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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拉萨
新建筑（现代建筑）的建造，拉萨城市面
貌的变化，反映着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
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

1951年以后，古城拉萨经历了甘丹
颇章政权灭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
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实行改革
开放等重大社会变革，激发了人们劳动创
造和追求现代生活的热情。

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全国
支援西藏城乡建设，中国改革发展红利涌
入西藏，古城拉萨发生了深刻和巨大变
化，可谓翻天覆地，日新月异，面貌一
新。

1951年，拉萨老建筑主要集中在八
角街、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及格鲁派三大
寺等建筑组团，总的建筑面积大约在48.5
万平方米。2000年，拉萨的新建筑总面
积达到500万平方米，是1951年古城拉
萨近50万平方米老建筑的10倍。 2020
年新建筑已经超过7200万平方米。21世
纪以来的这20年，是拉萨新建筑增长最
快的20年。

新建筑演绎传统和进步

拉萨新建筑，也可以称为现代建筑。
由于审美取向不同，或偏向传统，或偏向
现代，既有对现代建筑理念的学习和引
进，又有对西藏传统建筑那些象征意义的
不舍和眷恋。在每一栋新的建筑上，传统
建筑元素和现代建筑元素的构成关系成为
新建筑的重要特征，并形成了三类风格不
同的新建筑。

（一） 新建筑中的传统建筑
这类建筑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它们古

朴粗犷，色彩艳丽，宗教装饰，充满远古
的神秘感。这些新建的传统建筑，仍然使
用毛石、阿嘎土、原木木方等当地建筑材
料，结构形式仍然是木柱网，施工仍然是
人工劳作，互帮互助。这些新建的传统建
筑，集中在拉萨地区的农牧民住宅的修
建、八角街历史大院和传统街区的改造，
以及当地宗教和历史建筑的修复或者重
建。新建筑中的传统建筑，在拉萨全部新
建筑中，大约占20%。它们通过传统的
建造技艺和传统的形式风格，执着地延续
着当地历史文化，对保护古城拉萨的历史
风貌，传承悠久和灿烂的西藏建筑文化发
挥着重要作用。

（二） 新建筑中的现代建筑
人们对这类建筑相对生疏，它们简

洁、通透，明快，造型自由，甚至夸张，
充满现代建筑的美感。这些新建筑中的现
代建筑，是按照现代建筑理念，采用现代
的平面结构形式和空间结构形式，使用钢
材、工业玻璃、铝镁合金型材等现代建筑
材料，依靠现代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建
造。它们摆脱了历史与传统的束缚，告别
了阿嘎土、木柱网、边玛墙以及那些繁琐
的装饰等古老的建造方法，明确创造着现
代建筑的新风格。

这些现代建筑在拉萨全部新建筑中大
约占30%的比例。它们具有巨大的和流
动的建筑空间，体态上超长的直线和超平
的水平度，给人以硬朗的百折不挠的力量
美；而变化的曲线和灵动的形体，又给人
以优美的撩动情感的梦幻美；超大的玻璃

幕墙或者连续的横向开窗，使城市和山川美
景尽收眼底，带来无比敞亮的痛快的视觉
美。它们的造型有的宏大奔放，直入蓝天，
有的委婉含蓄，俯卧河谷，表现出的极简风
格，无畏精神、变革力量，给人以撼人心魄
的感染力和现代美。这使21世纪人类文明
和社会进步之风吹遍了拉萨古城。

（三） 新建筑中的“传统+现代”建筑
这类建筑具有普遍的争议性，可以说它

们是现代建筑，却又似传统建筑。可以说它
们是传统建筑，却又是现代建筑。这类建筑
采用现代结构形式与现代科技手段。但带有
收分墙、梯形窗等明显的传统建筑语言。人
们没有也不会忘记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作为

“家”的传统建筑。当下，单纯做传统建筑
相对容易，单纯做现代建筑也相对容易。因
为两者都有各自成熟的建造体系和形式风
格。可是，把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两者融合
在一起，则完全变成了一种探索和创新。

驱除魔障的黑色窗套，护佑安康的红色
边玛墙，房子中间象征世界中心的木柱子，
等等，不仅是高原人数千年来的集体记忆，
更是人们生活中的精神追求。人们把对传统
建筑的那份爱，传递到新的建筑中，将成为
一个较长时期人们对传承建筑文化的一种期
待和追求。

在古城拉萨的几乎每一个街角，你都可
以看到新建筑中的“传统+现代”建筑。它
们在拉萨新建筑中的比例，大约在50%左
右。这使拉萨增添了具有变化的和有趣的视
觉美，也成为丰富多彩的拉萨新建筑的主体
部分。人们试图把建筑的传统语言和现代语
言完美结合，并寻求创造一种高原建筑的新
风格。

新建筑描绘生活和梦想

今天的古城拉萨，到处是形态各异，色
彩亮丽的新建筑，或挺拔高大，或清秀典
雅，或简洁朴实，或通透明快。如拉萨河的
波涛，此起彼伏，像草原的鲜花，缤纷烂
漫，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审美印象。

（一） 拉萨新建筑，如早春的阳光，勃
发万千生命

古城拉萨在拉萨河的北岸和南岸都盖满
了新建筑。过去，拉萨河南岸的柳悟新区和
拉萨汽车站以西的堆龙德庆没有几栋房子，
现在都盖满了现代化的新建筑，新的民居、
新的学校、新的医院、新的酒店、新的机
场、新的火车站，新的购物区、新的会展
区、新的大学区、新的游乐区等等。“新”
意味着新生命，现代建筑的体态和张力，传
递着时代气息和旺盛的活力，如早春的阳
光，勃发万千生命。古城拉萨变成了一个现
代化的新城。

（二） 拉萨新建筑，如初夏的草原，开
满绚丽鲜花

拉萨新建筑采用网架结构、悬索结构、
壳体结构、桁架结构、薄腹梁结构、门式钢
架结构等现代结构形式。这使新建筑具有丰
富而变化的充满现代美感的建筑形态，形成
了与拉萨传统建筑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现代建
筑风格。打破了过去传统建筑营造的低矮空
间，造就了古城拉萨不断提升和充满张力的
城市空间。这使得拉萨与国内城市和国际城
市几乎没有区别，都是高楼林立，造型各
异，凝聚着丰富的现代建筑语言，如初夏的
草原，开满绚丽鲜花。古城拉萨变成了一个
国际化的新城。

（三） 拉萨新建筑，如深秋的山谷，尽
染缤纷色彩

在过去以生活和宗教功能为主的民居、
庄园、宫殿、寺院等建筑基础上，拉萨新建筑
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类型的现代建筑，创造
并满足着拉萨人的现代生活。新建筑中的幼
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孩子们和市民的足球
场、田径场、篮球馆、排球馆，以及住区中的运
动场所；售卖流行时装和居家用品的各种商
店和卖场；东西南北口味的美食餐厅；大大小
小的宾馆、网吧、SPA店等各类建筑，布满了
大街小巷。这些新建筑的功能有别，造型新奇
变化，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线，如深秋的山
谷，尽染缤纷色彩，丰富着人们的现代生活。
古城拉萨变成了一个时尚化的新城。

（四） 拉萨新建筑，如冬日的篝火，点
燃明日希望

拉萨新建筑毫无拘束地在拉萨河谷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过去，作为古城拉萨主体
的大昭和八角街，在新建筑的海洋里，变成
了一个很小的建筑组团，站在布达拉宫上，
几乎很难找到它们。今天，人们可以转山转
湖，崇信佛陀，也可以转发微信，视频聊
天；可以去八角街的茶馆闲坐，也可以去现
代化的大型超市购物；可以去图书馆读书，
也可以去科技馆、博物馆参观；可以坐高铁
出游全国，也可以坐飞机旅行世界。那些简
洁、通透、流畅的新建筑，散发着生态建筑
和智能建筑等当今最新科技的魅力。如冬日
的篝火，照亮明日希望。城市上空飘散着悠
久历史的辉煌与现代社会的气息。古城拉萨
变成了一个富有梦想的新城。

（作者系亚洲建筑学会原副主席、中国
西藏文化保护发展协会理事、哈工大教授）

拉萨河谷的新建筑
徐宗威

本报讯 （记者 毛立军） 2021年佛
诞节来临之际，中国佛教协会于5月18
日在北京广济寺举办主题为“点亮心灯祈
愿和平”的澜湄流域佛教交流会，会议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国佛教
协会会长演觉法师、副会长帕松列龙庄勐
长老、宗性法师、明海法师、常藏法师，
秘书长刘威，副秘书长卢浔、全柏音，以
及国内专家学者等出席现场会议，斯里兰
卡、泰国、越南、柬埔寨佛教界代表参与
线上交流。

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法师
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法师、副会
长帕松列龙庄勐长老作会议致辞。与会各
国代表通过视频连线交流的同时，还播放
了各国佛教界高僧大德祝贺佛诞节的视
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郑筱筠参会并发言。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法师在致辞中
表示，澜湄流域各国地理相近，人民相
亲，文化相通。自古以来，澜湄流域各国
佛教关系密切、相互交融。本次交流会的
主题是：点亮心灯，祈愿和平。乘着庆祝
佛陀圣诞的殊胜因缘，举行此次交流会，
就是要联合澜湄流域各国佛教法友，传承
传统法谊，弘扬佛陀教义，为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众生福
祉，继续并肩努力。他表示，为实现这一
目标，中国佛教协会将做好以下工作：一

是拓展友好交流，继续与澜湄流域各国法
门兄弟保持密切联系，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适时开展双边互访、线上交流；二是加强
合作共事，继续与澜湄流域各国法门兄
弟，在佛教教理当代阐释、人才培养、抗
击疫情、公益慈善等方面，探索和开展广
泛合作；三是促进民心相通，发挥佛教在

澜湄流域的纽带作用，以佛教交流带动民间
交流，为构建澜湄流域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
建共享“一带一路”不懈努力；四是维护世
界和平，与澜湄流域各国法门兄弟一道，广
泛开展国际佛教抗疫合作，支持国际佛教组
织、宗教和平组织更好发挥开展宗教对话、
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在维护澜湄流域和平稳定的基础
上，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斯里兰卡罗曼那教派大导师马库莱维·
维摩罗大长老、斯里兰卡暹罗教派阿斯吉利
派副导师万德鲁威·乌帕里长老、泰国摩诃
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帕帖·瓦加拉·班迪塔长
老、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副校长、黎明寺
住持沙威长老、越南中央佛教教会常务委员
会副主席释清绕长老、柬埔寨佛教界代表等
人在视频中对中国佛教协会举办澜湄流域
交流会活动表示祝贺，祈愿新冠疫情消退、世
界安宁。

5月19日(佛历二五六五年，农历四月初
八)，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举办佛诞节
庆祝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发来贺信，向全国
三大语系佛教界四众弟子致以节日祝贺。

来自全国三大语系佛教界代表人士，柬
埔寨、韩国、老挝、缅甸、尼泊尔、斯里兰
卡、泰国、越南等国驻华使节，嘉宾及首都
善信居士聚会一处，共同庆祝佛诞，缅怀佛
陀功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法师在庆祝
活动上致辞。

随后，在广济寺大雄殿内安放的释迦牟
尼太子像前，中国佛教协会演觉会长、帕松
列龙庄勐副会长、胡雪峰副会长带领汉传、
南传、藏传佛教法师共同诵经礼佛，至诚祈
愿三宝慈光加被，疫情早日消除，人民吉祥
康宁，世界安定和平。

浴佛仪式上，驻华使节、与会嘉宾恭敬
持勺舀起净水灌沐释迦牟尼太子像，象征以
佛教智慧和慈悲的“法水”涤荡内心尘垢烦
恼，感念佛恩，法喜充满。

佛诞节又名浴佛节，是全球佛教徒共同
庆祝的节日。佛教各大语系、宗派都有庆祝
佛诞节的传统，中国汉传佛教以农历四月初
八为佛陀(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诞辰日，而
5月这一佛教“吉祥月”，也是藏传佛教的
萨嘎达瓦节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卫塞节等庆
祝佛陀诞辰的节日。

中国佛教协会在京举办澜湄流域佛教交流会
和2021年佛诞节庆祝活动

5月草原，绿草萌发，生机盎然。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达来
苏木（乡）蒙古族牧民钢照日格的房前屋
后，竖着几根颇具现代感的“天线”，在茫
茫碧野、成群牛羊的衬托下，显得特别引
人注目。

“这些设备是我家牧场的‘中枢神
经’，有了它们，坐在家里就能放牧。”钢
照日格说，6年前，苏木通了光纤宽带，
政府支持牧民智能放牧，改变了人们传
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从一个重要侧面折射出包括少数民
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
景。

生产生活更智能

草原上的羊喜欢成群活动，钢照日
格给领头羊佩戴了 GPS定位器，家里
500多只羊在哪吃草、在哪休息，都实时
呈现在手机屏幕上。

他的牧场还装了太阳能高清摄像
头，坐在家里便能看见方圆几公里的景
象；牛羊走近饮水槽，通过红外感应，就
会自动放水；棚圈、院落的自动门可用手
机控制……整套设备2万余元，在政府
补贴下，钢照日格只花了3000多元。

“以前真是想不到，只要手机能上
网，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照顾自家牧
场。”钢照日格说。

近年来，苏尼特左旗政府为千余户
牧民安装了牧场影像采集、羊群定位跟
踪、羊群饮水远程监控等设备，让牧民的
生产生活更加智能。

在内蒙古广大农村牧区，用水用电
更加便利，乡村公路四通八达，卫生厕所
越来越多，宽带网络日益普及……

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也给草原带来
电子商务等新经济业态。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五六十平方米的工作
室内，墙壁上装饰着蒙古包布景，网络“主播”可以在手机前直播“带
货”。这家电商主要销售特色手工奶制品。

当地居民白丽丽每天早上都会送来新鲜的奶皮子和奶豆腐。虽经
营着一家奶制品实体店，但她把越来越多的产品直接送到电商公司。

“这两年，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挣得比实体店多。”她说，2020年
通过电商销售收入达20多万元，生活条件改善了，日子越来越幸福。

民族区域自治促进民族团结发展

前不久，赤峰市巴林右旗牧民布仁与村民发生纠纷，当地派出所
使用专门的软件全程做蒙古文记录。布仁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派出所所长陈永栓说，旗公安
部门还开通蒙汉双语公安网站，推行网上双语公开、双语办事模式。

专家表示，内蒙古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并得
到系统的法律保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竞红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统一和自治、
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合起来，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搭建
了有效的制度平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哈日根图嘎查，年过八旬的蒙古族牧

民斯仁塔日瓦5年前脱贫后，开始帮助同村汉族贫困户黄文祥，送给
黄文祥几十只母畜，还帮他垫资买了拖拉机。

如今，黄文祥过上了好日子。他说：“邻里之间的真情相助，远远
超越了民族的差异。”

共同迈向现代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蒙古族数学家阿拉坦仓在多
个场合介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好处。

阿拉坦仓说，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会给少数民族提供更多发
展机遇，这与保护本民族语言文字并行不悖。

为使蒙古族人民自由顺畅地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内蒙古研发多
项蒙古文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成果，让蒙古文在互联网世界畅通无阻，
也让机器人、AI主播开口说蒙古语。

汉族党员郝金龙到兴安盟扎赉特旗金山嘎查驻村工作。这是一
个蒙古族人口占99%的嘎查，在这里，他成了“少数民族”。

他初来乍到，村民们对不会说蒙古语的郝金龙将信将疑。仅2年
后，62名村民将一封摁满红手印的申请书寄到他的工作单位，盛情
挽留他。

在郝金龙带领下，2020年嘎查贫困发生率降至零，如期完成脱
贫目标，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增至1.4万元。充满感激的村民创作了一
段蒙古族传统说唱好来宝《党的恩德和我们的生活》，成为嘎查节庆
时的保留曲目。

少数民族地区正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新格局。内蒙古明确定位
为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

先富起来的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省区建立了稳定的协作帮扶机
制。北京市对口帮扶内蒙古25年，仅近三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就达
45亿元，从中受益的贫困群众达30万余人次。该机制将会持续深
化，以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 张云龙 张雨阳 勿日汗 王春燕 贺书琛 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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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浙江温州市宗教界政协委员共聚平阳县南雁荡
山道教场所，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举行沙龙活动，在相互
沟通中碰撞思想的火花。这是温州市政协宗教界别创新开展“四合
院”沙龙现场的一个精彩剪影。

自2019年起，温州市政协宗教界别在每年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四个中国传统时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组织
宗教界委员以“轮流坐东”形式开展场所间互访互鉴交流活动，通
过良性互动塑造温和、理性、包容的宗教文化品质，建立健康和谐
的宗教关系。

截至目前，温州市政协宗教界别已经分别开展了“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宗
教界委员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各自宗教教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经据典、各抒己见，在交流中进一步增进了解、达成共识，为新
形势下推进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了有
益探索。

据悉，温州市政协宗教界别还抓好常态化学习和互动式走访，倡
导宗教界增强政治认同、文化融合、社会适应的自觉性。比如，将每月
1日固定为“界别学习日”；市政协民宗委、宗教界别组负责人定期走
访委员单位，宣传党和国家宗教方针政策，和宗教界代表人士深入交
流，2020年共走访宗教活动场所30余个。

（陈梦园 徐悠幽）

温州市政协创新开展宗教界“四合院”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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