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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是我国的文物大省，号称中国古代建筑的实物宝库。
本书作者从佛教文化与寺庙建筑、乡土文化与乡土建筑以及商贾文化与晋商建筑三个方面，详细研究
和考察了山西传统建筑的布局、空间、类型和形态特征。
研究过程中作者对传统建筑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测绘并收集了丰富的相关资料。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构图技巧和设计方法。
可使读者从中获得启示和借鉴。
       本书可作为建筑、规划、园林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外读物。
亦适于作为对我国的传统建筑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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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金平，祖籍山西孝义。
1988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1997年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9年破格晋升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现为该校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学术委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建筑历史、民用建筑设计等课程的教学与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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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篇 佛教文化与寺庙建筑—五台山寺庙建筑的布局及其空间形态分析　第一章　五台山寺庙建
筑概述　第二章　王台山寺庙建筑的平面布局及佛殿类型　第三章　五台山寺庙建筑的群体布局分析
　第四章　五台山寺庙建筑的空间营造和景观组织　第五章　从五台山寺庙建筑看山岳风景名胜区旅
游建筑的设计问题第二篇 乡土文化与乡土建筑—阳城上庄村聚落及民居形态分析　第一章　绪论　第
二章　阳城上庄村背景资料分析　第三章　阳城上庄村聚落形态存在特征分析　第四章　阳城上庄村
民居形态特征分析　第五章　阳城上庄村聚落形态的保护与更新要点分析　第六章　结语第三篇 商贾
文化与晋商建筑—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的空间组成及技术经验分析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灵石静
升镇王家大院的背景资料分析　第三章　王家大院的群体布局特色　第四章　王家大院的空间组织　
第五章　王家大院的建筑装饰　第六章　王家大院的技术经验浅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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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台山佛寺的发展和佛教圣地的形成北魏孝文帝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
和碧山寺等一批寺庙，五台山佛教开始兴盛。
　　到北齐时，五台山已有寺庙200余所。
北齐诸帝曾以八州之税供其所需。
因此说，北朝时期是五台山佛教的第一个兴盛时期。
屡经修建而传承至今的一些寺庙，如公主寺、灵峰寺、古竹林、寿宁寺、秘魔岩、金刚窟等，都建造
于这个时期。
隋唐时期是五台山佛教的黄金时代，是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关键时期。
史载，唐朝时候五台山有“大寺三百六，兰若无其数”、“万圣朝五台，祖师创宗派”、“天下学佛
道者，多宗旨于五台”。
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的“首府”，成为与印度灵鹫山角立相望的“灵山圣境”。
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越南、日本、韩国的僧人纷纷至五台山进行佛教文化交流，五台山
又成了“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
于是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华严思想、建筑造像、五会念佛等佛教文化艺术传到了南亚、东亚和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文殊信仰成了东方各民族佛教徒的共同信仰。
　　此后，随着宗教势力逐渐衰微，五台山寺庙建筑也相应地缩小。
　　入宋之后，藏传佛教希解派传人五台山，时有寺庙72座。
元初世祖帝师、萨迦派五祖八思巴至五台山，写下颂扬文殊菩萨的五首赞歌。
之后相继有胆巴、意希仁钦都至五台山。
胆巴国师首倡在五台山为藏传佛教建立寺庙。
元代诸帝也为其在五台山大规模地建立寺塔，救赐田产遂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兴起，五台山成了汉地
惟一的“汉藏佛教圣地”。
从此，五台山就成了“中国佛教的缩影”。
　　明清时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永乐十二年，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到五台山为黄教创建了5座寺庙，使黄教在五台山传
布兴起。
从此五台山形成了青、黄两庙并存的格局。
万历年间，释智光等一百二十三名高僧大德和宰官同僚于狮子窝创立十方净土禅院，这又使五台山成
了子孙庙和十方庙共存的形式。
此时五台山台内有寺68座、台外有寺36座，总计104座。
　　入清之后，清代诸帝扶植黄教，优礼黄教领袖至五台山传教弘法。
康熙二十二年将台内10座青庙改为黄庙，连和尚也改为喇嘛。
康熙三十三年台内有寺64所，台外有寺36所，总计100所。
雍正年间五台山有黄庙26座，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竟达3000余人。
　　民国年间五台山有寺122处，其中黄庙25处，青庙97处。
　　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扶植。
而封建王朝是否大力支持，则取决于维护其统治的政治需要。
所以，五台山佛教始终是在封建政治的巨大影响下发展和变迁，五台山寺庙建筑也随着它潮起潮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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