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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蒙古式的传统建
筑手法，既具有藏传
佛 教 寺 庙 的 建 筑 风
格，又融合了汉传佛
教寺庙的建筑特色，
别具一格。外八庙多
仿照中国各地著名寺
院而建，普宁寺仿西
藏三摩耶庙、安远庙
仿 新 疆 伊 犁 固 尔 扎
庙、普陀宗乘之庙仿
拉萨布达拉宫、须弥
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
什伦布寺、殊像寺仿
山西五台山殊像寺、
罗汉堂仿浙江海宁安
国寺，体现了“锦绣
河山之缩影，民族团
结之象征”。

建筑风格上，以
普 宁 寺 为 例 ， 前 半
部为汉式禅宗寺庙建
筑，后半部为白台黄
瓦的藏式建筑风格。
普宁寺大乘之阁等，
以汉式建筑为基调，
杂糅了大量藏式建筑
表现手法。普宁寺虽
是模仿西藏三摩耶庙
而建，但在建筑设计
上将汉、藏建筑样式
重新组合，是汉、藏
合璧建筑的集大成，
创新大于模仿，形成
了独特的建筑风格。

此外，匾额、碑
文 作 为 一 种 特 殊 的
建筑附着物广泛存在
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
庙，其多民族文字书
写方式折射出各民族
文化的交流，同时也
是清代作为统一的多
民 族 国 家 的 历 史 见
证。例如，避暑山庄
丽正门匾额用满、蒙

古、汉、藏、维吾尔
五种文字书写，外八
庙的碑文多用满、蒙
古、汉、藏四种文字
书写。

避暑山庄及周围
寺庙充分体现了多民
族建筑风格的融合，
反映出各民族的密切
联系，生动地阐释了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合内外之心，
成巩固之业”：共同
的历史记忆

承德是清朝皇帝
接受边疆地区少数民
族王公贵族觐见的重
要场所，避暑山庄及
周围寺庙见证了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的历
史。

乾 隆 二 十 年
（1755年），为纪念
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
尔部叛乱，乾隆皇帝
在 避 暑 山 庄 设 宴 封
爵，并兴建寓意“安
其居，乐其业，永远
普宁”的普宁寺。乾
隆 皇 帝 亲 自 撰 写 《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
之碑》《平定准噶尔
后勒铭伊犁之碑》碑
文 ， 工 匠 用 满 、 蒙
古、汉、藏四种文字
刻成石碑，置于普宁
寺内。

乾 隆 二 十 年
（1755年），厄鲁特
蒙古达什达瓦部从伊
犁河畔迁徙到天山北
麓的巴里坤，后在清
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
乱中作出巨大贡献。
清政府为安抚达什达
瓦部，决定将他们迁
至承德，编入蒙古八
旗，为其划定牧场、
建立住宅，并在驻地
附近仿伊犁固尔扎庙
修 建 了 安 远 庙 。 从
此，达什达瓦部在承
德定居下来，与各族
人民一道建设承德。

厄鲁特蒙古土尔
扈 特 部 为 挣 脱 沙 俄
帝国的压迫统治，逾
越艰难险阻，万里东
归 。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1771年），乾隆皇
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

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
锡，并亲撰《土尔扈
特全部归顺记》《优
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用满、蒙古、汉、
藏四种文字镌刻碑文
的石碑，置于普陀宗
乘之庙碑亭内，永志
纪念。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1778年），六世班
禅主动奏请入觐，为
乾隆皇帝庆祝七十寿
辰。乾隆皇帝高度重
视，下令仿西藏扎什
伦布寺修建须弥福寿
之庙，作为六世班禅
来承的行宫。经过一
年 多 艰 苦 跋 涉 ， 六
世班禅于1780年抵达
承德，乾隆皇帝为其
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
式，并用藏语与其叙
谈。六世班禅在承德
期 间 ， 乾 隆 皇 帝 多
次宴赏蒙古、藏、维
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政
教首领，极大地促进
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历史文化遗产是

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宝贵资源，不仅生
动述说着过去，也深
刻 影 响 着 当 下 和 未
来。避暑山庄及周围
寺庙见证了清王朝处
理边疆民族问题的重
要时刻，凝结着民族
团结的历史记忆。深
入挖掘和研究避暑山
庄及周围寺庙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记忆，阐释各民族交
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
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全面书写、大力宣传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
的历史，有助于坚持
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
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 本 文 作 者 张
红，河北民族师范学
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
员。中国民族建筑研
究 会 信 息 宣 传 部 整
理、编辑，更多精彩
内容敬请期待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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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建筑(下)

▲承德普宁寺建筑 ▲避暑山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