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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古塔研究》

内容概要

《陕西古塔研究》以陕西省现存古塔为研究对象，对近300座古塔作了全面实地考察与记录，进行了认
真的文献考证与辨伪，并对陕西现存古塔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提出了不同时期陕西古塔的基本特征与
分类标准。对在学术上有争议的古塔，书中均设专题予以论证，力求真实地反映21世纪之初陕西古塔
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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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凡例陕西古塔分布示意图上编 陕西古塔概论  第一章 陕西古塔概述　  一、从印度宰堵波到中国
式佛塔　  二、陕西古塔的类型、特征与发展历程  第二章 陕西早期(隋以前)古塔的现状与价值　  一、
扶风阿育王塔考　　  二、北魏宰堵波石造像塔的特征与历史价值  　三、陕西现存“隋塔”考  第三章
陕西现存唐塔的数量与历史价值　　一、陕西现存可以确认的唐塔　　二、陕西唐塔的基本特征　　
三、虽无确切记载，但依据其特征可以推定的唐塔　　四、陕西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唐塔”　　五、
陕西唐塔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第四章 陕西现存宋代古塔研究　　一、陕西现存可以确认的宋塔　　二
、陕西宋塔的基本特征　　三、虽无确切记载，但依据其特征可以推定的宋塔　　四、陕西宋塔的历
史地理学价值　第五章 陕西现存明代古塔研究(上)　　一、陕西现存明代大型古塔概论　　二、岭山
寺塔(延安宝塔)建筑年代考　第六章 陕西现存明代古塔研究(中)  　一、明代法门寺塔的建筑缺憾与倒
塌原因分析　　二、对富县、志丹县古代砖塔群建筑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考释　第七章 陕西现存明代古
塔研究(下)　　一、陕西明代石塔的主要类型　　二、建造明代北部石塔的白水籍工匠　第八章 陕西
清代古塔概述　　一、陕西清代古塔的基本特征　　二、陕西清代古塔的地域文化特征　第九章 陕西
明清时代的风水塔　　一、陕西现存明清风水塔的数量及分布地域　　二、陕西明清风水塔的建筑特
点与类型　　三、陕西明清“文星”塔文化下编 陕西古塔通考　第十章 西安市现存古塔考　　一、
雁塔区古塔　　二、碑林区古塔　　三、新城区古塔　　四、未央区古塔　　五、长安区古塔　　六
、蓝田县古塔　　七、高陵县古塔　　八、户县古塔　　九、周至县古塔　　附记：西安市已毁没的
古塔　第十一章 铜川市现存古塔考　　一、王益区古塔　　二、印台区古塔　　三、耀州区古塔　第
十二章 宝鸡市现存古塔考　　一、陇县古塔　　二、岐山县古塔　　三、扶风县古塔　　四、眉县古
塔　　五、太白县古塔　　六、凤县古塔　　七、凤翔县古塔　　附记：宝鸡市已毁没的古塔　第十
三章 咸阳市现存古塔考　　一、渭城区古塔　　二、礼泉县古塔　　三、永寿县古塔　　四、彬县古
塔　　五、旬邑县古塔　　六、泾阳县古塔　　七、三原县古塔　　八、兴平市古塔　　九、武功县
古塔　　十、乾县古塔　　附记：咸阳市已毁没的古塔　第十四章 渭南市现存古塔考　　一、临渭区
古塔　　二、韩城市古塔　　三、蒲城县古塔　　四、白水县古塔　　五、澄城县古塔　　六、合阳
县古塔　　七、大荔县古塔　　八、华县古塔　　九、富平县古塔　第十五章 延安市现存古塔考　　
一、宝塔区古塔　　二、子长县古塔   　三、延长县古塔　　四、宜川县古塔　　五、黄龙县古塔　
　六、洛川县古塔　　七、延川县古塔　　八、富县古塔　　九、志丹县古塔　　十、吴旗县古塔　
　附记：延安市已毁没的古塔　第十六章 榆林市现存古塔考　　一、榆阳区古塔　　二、府谷县古塔
　　三、佳县古塔　　四、绥德县古塔　　五、横山县古塔　　六、米脂县古塔　　附记：榆林市已
毁没的古塔　第十七章 商洛市现存古塔考　　一、商州区古塔　　二、丹凤县古塔　　三、山阳县古
塔　　四、镇安县古塔　　附记：商洛市已毁没的古塔　第十八章 安康市现存古塔考　　一、汉滨区
古塔　　二、旬阳县古塔　　三、白河县古塔　　四、平利县古塔　　五、紫阳县古塔　　六、汉阴
县古塔　　七、石泉县古塔　　八、宁陕县古塔　　九、岚皋县古塔　　附记：安康市已毁没的古塔
　第十九章 汉中市现存古塔考　　一、汉台区古塔　　二、洋县古塔　　三、佛坪县古塔　　四、西
乡县古塔　　五、镇巴县古塔　　六、南郑县古塔　　七、宁强县古塔　　八、勉县古塔　　九、略
阳县古塔　　附记：汉中市已毁没的古塔附录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陕西古塔附录二 陕西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陕西古塔附录三 陕西古塔一览表附录四 古塔研究与表述中几个应该规范的问
题——以陕西古塔为例附录五 参考文献及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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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旅游资源区划的实践意义　　资源区划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区划可为制定不同
层次的旅游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背景材料。不同等级的旅游区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时，可以从
旅游区划成果中，了解自身的区位和条件，掌握周围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对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有一个
正确估价，以便确定发展方向，安排投资重点，建立起自己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帮助确立不同区域旅游开发的性质和地位。通过资源区划，把不同区域旅游资源的类型、品位
及组合状况明确地反映出来，区域间的差异也充分得到体现。不同地区可根据本地的资源状况，充分
认识和明确自身优势之所在，从而参与到区域旅游地域分工体系之中，这有利于不同地区发挥资源优
势，发展切合实际又有市场潜力的旅游业，防止旅游开发中的盲目行为。　　第二，有利于旅游区特
色的形成。在旅游市场需求多样化的今天，特色已成为旅游区生存的必须条件。从本质上来看，旅游
区特色也来自于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由于所处位置和自然条件诸因素的不同，具有不同特
色的自然旅游资源；由于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种类的人文旅游资源，这为旅游区
特色的塑造提供了依据。旅游资源区划是在分析旅游资源空间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在较大范围
内对旅游资源进行了比较评价，因此其结果可反映不同区域旅游资源特点，帮助不同旅游区正确进行
开发定位，合理塑造自身形象，进行针对性的市场营销活动。　　第三，指导区域旅游产品的合理开
发。旅游资源区划成果所反映出的资源分布、资源优势、开发条件等信息，可以成为旅游线路设计、
旅游项目设计、景区及景点开发的重要依据。优势项目布局、投资强度排序、交通线路设计、服务设
施建设等都可根据不同旅游资源区的特点、现状进行合理安排，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率。　　第四，
指导旅游中心城市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建设。旅游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是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依托，完善配套的服务设施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旅游资源区划的研究成果，可
以使旅游中心城市的布局、建设规模和旅游服务设施的档次设计合理化，做到因地制宜，避免造成浪
费或因对情况估计不足造成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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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对陕西现存古塔一一考察与考证的基础上，《陕西古塔研究》从整体出发，依照张驭寰先生的
古塔分类学说，对陕西现存古塔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提出了不同时期陕西古塔的基本特征与分类标准
。对在学术上有争议的古塔，特别是陕西省内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著名古塔，如岭山寺塔、仙游
寺舍利塔等均设专题予以论证，力图还原历史真实。对于没有任何原始文献记载的陕北砖塔群，则采
用了先从类型学人手初步判断其建筑年代，再从文献中寻找支撑材料的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于
介于省界的古塔，还从其人文内涵、地域文化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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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陕西古塔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要看。
2、本书作者对陕西古塔考察全面、精到，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插入了不少照片，文字叙述简约，是
田野考察与书海行舟的结果，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3、关中寻塔必备指南
4、这本书些的具有很高价值。极力推荐。
5、全面、详实、学术，稳健之作。
6、能收集这样多的古塔，本身就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这种治学态度确实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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