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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大词人晏几道用细腻、清新的笔端向我们勾勒出翠色掩映下建筑与环境交互相映的场景，笔
者每每读到此句，总会忍不住感叹先人建造技艺的纯熟，对翠微掩映下的古建筑更是心思神往。
　　从最早出现、仅为休憩之用的“山洞”“茅茨土阶”到后来技艺高超、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
我国古建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形式风格上，始终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
，不失为体系完整，特色鲜明。
在笔者研究古建筑六十多年中，常辗转各地考察，其间接触到的众多古建筑可谓是异彩纷呈，美不胜
收，更切身感受到中国古建筑几千年来始终如一的风格魅力之所在。
　　为飨读者，特以“十里楼台”为契机，将《古塔实录》《古建筑的重生》《古建筑的符号》三本
书收录其中，期望读者能以时间为轴，沿着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步伐，跟随笔者一起怀古思源，探寻
古建筑的发展历程，领略其独有的神韵风貌，感受“十里楼台倚翠微”的情境交融。
　　任何一座建筑除了砖瓦木石，更重要的意义是蕴涵着人们的思想、情感。
其建筑式样、装饰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使每一座建筑除了作为一种工程技术的组合体外，更包含着
技术、艺术与意识的完美融合。
透过“十里楼台”系列丛书，读者可以把《古塔实录》作为蓝本，对我国塔的发展历史、相关制度、
分类、材料、结构、工程做法等方方面面一一了解，领略中国塔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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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塔的发展历史、相关制度、各种分类、所用材料、内部结构、艺术处理、工程做法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论证。
从历史方面，对其制度源流进行分析，予以归类，列举了大量实例，探讨了中国塔的美学价值和艺术
成就。
本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及爱好者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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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驭寰，吉林省舒兰县人，1951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国内外著名古建筑专家。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深受梁思成先生严谨治学的风格熏陶。
先后调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继续从事古建筑的
研究工作。
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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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塔上施用栏杆始自北魏，时间还是相当早的。
有许多塔不用栏杆，只有平座，建塔的目的是为了供佛，不是为人们登高眺望的。
塔上建平座是为僧人于佛教节日点燃灯火，或在塔室内诵经礼佛时用的，所以栏杆与平座的意义都不
大。
这就是许多塔吊有平座，却不设栏杆的原因。
　　追本溯源，塔上栏杆是受我国固有的楼阁影响而产生的。
可塔毕竟不是楼，不是专供休息和观览的，所以对栏杆的要求并不那么严格。
　　塔室，在塔内中心部位，各层都有，一层一室。
若用俗话说，塔室即是塔内的屋子、房间。
塔室的形状依塔的平面形状取形，圆塔做圆形塔室、六角形塔做六角形塔室，八角形塔做八角形塔室
。
这只是一般规律，并非所有的塔都是这样，常有些塔平面与塔室形状不同，如平面为八角形的塔，其
塔室有的做成方形，有的做成圆形。
　　塔室的墙壁一般光滑平整，不做装饰；多数涂以白灰，仅有少数绘制壁画。
也有些塔露出砖墙面。
塔室的天花处理式样甚多，最普遍的是做方形叠涩式、六角或八角叠涩式；还有做球形、半球形穹隆
顶；或方形攒尖、六角形攒尖和八角形攒尖顶；还有的塔做方形覆斗顶、六角形和八角形覆斗顶；亦
有做筒券顶、藻井顶、木板平顶、方形错角顶等，式样十分丰富。
塔室的大小根据塔体大小来确定，大塔塔室面积大，小塔塔室面积小，不管塔平面形状与塔室形状是
否一致。
　　塔原是佛教中居首要地位的崇奉物，后虽退居次要位置了，但仍是佛教里的崇敬物。
至于那些不属于佛塔的文峰塔，虽然不是佛教的崇奉物，却是神权思想中的崇信物。
既然是崇信物，其屋内除建筑构件外，必然要有所陈设项目。
　　1.壁龛：塔室内壁面上开的洞，由于塔的外壁甚厚，做深洞亦无损害。
其功用是奉祀佛像，放置什物；此外还有节省砖块，扩大塔室，利用内部空间之功用。
　　2.佛像：塔室内常供奉佛像，多为塑造坐像。
　　3.灯龛：塔室里设置灯龛，于佛教仪式或年节时点灯，这是佛教的礼仪。
灯龛形状为。
形，所用蜡烛与一般蜡烛相差无几。
塔室每面均设灯龛，方形四个，六角形六个，依此类推，成为一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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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报恩寺，在聚宝门外，吴赤乌闻，有康居国异僧，领徒至长于里，结茅行道，能致如隶舍利，
孙权为建塔奉焉。
名寺曰建初，实江南寺塔之始。
　　——《明寺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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