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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蒙古古建筑》的图片，均是作者自己拍摄的，底片早已流失，当地一些古代建筑和古代文物已经
拆除和散失，成为历史上的遗憾。
一些喇嘛召庙，由于与城市发展协调，或年久失修早已拆除。
例如，书中提到的东乌珠穆沁旗喇嘛库伦庙殿宇早不复存在，通辽的喇嘛庙、阿拉善旗达王府的花园
延福寺以及准格尔旗喇嘛庙已也同样遭到拆除⋯⋯书中的一些资料图片，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珍贵的
，内蒙古各地各式的建筑5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能保存这部分古建筑形象是十分难得的，因此有
机会重印第二版也算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尊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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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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担任梁思成先生的助手，之后调入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
后又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

　　受梁思成先生严谨治学风格的熏陶，他辛勤耕耘，对中国古代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有着深入而
独到的见解，到今已出版《张驭寰文集》15卷本。
另外，还有《中国佛塔史》、《中国古代县城规划详解》、《中国佛教寺院讲座》、《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等50多部著作。
在数十年的工作中，所做的仿古建筑设计达到80多项，大部分收录在已出版的《仿占建筑设计实例》
一书中。

　　他应邀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8所大学讲学，并在其中一所大学任教；并应邀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等10所大学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的数所大学作演讲和访问，受到当地各大学的欢迎，他把中华
传统的建筑文化传播到世界很多地方，为中国建筑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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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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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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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央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室于1958年开始组织在全国各地编撰“建筑三史”。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新中国建筑十年》这三部大
书。
组织上派遣我与林北钟二人赴内蒙古自治区主持内蒙古地区的“建筑三史”编纂工作。
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汇报后，党委宣传部部长决定此事由内蒙科学技术委员会王文达主任负责成立“
内蒙古建筑历史编辑委员会”。
首先编写《内蒙古古代建筑史》、《近代建筑史》、《内蒙古十二年建筑成就》这三部书。
当时科委决定由建设厅、城建局、城市建筑设计院、文化局、文史馆、参事室、建筑学院、师范学院
以及北京建筑历史研究室等单位组成此编辑委员会。
《内蒙古古建筑》这部书的内容包括全区各盟、市、旗、县广大地区内的自秦汉直至清代的各种类型
建筑。
这些建筑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里介绍出来，希望能够给建筑、历史、考古等科学工
作者以参考。
不过，由于工作时间短促，在内容上难免有疏漏，请读者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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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蒙古古建筑》：中国古建筑图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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