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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咪佳

周淼至今对 14 年前丽水景

宁时思寺之行念念不忘。

这位建筑史研究者、浙大城

市 学 院 建 筑 系 主 任 ，曾 在 2010

年，跟随导师团队到时思寺考察，

当时他还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读博。

当时，时思寺只是藏在浙南

深山里的一座村庙，鲜有人知，但

却是专业人士眼中的热门，长期

引发学界和古建筑爱好者热议。

全木构样式、白色编竹夹泥

墙、重复三遍的单拱素枋⋯⋯这

座古寺跟当下飘扬着各色导游旗

的古寺名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画

风。有些人甚至误以为是日式建

筑——其实这是中国唐代兴起的

典型建制，后世消失了。

也许，就是时思寺的神秘气

质与《黑神话：悟空》里的盘丝洞

无比契合，游戏中参照了寺中的

大雄宝殿和梅氏宗祠的建筑样

式。

《黑神话：悟空》上线后，时思

寺火了，游客暴涨，山路上盘旋着

一辆辆游览接驳车。周淼还记

得，当年团队一行赴时思寺，先在

丽水坐大巴到景宁，再换乘中巴

到大漈乡，大约要经历 2 个小时

晕眩的车程，才来到藏在密林清

泉环抱之中的时思寺。

时思寺是当地梅氏家族的家

庙，选址在水流出大漈村的水口

宝地。这样一座庙，它的古风样

式哪儿来的？为何采用出檐四跳

这样隆重的建制？关于它的断

代，为何学界至今存在不同的意

见？

古建筑学家称时思寺为“电

冰箱”，它完整保存了几百年前的

建筑规制。而且由于样本不足，

学界目前关于时思寺的考证和研

究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解释，它如

何形成这样的结构和形制，还是

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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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寺院外部，并不能望

见 其 中 的 格 局 。 寺 东 有 一 株

1500 多年树龄的柳杉——原高 47

米（现存树体只有原来的 1/2），树围

4.47米，它的根部有一个树洞，里头能摆下

一张十人圆桌。

由前山门走进时思寺后，往南折过后山门才

能真正看见院子：寺院整体规模不大，占地1000多

平米；现存的建筑物有前后山门、钟楼、大雄宝殿、

三清殿、梅氏宗祠以及马仙宫。

2010年那一趟，周淼随导师团队考察时，通过

对梁架上题记和人名的考证，判定其中的大雄宝

殿为明末清初建筑，其他均为清代建筑。

时思寺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各界对它的断代，

至今仍然有多种说法，跨度大到断宋、元、明、清的

全有，甚至一冲眼会认为它是一座唐代建筑，这在

全国古建筑中都不多见。

周淼说这不奇怪，“因为它长得太古老了。谁

看了都不会觉得它只是一座明清建筑。”

古建筑学者讨论的“古老”，在大殿的扶壁拱

样式体现得较为充分。

中国古建筑中的斗拱，具有承挑出檐、标示等

级等意义。斗栱中的栱，有的向外挑出；有的则是

扶（贴）着墙壁，构件半嵌入，也就是扶壁拱。时思

寺的扶壁拱在《黑神话》中的若仙庵（盘丝洞）非常

显眼——白色泥墙上，一道斗拱一道枋（单拱素

枋）的组合连续重复，这是一种非常早的样式，可

以追溯到唐代，而到了宋代就已经不太流行，及至

明清时期的建筑上，全国鲜见。

时思寺的这个特点会叫人震惊：“这是唐代做

法？！”

梅氏族谱中关于时思寺大雄宝殿有记载：始

建于南宋，后世有多次重建、重修。但是周淼说，

目前找不到充分的实物形制依据，佐证它是宋代

建筑。

至于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时思寺是元代建

筑”，有可能是一个误传。

在对时思寺作测绘、调查时，周淼所在的团队

发现一根房梁底部有题记：“原创于元至正丙申

⋯⋯”“‘原创’的提法，就表明留迹时并不是元

代。”而大殿其他房梁上留下题记的人名，也均出

自梅氏族谱，为明、清时代的族人。

“可能以讹传讹，这条题记成了（现存寺庙）时

思寺是建造于元代的证据。”

学界判断时思寺大殿是元构，或许还有一种

来源，与浙江另外两处古建筑有关联。

金 华 天 宁 寺（1318 年）和 武 义 延 福 寺 大 殿

（1317 年），是浙江被普遍认定的两座元代建筑。

二者的建造时间只相隔一年，在地理位置上也非

常接近——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们的样式和风

格却完全不一样。

“当时，天宁寺属于古婺州（今金华）地区，而

延福寺属于古处州（今丽水）。”周淼认为很有可能

延福寺就代表了当年处州以及瓯江水系一带的建

筑特点。

那么，在延福寺又看到了扶壁拱——单拱素

枋的样式，重复了三遍。

这也有可能是很多学者认为，同样属于处州

及瓯江水系的时思寺大殿是元代建筑的一个横向

证据。

但是由样式作判断，目前也比较容易推翻“时

思寺是元构”的说法。“越是古老的中国古建筑，斗

拱的规格化用材就越大。而时思寺大殿的斗拱用

材尺寸并不大。”周淼认为，从这一点来讲，现存的

这座建筑不可能往明代以前更早的年代推断了。

如果采用小飞机视角，可以看到大殿有一顶

大屋檐，因为这一层屋檐的斗拱足足出了四跳。

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就是出了名的大檐建

筑，檐下斗拱出了四跳。当然，佛光寺大殿用材十

分大，这座由唐代长安贵族捐建的高等级大庙，出

檐有近4米长。

建造时思寺的构件用材就要小很多，但是因

为出跳多，形成的屋檐也有1.92米。

“民间祠庙建筑一般出一、两跳，出三跳的都

不多见。一个三开间的村庙，一般不太可能出四

跳。”周淼说。

用斗拱一层层把屋檐挑远，象征建筑的高等

级。“即便是在中原地区，如果没有机会去过所在

府城最大规格的庙宇，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出四

跳的斗拱。”时思寺的四跳让周淼很疑惑，他和团

队曾经到浙南温州、丽水其他地方的乡土建筑作

调研，大部分现存的都是清代建筑，很少见到出三

跳的斗拱，祠堂和地方庙宇的斗拱大多只出一跳

或两跳。

大殿的“四跳屋檐”成为了时思寺难以解开的

又一个神秘。因为它所处的浙南地区没有相似的

古建筑群体作对比。

时思寺的“老”与“新”，可能可以从一种类似

时尚下沉的角度来看。

历史地理学名家谭其骧先生对浙江的研究曾

总结出“母县理论”，以“县”的生成，作为地域开发

的“替代指标”。

“浙南长期属于大县的边缘地区，独立设县比

较晚，大多在明中期以后。因此之前的发展程度

应该不高。”

学界普遍认可浙南地区在建筑上有从古制的

表现，“可以参照‘礼失求诸野’的思路：随着朝代

的更迭，中原或者南方的杭州、苏州等主流地区逐

渐丢失了古老的建筑样式，但是在边远地区，这些

形制还会保存。”

周淼和团队曾经对浙南民间建筑作了大量调

查，发现这个地区现存的明代建筑仍然保留了南

宋的样式。甚至这些地方的清代中前期建筑，在

样式上距离宋代规制也变化不大。“主流的样式变

成了本土特色，并且得以保留下来。它们像电冰

箱一样，封存了古老的样式。”

那么时思寺是一座年代比较晚的古建筑也就

不足为奇。

但是它对于中国建筑史有非常大的补充价

值，“我们很有必要关注传统文化核心地区以外的

文化。地域建筑类型的丰富性、文化形态的多样

性超乎想象，我们需要探寻能够解读它的方法。”

至于这个“冰箱”里还隐藏着多少秘密，仍然

需要更漫长的考证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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