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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西运城·读华夏历史

河东探“宝”

布局合理 体现传统美学

春日阳光正好，在垣曲县文物保护
中心友人的陪同下，我们观瞻了这座庙
宇。远远望去，便看到两座古老的宫殿
式建筑被围在一圈高大显眼的红色围墙
中间，围墙墙头以筒板灰瓦人字形搭
盖。山门旁有一口古井和一棵古柏，合
着山门宫殿式顶盖，更有贴着围墙摆放
着多个石臼碑座，给人一种久远的沧桑
况味。

山门悬有“玉皇庙”三字的匾额，侧
边一座石座方碑镌有简要文字介绍，从
中可知玉皇庙为元代遗构，一进式院落
格局，南北进深26.8米，东西宽17.95米，
占地481平方米，原有正殿、戏台、东西耳
殿、东西厢房和掖门等主要建筑。整个建
筑规模小巧，布局合理，体现了古代传统
建筑布局的特点。现仅留中轴线上的正
殿和戏台，其他建筑均已不存，为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庙院，院落以灰色条砖铺地，平
整、干净而利落，衬得整体环境愈加幽
雅、空寂而肃穆。两座大殿稳稳伫立在高
高的台基之上。台基周边砌有青砖，高出
地面足有一米六七，把大殿托举得壮观
而雄伟。

正殿前有月台，月台略低于正殿台
基，其长宽都在六七米开外，面铺方形地
砖，宽阔平敞。月台上安放着两尊古铜色
大香炉，月台下两边各有一尊铁铸大鼎，
鼎内存水，以备应急所用。

正殿戏台 呈现元代遗风

正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当心间设
双扇板门，两侧间为槛窗，全为木质结
构，简约朴素。单檐铜板灰瓦造顶，房脊、
侧檐两端皆有吻兽装点，造形灵巧生动，
栩栩如跃动之状。前檐沟滴紧密，檐下铺
作七朵，形制大气磅礡，匠心独具。正殿
墙体厚实，盖为土夯和土坯，外敷草泥，
粉以赭色颜料，外观整体，显得古朴典雅
且有厚重之气。

走进殿内，进深四椽，三间通体，五
尊神像坐北向南分列东西。中间最高大
者为玉皇大帝，前站金童和玉女，右边是
关帝爷和药王爷，左边为王母娘娘和黛
眉娘娘。五尊泥胎彩塑皆取坐姿，面露慈
悲，神态各异。

据介绍，正殿三间面宽 10.25 米，进
深四椽 5.58 米，建筑面积 57.97 平方米，

单檐悬山顶。全殿共计用柱15根，前后椽
柱8根，两边4根，附柱3根。柱头施五铺
作双下昂斗拱，补间斗拱皆一朵，仅当心
间为梅花形大斗，令拱皆为异形拱。

正殿梁架结构简练，当心间四椽栿
通达前后檐用两柱，四椽栿两端置于前
后檐铺作之上，铺作由檐额承托，此构造
将梁栿以上全部荷载分散传递到檐额之
上，使建筑整体构架受力均匀，坚固耐
用。而山梁架与当心间构造有所不同，在
两山面增置前后山柱，梁架改为前后搭
牵对平梁，使网柱更加稳固。当心间东西
两缝梁架（纵架）之间只设长垫板，而不
施攀间枋，体现了明显的地方风格。而前
后檐柱之上采用大檐额之制，檐额、榑枋
等用材随意，稍加砍削即使用，则又体现
了元代建筑制作方法。

正殿当心间面阔 3.58 米，柱高 2.86
米，与宋代《营造法式》之”柱高不越间
广”相合。斗拱材宽 115 毫米，单材高
165 毫米，约合宋代《营造法式》中的七
等材。建筑柱径与柱高之比，前檐斗拱
与柱高之比，总举高占总高的百分比，
柱高占总高的百分比，均与山西其他地
区现存的金元时期木构建筑比例极相吻
合。

以上均反映了埝堆玉皇庙正殿的元
代建筑特征。它是山西南部地区现存为

数不多的早期木构建筑的代表性建筑之
一，体现了较高的建筑历史、艺术和科学
研究价值，为研究山西南部地区早期建
筑发展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
实物例证。

款步来到正殿不远处的戏台，戏台
坐南向北，与正殿相对，其外观和规制与
正殿相仿，也是面阔三间，进深四椽，明
间通檐用两柱，悬山铜板瓦顶，建筑面积
与正殿相差无几。

友人说，虽然戏台具体构件和建筑
制作与正殿不尽相同，但主体构架相同，
均具有元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台口展
阔，侧边有上下台阶，只是如今台内空
空，一览无余，想来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戏台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红火。

修旧如旧 再现古建之韵

环视整个院内，有高大的古柏，有新
栽的白皮松，有紫薇、红梅等多种花草，
东墙根还有几通石碑（皆记载了历代捐
资修庙的有关事记），这些都让古庙于古
老简朴之中又平添了一份难掩的生机。

友人说，此庙确切创建年代虽至今
无稽可查，但据遗存的残碑碑文可知，明
代成化年间、清代康熙四年（1665）、嘉庆
二十三年（1818）均有修葺或重修。加之

正殿和戏台主体构架仍基本保留着元代
建筑风格和特征，可推断该庙最迟在元
代已经创建无疑。到了近现代，民国二十
六年（1937），村民又集资重修庙宇，但抗
日战争期间，东西耳殿和东西厢房皆被
烧毁，掖门也坍塌，只留下了正殿和戏台
两座孤殿。

改革开放后，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越来越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人民的重视。
2006年，这座庙宇因其自身无可替代的
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又是研究山西南
部地区早期建筑发展和宗教信仰等方面
的重要实物例证，故被国务院确定为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对戏台进行了
全面性修缮。2012年，国家又拨专款全
面修缮了正殿，恢复了围墙，新建了山
门，这才有了如今古色古韵的元代玉皇
庙。

两次修缮，完全依从原有规制，在保
证原有建筑风格和特征的基础上，只作
修补，不动筋骨，保留原有建筑的元代风
貌，体现了国家对历史负责、保护文物和
爱护文物的宗旨。

垣曲埝堆玉皇庙是国家历史文化遗
存中不可多得的建筑实体之一。它为研
究山西南部地区早期建筑发展和宗教信
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有着无可替
代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

垣曲埝堆玉皇庙：建筑木构再现元风之美
□王端阳

从垣曲县城东南角向东三公里，越过一道冲水深沟，

上去坡顶就到了黄土高冈之上的埝堆村。村子不算大，

但巷道干净，在村子西北角坐落着一座六七百年前遗存

至今的古庙宇。这就是埝堆玉皇庙。

其实，早年这座庙宇离村子比较远，改革开放后，随

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村子不

断向周边扩展，庙宇才渐渐被“裹”到了村子里。如今，它

犹如一位坐在众多后生中间的耄耄寿星，安祥地呼吸着

现代文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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