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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山西庙会建筑布局与祭祀空问营造分析

朱向东，陈 康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摘要：宋金时期，山西地区的民间祭祀活动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庙会祭祀及其空间组织在历史地

理空间上的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庙会祭祀的空间场所——寺庙建筑的布局和组成也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本文通过对其寺庙建筑分布、布局和组成等特征的描述和历史成因分析，探讨寺庙空间场所的构成及其与民间祭

祀活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宋金时期；庙会；寺庙建筑；祭祀空间

中图分类号：TU一02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1933(2014)04—282—04

1 晋地传统庙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源

流

庙会一词，最早见于古籍《后汉书·张纯传》：

“元始五年(公元5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褚

祭”。这时的庙会专属于王公贵族的宗庙祖先祭

祀，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政治性祭祀活动，与后世民间

的庙会差别很大。尽管如此，依旧可以寻找出后世

与上古宗庙的丝丝联系¨j。

在山西，庙会最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地方俗

称“上庙”、“朝山”、“迎神赛会”、“逛庙会”等。十

年九旱的客观环境，让生机艰难的山西人做梦都想

过上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于是把希望寄托

在神仙身上。而庙会建筑作为承载这一切的客观载

体，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祈求生活富裕

幸福。每逢庙会，社家就会排练锣鼓、花鼓、赛马、高

跷、旱船、花车、鼓车、戏车等文娱节目，庙会迎神有

两种形式：一种是从神殿抬出神的替身或是神架示

众；另一种则是在社家存放，待到庙会时，从社家抬

出。

2 宋金时期山西迎神庙会的分布特
占

，I'’

据资料统计，现存依托建筑进行迎神赛会、上庙

等活动的地区共有120处之多[2引，其中，宋金庙会

建筑20处，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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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现存有古庙会活动的祭祀点数量统计

由表1可知，山西庙会建筑数量众多，其分布特

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2．1 分布众多

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其中，依托庙会建筑进行

迎神祭祀活动的县市共有51个，占全省市县的

42．9％。从晋南到晋北、从东部的太行山区到西部

的吕梁山区，庙会文化建筑覆盖全省大多数地区。

2．2分布不均

庙会建筑多分布于晋南、晋东南一带，晋中次

之，晋北地区则少之又少。主要集中于汾河流域、沁

河流域、涑水河流域。其分布特点：大同盆地零星分

布，忻州盆地一带线状分布，太原一带片状分布，汾

河中下游，以临汾、运城盆地一线密集分布。这一地

区的庙会建筑占全省总数的40．2％；山区居民少

量，庙会活动稀少，因此现存庙会建筑较少。其他地

区则为点状分布，只占全省庙会建筑数量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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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庙会文化建筑总体布局与基

本形制

3．1 总体布局

“无庙不成村，无村没有庙”。古人对庙宇的选

择一定是选上好的宝地，结合易经为主，以风水为导

向，利用“乘风”、“藏风得水”、“形势”等众多说法，

达到“聚气”的目的。寺庙选址一般位于村头或村

中社区比较核心的位置。风水选择上喜欢接近山

腰，以求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山西省内山脉众多，

因此村庙建筑选址多选山底。村庙门口留有一定的

空地，空地前方一般设置戏台，戏台平时不用，多为

逢庙会期间集中使用。

庙会祭祀建筑与当地村民关系密切，修建选址

不会离村很远。而在寺庙建筑的整体布局上，乡村

大体保留传统“坐北朝南”或“坐东向西”的单层单

座式的建制，有分离型、镶嵌型、融合型三种布置手

法，因村落自身发展，周围民居建筑不断向村庙靠

近，使村庙在地理位置上不再显得空旷，见表2。

表2宋金山西庙会建筑分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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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基本形制

山西传统庙会建筑深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

学与美学思想的影响，把原来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改

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情感抒发在日常心理伦

理的社会人生中【4J，讲求尊卑秩序、主次分明，而

《易经》中“三才”的影响，导致祭祀空间多求“平

衡”，以求“弥纶天地之道”，所以表现在建筑上，中

轴对称的整体布局表现尤甚。而这种布局手法较符

合人际伦理规范、规矩及礼制。

因此，庙会建筑多采用纵轴式布置，左右对称，

为两进院，少量一进、三进院。沿中轴线自南向北

(个别依地形而布变化)依次为山门、戏台、献殿、正

殿、后殿(或寝宫)。以主体殿堂所处的位置为纵轴

线，殿左右各配一至两座配殿，山门左右或院内东西

角建钟鼓楼。四角以围墙与建筑物后面山墙围成一

个长方形四合院。宋、金、元时期的戏台建筑多孤立

的建在正殿的庭院中间，面向大殿，后移出庭院，独

立的安置在山门之外，正对山门。基本形制可总结

为四种，见表3。

4 契合祭祀文化功能的祭拜空间营

造与延伸

在古代社会，民间庙会的形成、发展与宗教祭祀

活动密切相关，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的

发展而发展、完善起来。秦汉以后，随着佛教、道教

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兴起以及民间神灵崇拜的盛行，

在神佛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祭祀仪式的带动

下，民间庙会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而民间庙会作

为一种特殊的及时，其最初是信仰与崇拜鬼神的节

日，是寺庙的节日，同时也是善男信女祈求还愿的日

子。城乡村舍定日聚众与寺庙内外，举行迎神赛社，

并邀请戏班，届时，庙门大开，锣鼓喧天，香客不断，

摊贩云集，热闹非凡，献戏酬神，借之娱人”J。庙会

建筑作为民间庙会的重要载体，在庙会活动发展的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4．1 营造严格神圣的核心祭祀空间

庙会祭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并按照一定的步

骤来完成祭祀活动的主要部分。庙会建筑最基本的

祭祀要素是正殿(或大殿)。正殿是安置神像以供

信徒参拜的地方，是举行宗教仪式并激发宗教情绪

的地方。具有迎神功能的寺庙大都采用了戏台(山

门)——山门(戏台)——庭院——正殿(后殿)这一

空间结构。从进入到完成祭祀，整个活动都在这一

条主线上进行。山门作为前导，正殿、后殿对应其本

身的祭祀功能。祭祀仪式进行时，需从山门进入，两

侧绕行至正殿，在祭祀者走过的同时，将其视线引向

被四周屋檐围合出的方形天空，从而营造出庄严肃

穆的纪念性氛围。在这一祭祀流线中，戏台和正殿

之间的院落(场地)便成为重要的活动节点。经过

这一虚实变化，祭祀空间得到了强化，而围合的院落

又保证了祭祀流线和仪式空间的严肃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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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宋金山西庙会建筑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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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轴线上，戏台作为整个院落中相对独立的

单体建筑，人们可以灵活的进行布置，也不会影响整

体院落的形象和祭祀空间布局。戏台和山门之间比

较宽敞的空间，则可以作为祭祀集结，或进行公共活

动之用，作为祭祀仪式的前导，起先抑后扬的功能。

祭祀仪式作为庙会迎神、上庙活动的规范，在山

西一些不发达地区比比皆是，且各地形式不一，成为

活化石。有资料记载并沿用至今的洪继院庙会建筑

则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每年的6月23日举行的

洪济院庙会，属于重要的非物质遗产文化，经过多个

朝代的发展仍然经久不衰，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

是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在庙会当天上午8时辰

许，各路参加庆贺的人士在大街上集合，由程郭二姓

尊长带领两队，进庙祭神，左队有打旗人、打灯笼人

一对，抬贡品人8队，还有秧歌乐队参与∞o；右队有

善男信女、佛弟子以及各界信士等人，左右并列，整

齐有序，吉时从洪济院的山门进入戏院，左队由楼

门、右队由鼓楼门一起进入洪济院内，由两侧绕行至

正殿前。辰时到，由尊长宣布庙会开始，鸣炮奏乐，

文武社火，锣鼓喧天，8个音乐手用“宫商角羽”的谱

子，演奏庆典乐曲，善首点灯烧香，尚飨祭庙，行祭祀

礼。

4．2 自发配合村落经济的附属祭祀路线

村落的发展走向总是朝着人口众多的地方。而

寺庙往往本身就建在人口稠密地区，或者该地由于

有著名的寺庙而变得人El稠密，就山西本土而言，在

城镇或乡村的内部，尤其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村

落，其经济文化的区域中心、公共活动场所多由庙会

的附属祭祀空间转化而来，成为庙会祭祀的延伸。

而庙会的形成及发展，大致是遵循着这样的一种模

式，当村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根据习俗及崇拜，便

滋生出寺庙、商业等公共建筑及公共场地，并随着人

们信仰的需求，从祭神、娱神逐渐形成娱人的格局，

而后当地就出现了各种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各

地迎神赛社习俗的不同，逐渐发展成为以庙会建筑

为核心的多种功能的综合，并成带状分布。经过多

年封建迷信破除工作，很多实体庙宇早已不复存在，

然而其中的一些商业、文化、公共的集散地残留了下

来，成为今天研究庙会祭祀建筑及其发展的佐证。

宋金山西民间庙会迎神仪式，不仅仅会选在特

定的寺庙中进行，还延伸至村落或相邻村。逢庙会

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最为古老也是最为普通的公

共性活动，因祭祀场地有限，并非任何人都能参与到

祭神仪式中，迎神仪式产生就成为了必然。在祭祀

空间的选择上，会沿着村落的主要街道、街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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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车架则会由身体强健的轿夫，八抬、十六抬抬上

上庙会，以锣鼓、旗伞、执事牌匾为先导，阵仗宏大热

闹，行进过程中，行人不得挡道。神架抵达，即由尊

长上香、上供、鸣钟击鼓、顶礼膜拜，以祈求贸易繁

荣、生活和谐。

长治武乡洪济院庙会，很好的说明了自发经济

与庙会之间的关系。每当正式祭典结束后，本村祭

祀人员由尊长带回集合原地，从大井上(柳沟儿

口)——戏楼口——前街——后街——石顺破——

大井上转三周，并预祝前街金货市场、后街生产生活

资料市场、石狮坡至大井上饮食业市场、柳沟儿牛市

场，各行各业，生意兴隆，共谋庙会圆满成功(图1)。

图1 洪济院迎神祭祀流线

庙会实际上是祭祀的附属品，也是一种大贸易

集市、娱乐场所，每年会在特定时间吸引着成千上万

的人们，而这一切皆因其庙而成⋯。

5 结语

庙会建筑是山西人文、建筑文化的载体，民间祭

祀在信仰的多样性和自发性的基础上并没有随着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而消失，反而以

多种多样的形式保存延续了下来。村中的公共祭祀

活动，必须凭借一定的场所才能够进行。而这些庙

会建筑作为村落活动的中心，仍然起着核心作用。

庙会建筑不仅见证了晋地民众的生活，还见证了村

落的发展历史，是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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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开口钢管桩模型可以应用于全套管钻

进中全回转套管柱的力学分析；

2)套管柱工作时，易损坏部位位于套管的下

端，而非传统认为的上端易破坏，所以应设计出于套

管靴连接的专用套管以应对应力集中状况；

3)有限元分析极大的提高了力学分析的效率，

使难以解决的受力简单化。

全套管钻进中套管柱的力学分析填补了国内大

口径套管柱力学研究的空白，丰富了全套管钻进的

理论，对新型全套管设备和套管钻具的研发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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