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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时几年的努力，《西藏藏式建筑总览》这本书终于可以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一件大
事。
我们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无论是查阅西藏传统历史资料，还是阐述、评价西藏传统建筑本身，都深
深体会到这本书涉及的内容，既有自然科学的，也有人文科学的；既需要精确而枯燥的数字表示，又
需要浪漫而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表现。
西藏所有藏文历史典籍都不厌其烦地提到罗刹女仰卧身上建造十二座镇边佛教寺庙的故事。
这段文字描述后来由西藏绘画大师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藏族人民通过这幅画面了解了这段历史
，家喻户晓。
这幅镇魔图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恰恰是西藏传统建筑史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当然与佛教传播有着更为密
切的关系。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干脆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把这幅镇魔图和我们当代人对这幅画的理解文字写进
来，但愿它也能成为一种介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一种表达形式，与这本书的风格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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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藏式建筑历史沿革与基本特色　　在研究藏式建筑领域中，往往出现这样两种概念，那
就是传统与现代。
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用时间来划分的，它还与建筑的形制、布局、材料、装饰等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的综合体现，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然而，传统与现代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传统中孕育了现代，现代在传统的承袭基础上创新，恰恰是这
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呈现出藏式建筑独特的魅力。
　　第一节　藏式建筑历史沿革　　西藏传统建筑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一百年，吐蕃第一代国王聂
尺赞布时期修建了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
从当代考古科学成果提供的资料，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
掘提供了丰富的建筑遗存，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半地穴平顶建筑。
而阿里古格洞窟建筑，始建于什么时期迄今尚无定论，但大家一致认可的是它是象雄文明的产物，那
么至少在三四千年前。
我们从今天的西藏高原上所能见到的建筑，如帐篷、洞窟、碉楼，一直到民居建筑、寺院建筑、宫廷
建筑、园林建筑、别墅式建筑，都可以触摸到西藏传统建筑发展的脉络。
　　西藏远古时期标志性的建筑是西藏山南雅砻沟中巍然屹立的雍布拉康宫殿。
它经历了两千年的风风雨雨，尽管有很多后人添加的痕迹，但是它的造型让我们联想到藏族古建筑碉
楼那坚不可摧的力量，而它所在的位置又让我们想到了日喀则宗府遗址、江孜宗府遗址，乃至庄严夺
目的布达拉官建筑。
从这些建筑中透射出当年王者的风范，统治者的威严。
古格王朝遗址洞窟建筑同样在西藏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沿着阿里象雄河的，东嘎壁画洞窟、皮央朗杰卡孜宫洞窟遗址、达巴宫洞窟遗址、琼龙韦噶宫洞窟遗
址等，都属古格洞窟建筑遗址类型，而这些地方曾经产生过以苯教为核心的象雄远古文明。
洞窟建筑是否是人类从地穴，半地穴到地面建筑过度的一个标志，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对西藏阿里地
区的洞窟建筑的研究无可非议地是藏族建筑领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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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无论是查阅西藏传统历史资料，还是阐述、评价西藏传统建筑本身，
都深深体会到这本书涉及的内容，既有自然科学的，也有人文科学的；既需要精确而枯燥的数字表示
，又需要浪漫而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表现。
 本书的问世也得益于包括西藏历史、建筑、艺术、宗教、民俗等多学科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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