白塔直冲霄
汉气势的赞美。向上十三层塔檐逐层内收紧密
相叠，檐角悬风铃，檐间置铜镜。

白塔的最顶端是塔刹，“刹”是梵文“刹多
罗”的音译，它含有国土、佛国的意思，因此塔刹
是佛教世界的象征。造型规范的塔刹本身也是
一座小覆钵塔的形制，可分为刹座、刹身、刹顶
三部分。白塔十三级塔檐之上，即是塔刹部
分。双层仰莲承托覆钵，中间竖 9.5 米高的铁
刹杆，自下而上穿接圆光、宝珠五颗、相轮、顶端
置刹帽；刹杆上挂八条铁链与塔顶垂脊上的八
个铜宝瓶相连。

白塔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建造的目的又是
什么？关于白塔的“身世”好多人都很好奇，但
是由于没有直接可信的文字资料，因此人们对
白塔的时代问题从明代起就开始模糊。后来的
资料或定于汉或定于唐，但都缺乏可靠的依据。

民国十六年（1927年）《辽阳县志》的编撰者
对《金史》及有关碑志作了考证，认为白塔是金
世宗完颜雍为其母贞懿皇后李氏所建的葬身
塔，时代为金正隆六年（1161年）之后，有关公开
的出版物纷纷照录附和。但是 1980年，进行文
物普查时，工作人员发现了贞懿皇后葬身塔的
塔铭，那就说明白塔和贞懿皇后的葬身塔不是
一个塔。

更有另外一份证据，也证明辽阳白塔并不
是金代所建的。1990 年维修白塔时，在塔顶发
现了明代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修塔留下的铜
碑。铜碑记载：修塔时发现元代皇庆二年（1313
年）的修塔记录，证实该塔建于辽代。

辽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文物保护和
博物馆管理科科长王伟称，这一发现十分重要，
因为元、辽时隔不远，元人的认定必有依据。其
次，白塔用砖规格加大，为辽代中期特点，白塔砖
雕纹样具有明显的辽代早中期特点。此外，白塔
的建筑风格均与目前已知的辽塔相一致，而与金
塔有别。“东北地区的辽塔很多，我们也去看过很
多，基本形式和我们辽阳白塔差不多。”

据此可以定论：辽阳白塔建于辽代，与贞
懿皇后葬身塔无涉。至于该塔是否在早期塔
身外包砌增大，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能断

定。

白塔是辽文化的展示窗口
辽阳，辽代为陪都东京辽阳府，属于五京之

一，在辽代政权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契丹统
治者笃信佛教，辽阳白塔便是辽代佛教盛行的
标志，而这也充分显示辽阳重要的历史地位。

建立大辽王朝的契丹人，原本信仰的是萨满
教。907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后，为了确立集
权君主制度，势必要打破原有的氏族制度，于是
便引入了超越氏族思维的佛教。此外，为了谋求
境内各族的融合，主要是契丹人与汉人的融合，
超越民族的佛教自然也就取代了萨满教。

而辽代世代皇帝对佛教的崇信，也让佛教有
了长足的发展。至辽代中期以后，佛教进入到了
全盛时期。辽代的王室经常会对寺庙进行巨额的
布施，而权贵富豪、民户也会进行布施。尤其是澶
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辽朝社会
生活也相对安定，而且朝野上下崇佛之风日甚。
由于燕云地区崇佛信教人数众多，佛事活动频繁，
于是辽国在中原地区广建佛塔。

辽代佛塔质地以砖石为主，耐腐蚀抗震，存
世较多。在形制上，辽塔的形制特点主要为密
檐八角，塔结构基本以须弥座、塔身及塔刹构
成，高大华丽，更具特色的是其表面有许多带有

西域元素的图案装饰。
“塔身上的佛像不是砌好了砖再雕刻的，而

是在地面上先雕刻好，每一块砖是什么部位都
刻好了，再砌上去的，这也是辽代特有的工艺。”
辽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王成科介绍，而且白塔
的斗拱也是用砖做成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斗拱
是木头做的，时间一长就腐烂了。”但是砖做的
抗腐蚀能力特别强，1000多年了还好好的。

八十年代筹100万元维修白塔

白塔的栏板、倚柱、斗拱等均为砖雕仿木结
构，制做精细结构准确，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丰
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塔身的高浮雕佛像
线条流畅造型秀美布局适当，为古代砖雕艺术
的佳作，使塔的形式美的表现力达到了十分高
妙的境界；塔的整体造型，从塔基起始到塔刹结
束，层次分明疏密得当，具有音乐般的节奏韵味
和秀丽挺拔的视觉效果。

这座凝结着辽阳先民智慧和血汗的白塔，
历尽千年沧桑，骄傲地耸立在家乡的土地上，它
的存在，早已超出了自身的宗教意义，而成为北
方民族强大、智慧、自信的最好象征。

辽阳白塔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中间经
历了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多次维修。1988年，

辽阳白塔损毁的比较严重，塔基也都破旧不堪
了，里面的夯土都露出来了。于是辽阳市人民
政府筹资一百万元，对白塔进行了全面维修。

“那次维修辽阳专门成立了白塔维修办公室，在
国家文物局、省文管办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本
着‘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在详细测绘和
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确定维修方案。”王伟介绍。
塔身上的砖也都是从西安购买的烧制仿砖，就
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还原白塔的样貌。

维修白塔时，也在塔顶上发现了很多的铜
制的功德碑。“上面清楚的记载着某某人在什么
时候为维修白塔捐了多少钱，不过这些文物全
都是明代的，明代以前的没有。”王成科说。辽
阳博物馆内也还保存着从白塔上拿下的砖，砖
上也刻着铭文，也是详细的记载着什么时间什
么人捐了多少块砖，最少的有捐一块的，有钱人
捐的比较多，都会写上铭文砌在白塔上。还有
塔檐上挂的风铃，大多也都是劳动人民捐的，风
铃上也都刻上捐赠者姓名以及捐赠时间。

“所以能修这么大的佛塔，都是那时候劳动
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绕白塔建起白塔公园
成市民休闲首选地

白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辽阳人的骄
傲。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辽阳，辽阳人一定会
带他们来白塔底下转一转。不过在 2009 年以
前，白塔公园还是有围墙的，进入公园时还要收
门票。2009 年辽阳市政府从方便市民、方便百
姓的角度出发，把辽阳公园的围墙给拆了。除
此之外，还对白塔公园周边进行了大型的整治
和绿化，由白塔区政府交给专门的物业公司来
管理。从那以后白塔公园就成了辽阳市民锻炼
健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了。

记者在白塔采访时，遇到了前来转塔和锻
炼身体的于先生。于先生家住在辽阳市博物馆
附近，离白塔公园并不算近，但是自从白塔公园
外墙拆了以后，他几乎天天来此锻炼。“除非是
大雨大雪，其他时候我都来。一是来转塔，为家
人祈福，二也是锻炼身体。好像已经成为习惯
了，每天不看看这塔心里还觉得缺点啥呢。”

从 1988 年维修到现在，又过去了 30 多年
了。现在白塔局部地方出现了裂缝，围栏也有
残缺。省文物专家也到辽阳白塔进行了考察，
已向国家文物局申请立项进行修缮。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辽阳白塔塔高约七十一米，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结构。 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市民从辽阳白塔下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