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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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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金东瑞编著的《中国古塔》为丛书之一，介绍了我国的古塔文化，内容包括：中国古塔的起源、历
史沿革、塔的结构、塔的材质、塔的造型、中国古塔文化等。

    《中国古塔》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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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中国古塔的起源二、历史沿革三、塔的结构四、塔的材质五、塔的造型六、古塔举撷七、中国古
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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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宋时期古塔的建筑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塔的总体数量较前代大增，建塔的材料也更为丰富，除了木材、砖和石以外，还使用了铜、铁、琉璃
等材质。
阁楼式、密檐式以及亭阁式塔正值盛年，花塔和宝箧印经塔又现异彩。
这一时期，是从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塔为主的最后阶段。
由于材料的改变，使建筑造型与技术也相应有所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塔的平面从四方形逐渐演变为六角形和八角形。
宋塔多为楼阁式塔，或为外密檐内楼阁式塔；此外，还有约两成的塔为造像式塔、宝箧印式塔、无缝
塔、多宝塔等其他形制的塔。
宋塔平面多为八角形或六角形，偶见四边形者，这与唐塔千篇一律、端庄稳重的四边形产生了鲜明的
对比。
宋塔每层都建筑有外挑的游廊，有腰檐、平座、栏杆、挑角飞檐等建筑部件；因而即便是杭州六合塔
这样高大雄伟者亦不失轻巧灵动之感。
在塔院的平面布局上，宋塔相比于唐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唐代，塔是寺院的核心部分，大多建
筑在寺院的前院；而宋代寺院的核心地位为正殿所取代，塔大多位于后院或正殿两侧。
    辽塔多为实心的密檐式塔，建筑材料亦多选择坚固耐久的砖石材料，而在建筑上则采用砖石仿木结
构，唯门窗不用唐塔、宋塔的方形结构设计，而采用在力学上更加合理的拱券设计，这也是辽塔在建
筑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除密檐塔外，辽塔中尚有少部分仿唐塔形制的楼阁式塔。
辽塔平面多为八角形，繁复的基座是辽塔独有的特色，基座各个立面均做仿木处理，模仿木结构宫殿
建筑，门窗齐全，表面或篆刻经典或雕凿佛教造像，常见的造像题材有佛像、金刚、力士、菩萨、宝
器、塔、城、楼阁等等，非常精美。
一些比较著名的辽塔，如北京天宁寺塔，不仅塔身基座遍布精美造像，而且塔檐、仿木斗拱均做工细
致精巧、惟妙惟肖。
但在辽塔中更多的是一些做法比较简单的塔，仅第一层或一二层檐施用斗拱，其他各层均以叠涩出檐
，造型简洁古朴。
相比于同时代的宋塔，辽塔大多轮廓简洁、造型端庄，亦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辽代是中国造塔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间不仅造塔数量甚众，而且结构合理、造型优美，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后世造塔的风格。
    金代的皇帝与辽一样笃信佛教，大兴造塔之风，但金塔大多仿造唐塔，如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或
仿辽塔建造，并没有突破唐、辽以来建塔的规制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其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外形比
较怪异的塔，但大多不能形成体系，亦非优美制作，值得炫耀者不多。
其中唯河北正定大广惠寺塔值得专门提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金刚宝座式塔。
    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察得知，早期的木塔平面大多是方形，这种平面来源于楼阁的平面。
隋唐以及以前的砖石塔，虽然有少量的六角形、八角形塔，甚至还有嵩岳寺塔十二边形的特例，但是
就现存的唐塔的情况来看，大多还是方形塔。
但入宋以后，六角形、八角形塔很快就取代了方形塔。
塔之平面的变化，首先是建筑工匠们从长期的造塔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所致。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高层建筑特别是砖石结构高层建筑，极易在地震中受到破坏。
古代工匠们从对地震受损情况的观察中，已经认识到了建筑物的锐角部分在地震中因受力集中而容易
损坏，但钝角或圆角部分在地震时因受力较为均匀而不易损坏。
所以处于使用和坚固两方面的考虑，自然要改变古塔的平面。
其次，适应人们登塔远望的需要，也是古塔平面发生变化的原因。
木塔虽为方形，却便于设置平座，使人们能够走出塔身，凭栏周览。
改为砖石塔后，平座就不能挑出太远，人们走出塔身便很困难，而且危险性也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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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六角形或八角形后，不仅能有效地扩大视野，而且还有利于减杀风力，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社会风习的变化，宋、辽、金与唐时期的古塔，在审美特征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大致来说，唐时修建的塔一般不尚装饰，唐人追求的主要是简练而明快的线条，稳定而端庄的轮廓，
亲切而和谐的节奏，唐塔表现出来的是唐人豪放的个性和气度。
而宋人却是追求细腻纤秀，精雕细琢，柔和清丽，所以宋塔的艺术便在装饰、表现等方面开拓新的境
界，极力渲染其令人目眩的轮廓变化和颇有俗艳之嫌的形式美。
至于与宋对峙的辽和金，则是在唐风宋韵的影响之下，谱写了中国古塔的黄金时代里又一辉煌篇章。
宗教内在的感染力，成为了造塔者极力需要表现的唯一主题。
    P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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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塔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载体之一，被佛教界人士尊为佛塔。
在当代中国辽阔美丽的大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古塔的踪影。
这些千姿百态的古塔，其造型之华美，结构之精巧，雕刻、装饰之华丽，都堪称古代建筑中的精品。
我国的古塔虽然种类繁多，建筑材料和构成方法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古塔的基本结构是大体一样的
。
古塔由四部分组成：地宫、塔基、塔身、塔刹。
塔这种古老的建筑，不仅被佛教界人士广为尊重，也为各地山林园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金东瑞编著的《中国古塔》介绍了我国的古塔文化，内容包括：中国古塔的起源、历史沿革、塔的
结构、塔的材质、塔的造型、中国古塔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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