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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宇特色很鲜明殿宇特色很鲜明

▲南柳泰山庙正殿

□记者 薛丽娟 实习生 吉梦琳

南柳泰山庙坐北朝南，对称分布，现
存建筑总计九座。

正北方的七座宫殿一字排开，中间
为正殿，两边分别为道士房（耳房）、后土
殿、三王（牛龙马王）殿和虎头门（耳房）、
圣母殿、火神殿。

庙东是阎王殿，庙西是娘娘殿。
正殿、后土殿、圣母殿这三座殿，元

代建筑特点突出，尤其正殿前粗壮硕大
的檩木十分少见。

南柳泰山庙始建年代不详，但从正
殿外墙上的四块碑刻其一记载“唐宋元
明代加修葺”，可知其历史久远。

三王殿、火神殿门口也有记载重修
事宜的石碑，宫殿曾在清康熙四十六年、
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十九年多次修缮。

总体来讲，南柳泰山庙是一片保存
比较完整的元、明、清古建筑群。

据绛县博物馆馆长苏文芳介绍，原
来的庙宇有山门，中轴线上分布着戏台、
献殿、正殿，东有钟楼、鼓楼、廊房、阎王
殿、道士房、后土殿、三王殿，西有廊房、
娘娘殿、虎头门、圣母殿、火神殿。

由于年久失修，庙内的建筑都有不
同程度的残损。2013年，经绛县文物局
申请，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修缮方案，争取
到了国家资金400万元，于2015年对庙

内所有建筑进行了修缮，基本恢复了原
貌。

在正殿和圣母殿间夹有一间耳房，
当地老百姓叫其虎头门。以前人们觉得
流年不利时，他们就会来到南柳泰山庙，
先在正殿焚香祷告，后到虎头门“渡过劫
难”。

苏文芳说，庙中原来的戏台也是元
代建筑。戏台有一石刻楹联，现存绛县
博物馆，其内容为“把往事今朝重提起”

“破功夫明日早些来”。这副联可谓是对
我国传统戏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
人们喜爱程度的总结，刻画得十分形象、
有趣。

南柳泰山庙南柳泰山庙：：隐藏在乡间的建筑瑰宝

在绛县南樊镇南柳村有一座泰山庙，历史悠久、
规模宏大，尤其正殿脊梁上华丽的琉璃，更是光彩夺
目，令人震撼。

虽说在我国农村有村就有庙，但这座村庄怎么
会有一座如此规模之大的泰山庙，想必很多人都有
同样的疑问。

近日，记者来到绛县南柳泰山庙，探寻它的建成
原因，追溯它沧桑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

南柳泰山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南柳村村边的一个土坡上。

走进南柳泰山庙内，眼前豁然开朗，
一字排开的宫殿式建筑在冬日的阳光下
古色古香、庄严肃穆，有一种静谧的感
觉。

迎面有一棵古柏，高耸挺立、古木参
天，树围在5米以上，可见其年数不短。

“有人问这棵柏树的树龄，当地的老
人会告诉你，孔子时候栽种的，孔老夫子
今天多大年纪，它就多大。”绛县文物局
保护员高帅说。

据说这棵树是周代时期的，也被人
们称为“周柏”。后来，因农村建设，有人
在离树不远处挖坑浇水，不小心碰着了
一旁的石灰堆，对树根造成了损害。

如今，古柏虽已不再郁郁葱葱，但依
然傲然挺立在院内，上面零星栖息着几
窝小鸟，陪伴着这座古庙，守护着这方宁
静……

相传，早年间，当地发生过两场瘟
疫，瘟疫过后，为纪念治疗瘟疫的英雄，
附近五个村聚集起来修建了一座泰山
庙。正殿供奉着东岳大帝——黄飞虎。

商朝末年，黄飞虎为救民于水火，首
举义旗，偕同二弟、三子、四友，亲率一千
家将，联合姜尚，讨伐昏庸暴虐的纣王，
得到群臣的支持和各地百姓的拥护，追
随者甚众，声威大振，势不可挡。在兴周
灭商的战争中，黄飞虎战死于渑池。

周武王评价黄飞虎“威行天下，义重
四方，施恩积德，人人敬仰，真忠良君

子”。姜子牙特封黄飞虎为五岳之首、东
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执掌幽冥地府一
十八重地狱，总管人间生死大权和吉凶
祸福。

善恶有报应，为给后人警示，每年东
岳大帝诞辰农历三月二十八，这里有举
办庙会、唱大戏的习俗，教化人们除恶向
善，多做好事。

可以说，这座庙有如此规模，又能保
存如此完好，得益于周围五个村村民的
守护。

碑文记载其修缮经费由郑柴、南柳、
北柳、吉峪、范柴五个村筹集，日常看管
和维护也由这五村共同负责。

所以，南柳泰山庙是属于五个村共
有的庙。

南柳泰山庙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庙
宇屋顶的琉璃制品。这些琉璃色彩斑
斓、流光溢彩，各种建筑、人物、动物、
花卉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
脆。”白居易的这句诗道出了琉璃经久
不衰的艳丽色泽和极难保存的特点。

这样大规模的琉璃制品在当时是
很少见到的。琉璃在古时不仅是消灾
辟邪的灵物，还体现着皇家或庙宇的
尊贵地位。只有东岳大帝这样的帝王
级别，才能有如此规模的琉璃供奉。

现南柳泰山庙宫殿上的琉璃是现
代工艺一比一还原的，造型精美、色彩
亮丽，但唯一遗憾的是孔雀蓝的颜色
有所欠缺。

“琉璃中最名贵的要数孔雀蓝，这
一古老的配方几乎失传，现在工艺很
难再现那么亮丽的色泽。”苏文芳说。

得知南柳泰山庙之前的琉璃就保
存在绛县博物馆中，记者专门前往观
察和拍照，发现古代的孔雀蓝与现在
还原的工艺和色彩确实存在差异，今
人很难重现那么漂亮的颜色。

苏文芳说：“当地老百姓口口相
传，古代建庙时，这样的琉璃制品一般
有两套。我们没有去探究真假，这也
是对文物的保护。”这些美丽的传说，
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

一座庙宇，有大大小小众多殿宇，
教人向善、护佑子孙、延绵福运……不
仅承载了人们的祈求，也反映了传统
文化教育的多元化。

这仿佛在告诉我们，在历史长河
中，不仅要顺应自然，也要敬畏自然，
不仅要心存善念、端正言行，更要有所
为、有所不为，修身修心、爱国爱家，有
所成、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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