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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昆明古建筑故事

建塔历程一波三折

“东西寺塔是昆明地区保留至今较早的佛

塔，已有 1300 多年历史，也是较古老的建筑之

一。无论从造型艺术还是景观构成来看，两座

塔在建筑史和景观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昆明市西山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李利民表示。

据史料记载，双塔的建造，尤其是惠光寺

塔的建造颇为曲折。一千多年前，南诏国第十

代国王晟丰祐因朝野混乱，欲将统治中心迁往

拓东城（今昆明），于是在拓东城大兴土木，

建造宫殿和佛寺，惠光寺就是重要的建筑之一。

“晟丰祐抵达善阐城（原拓东城）时，为

他营造的宫室已经完工，惠光寺也初具规模，

但惠光寺塔的建造却进展缓慢。”李利民说，

筹划建构的惠光寺塔是一座高 13 层的密檐式方

形、砖石结构宝塔，体量巨大。建造如此高大

的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难度是空前的，

加之善阐城建在滇池的湖积平地上，土层松软。

虽为建造此塔专门请来了恭韬、徽义、徐立等

知名工匠，但工程进展艰难而缓慢。

雪上加霜的是，公元 833 年，掌控南诏国

实权的蒙嵯颠下令建造大理崇圣寺内的千寻塔，

并调集正在建造惠光寺塔的恭韬、徽义、徐立

等人前往大理施工。8 年后，千寻塔完工，惠光

寺塔得以继续建造。直至公元 849 年，惠光寺

塔才完工。

“建造惠光寺塔前后历时 20 年，实际施工

时间12年。相传，当时建塔采用的是‘堆土建塔’

与‘挖土现塔’的方法，即垫一层土、修一层塔。

塔修好后，将土逐层挖去，让塔身显现出来。”

据李利民介绍，5 年后，晟丰祐又起意在惠光寺

的东边兴建常乐寺，并在寺内建造与惠光寺塔

形制一样的常乐寺塔。有了此前的经验，建造

常乐寺塔仅花了 5年。

古人笔下的“双塔”

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建成后，除了迎接信

众，也成为亮丽的景观。在昆明古代状物抒情

的诗词中，“双塔”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

汇。如元代白族文人王升在《滇池赋》描写了

“昆明八景”，其中就有“双塔擎天”一景；

云南第一部志书《云南志略》的作者李京骑马

刚到昆明时，正好雨过天晴，他一眼所见便是

“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初

“东寺街，西寺巷，茅司（茅厕）拐拐小楼上……”

对于昆明人来说，这首孩童时常挂嘴边的童谣，总能唤起

久远的“昆明记忆”。童谣中提到的两条街巷，得名于闻

名遐迩的地标建筑——东寺塔和西寺塔。

拥有千年历史的东西寺塔遥遥相望，极具古朴苍劲之

感。初建时，两座塔的周边曾有寺院合围，东边的为常乐

寺，寺中之塔称常乐寺塔（今东寺塔）；西边的为惠光寺，

寺中之塔称惠光寺塔（今西寺塔）。岁月流逝，两座古寺

已湮没于历史长河，唯有两座古塔存留至今。2006 年，惠

光寺塔和常乐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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