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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卫东所著的《宁夏回族建筑研究》以宁夏回族建筑为对象，搜集、整理了大量宁夏境内现存的
回族建筑的实证照片、测绘资料，同时对与之相关的文献认真研究，立足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两个
方面，全书共七章。
首先从宁夏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宁夏回族的文化特色两个主要视角，研究宁夏回族建筑发展的历史规
律，进而对宁夏回族民居、回族清真寺、道堂、拱北等宗教建筑以及回族建筑小品、装饰特点、色彩
纹样、材料技法等建筑的风格、类型进行归纳、总结。
运用历史学与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宁夏回族建筑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引入社会学、民族学的田野
调查方法，运用分析归纳法对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归类、分析。

　　《宁夏回族建筑研究》可供建筑设计等专业科研、设计人员及相关专业高校师生参考，也可作为
民族学、文化学爱好者及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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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卫东所著的《宁夏回族建筑研究》在对宁夏回族的宗教文化、回族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
观、审美价值观及其宗教性、多元性、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差异形式综合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宁夏回族建筑的风格形成与发展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宁夏回
族建筑隐喻的象征意义及文化传统问题；从宗教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宁夏回族建筑的形制、类型及特
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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