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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之一。显宗吉祥讲修院，主要闻、思、修“五部论述”(释量、般若、中观、俱舍、戒律

论)等显宗学科，修期13级，学业殊胜者获“多仁巴”学位。密宗具德胜乐院、医学兴盛

利生院、时轮具种慧明院均修密乘，分修“四续”．(事续、行续、瑜珈续、无上瑜珈续)．。

医宗学院兼修<四部医典>并行医施药。时轮学院主修内、外、别时轮学科，兼修天文、历

算。

寺院鼎盛时期住僧5000余人，常住僧3600余人。寺内高僧大德(活佛、格西)，学识

渊博，论著甚多。其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业绩殊胜者，曾受清朝皇帝册封，驻锡京城。

由于寺院地处高原，地形条件复杂，周围植被遭人为的破坏，地表水长期侵蚀古建筑群，

在浩劫之年，无人照理古刹，加之近年来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殿堂不同程度地出现

地基下沉、墙体裂缝、梁柱脱铆，面临倒塌损毁的险情。为此，十世班禅大师在世时曾提出

过保护意见，大师经师嘉雅活佛圆寂前致信中央，请求拨款维修。寺院主管与僧众曾多次吁

请政府。拯救古刹。1990年，国家组织有关部委和专家考察险情。及时拨款修缮。

寺院如今之规模，经历代扩建、维修而日臻完整。1992年国家拨款3600万元，进行历

时5年的修缮工程，不论从拨款之数额、维修之面积、设计之复杂、施工之难度均属历史空

前。为使这座占刹得到更完整的保护，国家和青海省组织了技艺超群的专家和机构严谨的领

导班子，全面进行了设计、抢修、加固。通过这次维修，不仅使这座古刹根除了岌岌可危、

触目惊心的险情，而且国家珍贵建筑文物修旧如旧，延年益寿，使藏传佛教的殊胜圣地加被

生辉，威德圆满。

塔尔寺历代高僧大德曾著有数种专志，但至今仍无全面翔实地记载塔尔寺创建、扩建、

维修过程的专志，值此塔尔寺大规模全匝维修工程竣工开光之际。由杨贵明、景朝德二位先

生受省塔尔寺维修办和塔尔寺管委会之托，编著了《塔尔寺维修志>一书。志中比较详尽地

记述了历代各殿堂和主要活佛府邸修建维修情况，对这次大型维修工程记载尤详，同时对殿

宇建筑风格，寺院部分重要文物及艺术亦作了简述，史料翔实，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和历史

保存价值的著作，值得称道，撰此拙文是为序。

，．祝愿国泰民安、人民幸福，佛日生辉。法轮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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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1藏汉文化融合的典范

塔尔寺坐落于青海省湟中县县城以南的莲花山中，因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诞生

于此而驰名中外。寺院共占地40万平方米，拥有殿堂、经院、佛塔、活佛府邸、僧舍等各

类建筑共10000余间，总建筑面积约lO万平方米，占总占地面积的25％左右。1992年至

1996年．国家拨专款实施了塔尔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维修，维修面积近10000平方米，

占总建筑面积的10％左右。

塔尔寺建成今日之规模，自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宗喀巴母亲修塔开始，已经历了

600余年风尘岁月。其形成与发展，曾受到历代中央王朝的极力重视，明清以来历代统治者

多次以授封职衔名号、赏赐礼品、赐匾题词等进行扶植与推崇，清乾隆帝曾赐金币并派遣内

地工匠修建的五华门及大拉让院内牌坊，便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作为宗喀巴大师两大弟子的

历世达赖、班禅中的部分知名大师，也曾多次到塔尔寺讲经传法、捐资修葺，并授总法台扩

充伽蓝。从而。大大提高了塔尔寺的知名度和地位。各民族信教群众更是顶礼膜拜、解囊相

助，使其建筑日臻完善，内藏文物珍品日趋丰富。塔尔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凝聚

着青海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心血，其独特建筑艺术风格的形成和琳琅满目的文物典籍

的收藏，无不饱含着各民族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所以，塔尔寺不仅是佛教圣地，也是我国

藏汉结合的建筑艺术之杰作，是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产物，在我国建筑艺术宝库中占有重

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塔尔寺的保护工作非常重视。1961年，国务院将塔尔寺

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将其维护与管理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在1992年

大规模全面维修前的40多年中，国家先后拿出393万元专款，用于塔尔寺古建筑群的修缮。

鉴于塔尔寺古建筑群年久失修、各类隐患逐日加剧、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的实际，从本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经反复考察论证后，决定进行全面抢修加固。在国

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务院先后拨出3700万元专款，用于塔尔寺古建筑群的大规模

维修。省财政先后提供配套资金约270余万元。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也为之慷慨捐助了

300万元港币，总投资达4300余万元。这次维修规模之大、投入资金之多、施工难度之大

和维修时间之长．堪称塔尔寺之最。这是党和政府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与

发展的具体步骤，也是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繁荣进步的象征。其政治

意义之重大和社会影响之广泛，是不容置疑的。 ．

‘

，为了把塔尔寺创建与历次扩建修缮的过程，特别是此次大规模维修的情况全面系统地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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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给世人。我办杨贵明、景朝德二位同志花费一年多时间，查阅和翻译了大量的汉藏文历史

资料，编写了<塔尔寺维修志>这一专著，不仅填补了塔尔寺建筑史之空白，而且对研究我

省古建筑艺术，特别是我国藏汉合璧建筑艺术的探讨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材料。同时，也为我

省今后古建筑维修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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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青海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多麻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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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塔尔寺维修工程施工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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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及佛寺缘起

宗喀莲花山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东部湟中昙台沙尔镇之南隅，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帝25公里0“周围群

山环抱，溪壑纵横。古树丛林，幽雅宁静。·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丛林(噶丹寺、哲蚌寺、

色拉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之’．。塔尔寺地处浅脑山，海拔2661—2788米，

气温较寒。夏季平均气温为14．4℃，冬季平均气温为一11．3℃。相对湿度65％，主导风向

为西南风。夏季多雨，冬季多雪。六世赛朵活佛在<塔尔寺志>中对这里的气候与自然景色

作了很好的描写：“冬季呈白晶色，夏季现碧彩玉。秋季映黄金色，春季犹如花玛瑙。房地

田地地都善，饮水河水水皆佳。近牧远牧草尽好，房木柴木木均良，宅石灶石石堪夸”。塔

尔寺从青海历史地理方位看坐落在宗喀地区中心地带，所说宗喀的地理范围，即小积石山之

主峰宗喀杰日山以西。青海湖以东，宗曲(湟水)以南的山川、河流、峡谷地带统称宗喀。

宗喀为藏语，意为宗曲(湟水)沿岸地带。据有关藏文史料载，其地名约始于唐吐蕃时代。

一直沿用至今。至于宋代译为宗哥和龙支城，所指范围仅平安一带，只代表宗喀的一部分。

而今人们仅仅把湟水以南的湟中地区(包括平安县)称为宗喀，其地理范围显然比以前小多

了。因格鲁派的创始人罗桑札巴诞生在宗喀莲花山问，当他成名后，其声名远播全国各地，

后来人们不直呼其名，而以地名尊称他为“宗喀巴大师”。塔尔寺周围由八座平缓的山峰环抱，

地呈八谷仰卧式，形似八瓣宏开的莲花，故此称为宗喀莲花山。一些民间的地理学家、风水

阴阳，尤其是佛教界精于地相文的著名学者撰文赞颂宗喀莲花山。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曾

著有<宗喀圣地颂>一文。当你登高极目四眺，周围山峦重迭，山形妙如千瓣莲花。南有拉

莫日，据传在此山岩上有自然生成的莲花生大师身象，山顶似一座笔架之峰。山前后的岩石

自然断开．：各成一峰。水源从北向南流至岩洞前潴为一清澈水池，当早晨红日出山时。水光

映人岩洞中，莲花生大师之身象在水中显现，蔚为一大奇观。前面山谷柏林中常有野兽出没，

各种飞禽嬉戏啼鸣。几经沧桑，此处水池因大旱而渐渐干涸，莲花生大师的身影也难以一睹。

北有达El山(意为虎山)，似指大通的虎头山，有人说是元朔山，山上有天然长出的无量光

佛身象，传说此象若遇巧合的时机，能在水中见到佛影。西有西弥山，山岩上自然显现弥勒

佛身象，每到上午日照山峰时，山下的泉水中能显出弥勒佛身象的倒影。四面山岩上佛身象

的自然出现以烘托宗喀莲花山的神圣。精于地舆学的学者将莲花山四周用四方四神来表示，

不过因地理方位不同，所称周围的方向亦有差异。位于寺南曲嘎尔塘(湟中帐房台白水滩)

的僧曲河由西向东朝寺址流下来，蜿蜒如龙，称为东方青龙，一平安夏宗寺之西当彩地方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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