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 中国名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红 中国名塔》

13位ISBN编号：9787546131443

10位ISBN编号：7546131448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姚兰

页数：1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红 中国名塔》

前言

塔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类型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自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
以后，佛塔也作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带入了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制巧妙结合，在中华大
地上构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佛教在中国日益广泛的传播，古塔的建筑形制变得丰富起来，其
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中也注入了许多世俗人情的元素。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散布着三千多座古塔，它
们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结晶。本书从多个侧面介绍了古塔的历史和文化，
并着重对不同地域的著名古塔做进一步的说明，希望读者可以透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纵览中国古塔
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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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 中国名塔》

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姚兰编写的《中国名塔》。《中国名塔》的内容提要如下：
    塔作为佛教的产物，在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同中国传统建筑的不断融合，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古塔类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矗立着三千多座古塔，它们散布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构筑起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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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 中国名塔》

书籍目录

中国古塔概说
塔的历史
塔的结构
塔的类型
塔的用途
中国名塔要览
木塔
石塔
砖塔
砖石塔
砖木塔
其他材质的塔
附录：以塔为造型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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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 中国名塔》

章节摘录

>塔的历史    塔是佛教中的建筑物，最早是用来保存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的。在释迦牟尼去世
之后，弟子将其火化，火化后遗留下的结晶物便称为“舍利”。在佛教的思想观念中，舍利被看作是
佛教徒修成正果的象征，拜见佛陀舍利就如同拜见了佛陀真身。    古印度人为了埋葬舍利，便建筑了
“stupa”(率堵坡)。这就是最早的佛塔，其形状类似于倒扣着的钵盂。据说佛塔的这种形状源自于这
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佛祖的弟子问佛祖：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表达对您的虔诚呢？佛祖沉思片刻，没
有说话，只是将身上的袈裟铺在了地上，然后又将手持的钵盂倒扣在袈裟上，最后将禅杖立于覆钵之
上。后来佛祖逝世了。为了安放佛祖的舍利，弟子们开始建造坟墓。在建造时，按照佛祖生前的暗示
将他的坟墓建成方基、覆钵、尖顶的形状。方基象征佛祖的袈裟，中间覆钵形的坟冢象征倒扣的钵盂
，最上部高高树立的尖顶则象征着佛祖的禅杖。    后来由于佛塔大量兴建，而“舍利”的数量又很有
限，于是人们便将佛陀的遗物或象征物如头发、衣服等物品作为“舍利”的替代品放置于塔中供奉。 
  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佛塔作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带入了中国。中国最早的
佛塔是河南洛阳的白马寺塔。东汉明帝信奉佛教，曾经派人到古印度求取佛法。永平十年(67)，东汉
的使臣将两名印度高僧请到了中国，并且还用白马驮回了许多经卷。为了纪念白马的驮经之功，永平
十一年(68)，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的东面修建了白马寺，并按照当时印度寺院的形制，将塔放置于寺
庙的中心。白马寺塔是一座九层阁楼式木塔，塔身为中国传统的楼阁式样，只是将古印度的“率堵波
”置于塔顶，称为“刹”。    后来随着佛教的不断深入，佛塔也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制相融合，
形成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塔。这些古塔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密切相关。在佛教盛行的南北
朝(420—589)，结合了中国古代阁楼式建筑与印度“率堵坡”形式的木塔大量兴建。此后，这一类型
的塔成为中国古塔中的主流，分布于全国各地。    到了唐宋(618—1279)时期，佛塔不仅在数量上不断
增加，而且建筑工艺也日趋完善。唐代(618—907)，人们已经用砖石材料逐渐替代了木料，而且由于
唐人在审美上追求简练明快，这一时期的塔多为四方形，形制上大体只是对木塔的仿照，并不追求精
细的神似，整体上体现了砖石结构的自身之美，具有浑厚质朴的特点。    宋代(960—1279)古塔有了重
大发展，表现为：在平面结构上，由唐代的四方形转变为六角和八角形；在建筑材料上，由砖石结构
转为砖木结构。这些变化都与宋人细腻纤秀、柔和清丽的审美特征密不可分。改变了形制的古塔既增
强了抗震的性能又扩大了登塔眺览的视野，而塔身外部用木料雕刻的精美部件使得古塔整体形制变得
更加精巧细腻。    元代(1279—1368)喇嘛教被奉为国教，大量的喇嘛塔兴建起来。喇嘛塔多为白色，保
留了印度“率堵坡”的形态，有一个半圆形的覆钵，上面安置有长长的塔刹，因为塔身像一个瓶子，
因此人们又称之为“瓶形塔”。    明清时期(1368—1911)，古塔的建筑形制仍然沿袭了前代，同时古塔
的功用逐渐变得丰富起来，灯塔、嘹望塔、风水塔不断出现，一些建筑在风景秀丽地区的景观塔也成
为了这一时期的亮点。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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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 中国名塔》

编辑推荐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散布着三千多座古塔，它们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结晶
。姚兰编写的这本《中国名塔》从多个侧面介绍了古塔的历史和文化，并着重对不同地域的著名古塔
做进一步的说明，希望读者可以透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纵览中国古塔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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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 中国名塔》

精彩短评

1、感觉很好，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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