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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西运城·读华夏历史

河东探“宝” 

一座古建室外博物馆

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采访
当日，恰逢芮城县蒲剧线腔艺术研究所
送戏下乡公益演出，戏台就搭在广仁王
庙前。非遗、文物美美与共，那种烟火气、
文化味交织在一起，可谓妙不可言。

穿过看戏的人群，搭建的戏台后是
一面土崖，下凿有三眼窑洞。据芮城县文
保中心副主任、广仁王庙文物保护所所
长刘博介绍，这窑洞之前就有。2013年，
芮城县对广仁王庙主体建筑落架大修，
2015年进行环境整治，2016年又与万科
集团合作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对窑洞
整修加固。

拾级而上，从东南角的大门进入，如
同闯入一座空降的当代艺术馆空间。

首先到的是“序庭”，即意味着广仁
王庙的游览从这里正式开始。整个序庭
有两处值得细观的地方，第一是迎面墙
壁上的一条黑色时间轴，罗列了中国从
唐至清19座比较有代表性的古代木结构
建筑剪影。按时间顺序看，广仁王庙位置
明显，排在第二。第二是脚下的广仁王庙
足尺剖面图。

“一比一还原广仁王庙大殿的纵剖
面。”刘博说，“建造整个序庭面板的材
料被称为混凝仿生土挂板墙，原料为废
弃建筑垃圾，轻便环保，易做造型。”其
设计和芮城西侯度遗址设计出自同一公
司。

当时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整治提升，修
建了一系列有层次的独立空间，加入了一
些展览陈列的内容，让游客能够更好地欣
赏古建筑，了解中国历史悠久的建筑文化。

可以说，广仁王庙是一座古建“室外博
物馆”，而且目前免费对外开放。

一殿唐代典型木建筑

穿过序庭，便可一观广仁王庙的全
貌。广仁王庙由正殿、戏楼、厢房组成，四
周有围墙，东南角辟有小门。厢房已在战
火中损毁，现庙内仅余正殿、戏楼。

“广仁王庙的正殿发现于20世纪50
年代的文物普查。”文保员冯利平说。

正殿为唐大和五年（831）建造，坐北
向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架椽，平面
呈长方形，单檐歇山顶。整个建筑古朴雄
浑、大气唯美，虽历千年风雨，仍不失唐
代风貌。斗拱硕大、叉手长壮、翼角起翘，
出檐较短，屋顶平缓，板直棂窗……造型
端丽、结构简洁，展现了唐代建筑的恢弘
大气、庄重大方，与元代的粗犷、宋代的

美观、明清的精致等风格截然不同。
走进正殿，殿内无柱，梁架全部露

明。梁记板上题有清乾隆十年、清光绪
三十二年与1958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重修的墨书落款。殿内正中供奉龙王
塑像，两侧配有风雨雷电四神像。

广仁王庙在当地也被称为“五龙
庙”。相传，龙泉村村北早年间有龙泉涌
出，灌溉了一方良田，所以村人于其上建
龙王庙祭祀。史上有载，我国祭祀龙王
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此庙就是最早的
遗存实证。北宋徽宗时对龙王有了具体
封号，诏封天下五龙：青龙封广仁王，赤
龙封嘉泽王，黄龙封孚应王，白龙封义济
王，黑龙封录泽王。青龙居于首，统御诸
龙，所以龙王庙被称为广仁王庙。

与正殿相对的是戏楼，古朴秀丽。
根据庙内碑记，戏楼建于清乾隆年间，后
曾不断重建。戏楼坐南朝北，面阔三间，
硬山式屋顶。最有趣的是外墙上的一排
铁钉，铁钉本是加固墙体之用的，为了美
观一般会雕成菱形。因庙内供奉的是龙
王，所以铁钉的造型都是海星、螃蟹等，
从此细节可见古人的匠心。

戏楼与正殿虽属不同年代，但浑然
一体，构成了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形的庙
堂建筑。

据说，过去每逢龙王寿辰农历五月
十三这一天，周边的老百姓都会浩浩荡
荡赶来祈福，彼时戏班登上戏楼唱戏，人
声鼎沸。除此外，每年正月十五，这里还
会举行社火、灯会，热闹非凡。

一面言明历史碑刻墙

在正殿的后方，有一面碑刻墙。这
些石碑有的曾嵌在正殿墙内，有的曾立
于大门两侧，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放在
了一起。整个墙体上共有5通石碑，其中
两通唐碑，3通清碑。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所立的《广仁
王龙泉记》碑，由乡贡进士张铸撰文、河
东裴少徽书丹、河东裴绩书额，字体雄浑
劲秀，详细地记载了县令于公凿引龙泉
之水兴修水利，灌溉农田造福一方的事
迹。碑文中记载，当时县令牵头修筑龙
泉池，旁边建祠宇，绘制龙王形象。文中
引征西门豹引漳水治邺史事，以显于公
治芮之功。可惜的是，如今村中龙泉水
位下降，早已干涸，仅留遗迹。

唐文宗大和六年（832）所立的《龙泉
记》碑，记载了扩建、修葺广仁王庙的始
末。碑文记载了当年春季遇灾，县吏在
这里祭祀后天降甘霖，百姓度过旱灾，随
后拆旧庙、建新宇的事迹。

由碑文可认定庙宇的始建年代，也
就是说，广仁王庙距今已 1000 多年，是
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道庙建筑。

这两通唐碑对研究广仁王庙的建造
年代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还对研究
我国水利发展史有一定的价值。

其余3 通碑为清乾隆十一年刻立的
《重修广仁王庙序》碑、清乾隆二十三年
刻立的《重修广仁王庙乐楼记》方碣、清
嘉庆十七年刻立的《重修广仁王庙乐楼
记》碑，均记载了庙内清代戏楼的修建、
修缮情况。

一条现代科技文保路

正殿后是观景台，继续沿着石子路
前行，西侧是晋南古建展廊，记录了运
城、临汾两地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便于游客了解更多的古建知识。东侧
是斗拱庭，展示了中国仅存的4座唐代木
结构建筑的斗拱样式。

在庙内大院一侧，停有一辆微型消
防车，除此外，这里还有微型消防站，消
防工程严谨，安防系统也不落后。走进管
理室，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监控屏幕，上面
滚动播放着庙内各处监控画面。

刘博介绍：“庙内共设有 41 个摄像
头，云台有4个，全景摄像头有两个。我们
24小时值班，夜间还启用了电子巡更、电
子入侵系统，实现了高效监控。”

冯有福是广仁王庙的文保员，也是
村里分管广仁王庙这片的小队长。他
说，广仁王庙有段时间是村里的小学，那
里有他学生时代珍贵的记忆。看到这里
越变越好，他满脸笑意：“因为广仁王庙
的存在，也因为相关部门的支持，村里道
路硬化了，广场建起了，整体环境提升
了，村容村貌焕新了。”

得益于村民的辈辈守护，广仁王庙
才从千年前的唐代走到现代，今天它又
选择了一条新的文保之路，变身成一座
露天的中国古建博物馆。从空间划分、游
览动线、围墙材质、地面铺装、植被选择、
观景台设计到附属的展览及休憩空间都
蕴含着精致的美。

比起另外三座唐代木构建筑，广仁
王庙虽然建筑面积和体量不大，但这一
点也不影响其在建筑史上的学术价值。
它恰好又与永乐宫做了邻居，当游人沉
浸在古建之美意犹未尽时，也可转到广
仁王庙来，欣赏一下唐代遗风。

漫步在铺满白砂的小道，凝望檐下
的唐代斗拱，远眺与广仁王庙千载为邻
的中条山，四野无人，心中不禁涌起天地
悠悠、古月今人之叹。

芮城的广仁王庙很多人可能闻所未闻，但其在文物界和建
筑界可谓声名赫赫。广仁王庙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
我国现存唐代木结构建筑仅有四座，其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
筑的孤例，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道庙建筑。

广仁王庙位于芮城县城北3公里的古魏镇中龙泉村，与著
名的永乐宫咫尺相望，北依条山，南临黄河，风景秀美，历史文
化积淀深厚，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月16日，记者一行走进这座隐藏在乡村中的庙宇，目睹
这一唐代瑰宝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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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广仁王庙：我国现存最早的道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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