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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

内容概要

《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1)(精)》由张鹏举主编，本书是关于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的学术专论和资料汇
集。
    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系统论述了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形态的影响因素、发展的
历史分期以及一般的共性特征等，是本书的阅读背景；第二部分是召庙建筑的档案资料，对全区范围
内重要历史遗存的召庙及其建筑进行了逻辑整理和系统归档，主要内容包括召庙简介、历史沿革、保
存状况、建筑做法、技术档案、测绘图纸及现状照片等，是本书的主体内容；第三部分为相关附录，
内容包括现存其它召庙的档案简表、小同历史时期召庙数量列表以及召庙不同名称的汉、蒙、藏文对
照表，是本书的补充内容。
    《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1)(精)》对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静态保护与动态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对发掘地域建筑文化和相关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指导价值，同时，本书成果将成为此类项目后续研究的
基础素材，适合相关专业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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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

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部分综述 第一章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节内蒙古概况 第二节蒙古地域藏
传佛教的传播发展史 第二章内蒙古地域现存藏传佛教召庙 建筑概况 第一节西部地区 第二节中部地区 
第三节东部地区 第三章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召庙建筑 形态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二节
文化因素的影响 第三节自然因素的影响 第四章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召庙建筑 形态演变的历史分期 第
一节或改或借的初期 第二节汉风浓郁的发展期 第三节藏式风靡的成熟期 第四节无创无新的后期 第五
章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召庙建筑 形态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布局多元 第二节类型丰富 第三节藏式为母 第
四节规制式微 第五节粗放的建造技艺 第六节近地域性特征 第六章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召庙建筑 形态
的构成与秩序 第一节聚落 第二节召庙 第三节建筑 第四节经堂、佛殿的分合形制 第二部分召庙 编写说
明 阿拉善盟地区 南寺（广宗寺） 衙门庙（延福寺） 巴丹吉林庙 巴彦淖尔市地区 点不斯格庙 阿贵庙 
善岱古庙 鄂尔多斯市地区 准格尔召 乌审召 海流图庙 陶亥召 特布德庙 包头市地区 美岱召 五当召 梅日
更召 昆都仑召 百灵庙 希拉木仁庙 第三部分附录 其它召庙 召庙名称对照表（第1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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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书对召庙建筑信息予以系统归档，对各召庙的历史信息予以详细的整理。编写
者在通览各类召庙文献的基础上，以一种特定的程式建构了每座召庙的创建与兴衰史。并以叙述文体
与基本概况表格两种预定格式，将所搜集历史信息系统归入相关内容环节，为便于查阅，对本书所涉
及的各召庙历史文本的构成、名称翻译、召庙排序、文献情况等予以说明。 一、召庙简介说明 召庙
简介以五段式文本构成。编写者在预先设定若干历史信息条目后，将其整合至五个段落，再将文献所
载信息依次填入相应段落与条目内。因此，文本中某一类信息的缺失完全与原文献有关，即文献中无
此类信息记载。 各自然段内容设置为： 第一段：召庙原属行政区划、召庙等级（盟庙、旗庙、佐庙
、属庙等）、清廷或民国政府所赐寺匾时间、名称及文字种类、所辖属庙名称与数量、召庙特色及珍
藏文物、出自该庙的杰出历史人物。 第二段：召庙创建史（初建人、时间、迁址次数、定址地点及相
关重要历史信息）、召庙名称由来及释义。文中若引用缺乏历史考证，且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传说故事
等口传文本，句前加“据传”，予以注明。 第三段；建筑风格、盛期规模（主要殿宇的名称、尺度、
层数、建筑风格）、活佛府名称及数量、庙仓数量、佛塔数量、僧舍规模（以院落、间数计算）。 第
四段：所设学部名称及数量、活佛系统数量、名称及转世总次数。 第五段：最后一次被毁坏时间及留
存殿堂名称与数量、正式恢复法会时间、重建召庙建筑时间及当前规模。 二、基本概况（1）说明 基
本概况（1）由10个主要信息栏组成。以下对各信息栏的内容筛选原则与方法予以说明。 1.召庙名称：
为便于一般读者易于理解，并能够反映出本土文化惯例，在目录与简介部分中，使用了寺院俗称。例
如选用“席力图召”，而未选用其钦赐名“延寿寺”。关于名称的选择也有下列特殊情况。 下列两种
情况下，选用了正式名称： （1）召庙俗称已无法确定时使用正式名称，如“龙泉寺”、“灵悦寺”
。 （2）在内蒙古地域，常见有名称相对称的两座召庙。若使用俗称，名称所指不够准确，且易于混
淆，如多伦诺尔汇宗寺俗称为“青庙”（或东大仓、旧庙），而善因寺为“黄庙”（或西大仓、新庙
）。故取钦赐名予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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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

编辑推荐

《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1》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形态演变研究》（项
目编号：50768007）和《漠南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召庙建筑的比较及其探源研究》（项目编号：51168032
）的研究成果之一。此书即是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为便于阅读，全书按地理区域分为1、2
、3三卷：第1卷由内蒙古西部地区（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的17座重点召庙
和27座其它召庙构成，适合相关专业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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