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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云南佛教寺院建筑为对象，拟从建筑学、园林学、景观环境学、建筑文化学、类型学、宗教学
等多学科相结合与融贯的多维视野，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梳理、弄清云南各地方现存不同类型
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与现状；二是从现存的各类型佛教寺院建筑遗构中，追溯其发展演变历史及其规
律，分类比较这些佛教寺院建筑与中原内地和周边国家彼此交流的相互关联，总结分析其物质与空间
构成形态、地方建构特色、各种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三是通过分析研究，掌握不同类型佛教建
筑的建筑空间形态与建构行为的关系，包括隐性行为和显性行为。
本书由杨大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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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大禹，博士，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在完成本科专业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之余，长期致力于云南地方民族建筑与人
居环境，云南历史文化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云南地方宗教建筑的相关研究。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并参与完成国家级、省级各
类基金项目研究7项。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历史和顺》、《环境和顺》、
《人居和顺》和《云南佛教寺院建筑研究》等专著，参编5部建筑学专业著作；结合课题研究积极为
云南地方的建设发展服务，主持完成10余项工程设计项目。
两次获得云南省政府颁发自然科学“三等奖”，2004年获“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
；2005年被聘为云南民族博物馆特约研究员；2006年成为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第2批)
；2008年获“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带头人”称号；2008年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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