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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贡艺术》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
激励当代人通过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
开创中华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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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隆务寺的总体布局与汉地佛教寺院以中轴线贯穿、左右对称的严整规划不同。表面看来比较杂乱
，但也有章可循。一般藏传佛教寺院都是以一个最主要的建筑为中心，环绕展开的。隆务寺也不例外
，以夏日仓行宫释迦佛殿为中心，该建筑重檐歇山，黄色琉璃瓦覆顶，红墙作衬，利用山势占据寺院
最高点，成为隆务寺最宏伟、最显眼的核心建筑，犹如群龙之首，雄居高位，俯瞰全寺。以下建筑则
随地就势环绕展开，建成大经堂、小经堂、居巴扎仓（密宗学院）、丁科扎仓（时轮学院）四大学院
，其间文殊菩萨殿、勘钦弥勒佛殿、护法殿等主要建筑各居其位，还有多座活佛灵塔殿错落其间。寺
内有横贯南北及东西的两条主干道，连接寺院主要殿堂。大活佛的囊欠院穿插其间，外围是众多的僧
舍小院，小巷纵横，千门万户。隆务寺选址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堪称典型，与汉“风水”有许多共同点
。隆务寺及其属寺的建筑受汉地建筑的影响较大，但仍保留了藏式建筑的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形成了藏汉合璧的独特造型。如寺院最主要的建筑隆务寺大经堂及几个属寺大经堂，体量都很大，
底平面呈长方形，阔11-7间，深13-9间，底层由门廊、诵经大厅、后佛殿组成，二层中间拔起天井殿
，三面围以回廊，后面起后佛殿顶，天井殿顶和后佛殿顶一般为汉式歇山或硬山，其主要功能是给诵
经大厅和后佛殿采光之用。其余屋采用藏式常用的平顶。经堂墙体为板筑土墙，厚约2米，收分明显
，墙上安藏式檐窗，墙体上部做鞭麻饰墙，鞭麻墙上装饰铜镜，经堂正面铜镜錾十相自在梵文图案。
墙顶部做单坡瓦顶墙帽。既保护夯土墙免遭雨淋损坏，而且还有很好的装饰作用，远看如同一层层屋
檐。丰富了建筑层次。门廊及诵经大厅的柱梁结构均为藏式托木结构，或称藏式柱梁结构。形制独特
，雕刻精美，描金绘彩，而且柱子很多，如大经堂底屋就有168根柱子横竖成行，使人如置身于森林之
中。形成金碧辉煌、空间无限的感受。二层回廊则为汉式地方手法，单坡平顶。一般作为客房、僧舍
和库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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