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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黄粱梦吕仙祠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北郊黄粱梦镇东南，是一处集历史文化、民俗文

化、梦文化、道教文化于一身的文化休闲旅游场所，是一组历史悠久、规模宏伟、保存

较好的古建筑群，也是以“黄粱美梦”为代表的中国梦文化的实体依托，在全国久负盛

名，并影响到日本及东南亚一带。

黄粱梦吕仙祠是依托唐代沈既济所撰传奇小说《枕中记》而肇建的古建筑，初为卢

生祠、吕翁祠，后成为供奉汉钟离、吕洞宾等道仙的全真教道观。吕仙祠的始建年代难

以考证，一般认为始建于唐末宋初，从相关资料看，至迟在宋代已有建筑。北宋杰出的

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听到邯郸归来的友人讲述了卢生祠的情况后，联想到变革的失败

和仕途的坎坷，作有七绝《听人叙黄粱梦》：“邯郸四十余年梦，相对黄粱欲熟时。万

黄粱梦吕仙祠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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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只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这是有关黄粱梦吕仙祠较早的文字记载，后经历朝

历代不断扩建、重修、维护，形成了现在的建筑规模和格局。

黄粱梦吕仙祠现有殿宇180余间，占地面积14000余平方米。整体建筑平面布局大体

为中国古建筑传统的轴线对称建筑格局，“蓬莱仙境”照壁、丹房、栈桥、八角亭、午

朝门、钟离殿、吕祖殿、卢生殿等南北一线，莲池、钟鼓楼、东西配殿、东西碑廊分列

两侧，构成了这一建筑群长140米的南北主题中轴线。东西行宫、接官厅（元辰殿）等建

筑在布局上虽有所不同，但也在南北中轴线的两侧各自按轴线对称布局排列。接官厅、

西行宫组成了南北中轴线西侧的一条附属中轴线，东行宫（民俗神宫）则按照传统的二

进式四合院布局成为南北中轴线东侧的一条附属中轴线。轴线对称建筑格局思想贯穿于

整个建筑群形成的始终，直至清代扩建时仍保留有这种意识。如今在南北中轴线的最南

端，八仙阁、山门、九龙壁东西一线，“蓬莱仙境”照壁、丹房分列两侧，形成了建筑

群的一条东西附属轴线。在整个黄粱梦吕仙祠古建筑群中，除用轴线对称的平面布局

外，还兼有江南园林的布景手法。在古建群东侧较为开阔的地带，不拘轴线对称布局限

制，扩建有集中展现梦文化的中国名梦馆，利用开挖莲池的堆土做成了假山，山顶建有

凉亭，“虽由人作，宛如天开”。俯瞰整个建筑群，错落有致，古朴壮观。吕仙祠院内

绿树掩映，碧波荡漾，青烟飘袅，使游人自然而然地融入到集北方道观之幽静和江南园

林之清丽为一身的仙境中。

莲池与八角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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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的“九龙壁”

黄粱梦吕仙祠西向而开的山门正对面为一座琉璃瓦顶的照壁，壁上现雕有六条龙，

因原雕有九条龙，当地人称其“九龙壁”，名称沿用至今。始建年代不早于清康熙七年

（1668），可能为直隶总督白秉真捐金重修黄粱梦吕仙祠，始建西大门和八仙阁的同时

修建了此照壁。后被损毁，2002年曾落架重修。

“九龙壁”隔御道与祠门相对，西距祠门11米，为“一”字形照壁，砖瓦结构，宽

9.46米，高4.81米，厚0.9米，由顶、身两部分组成。该照壁为硬山式顶，琉璃瓦的绿色

构成了顶部的基本色调，正脊两端各有一个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的螭首，正脊两个侧面

的图案相同，均以中间的

宝珠为中心，六条黄色的

小龙在绿色花蔓中飞向宝

珠。四条垂脊顶部均有一

个似在喷洒甘霖的螭首。

照壁两面中心图案相同，

底色为红色，四角各嵌

有一块带有黄龙图案的绿色琉璃花角，四龙两两相对，神态各异，龙首齐向照壁中心，

好像要加入到照壁中心的二龙中去争抢宝珠。照壁正面菱形图案内，山石、云雾、海水

间，两条行龙围绕宝珠上下飞舞，游戏宝珠。在红、黄、绿色彩的映衬下，似有无数条

龙在腾云欲飞或行云布雨……一条条飞龙栩栩如生，各具姿态，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

面。

照壁具有挡风、遮蔽视线的作用，墙面上的装饰还能造成对景效果。黄粱梦吕仙祠

的“九龙壁”在当地老百姓心中还另有作用，每当久旱无雨时，百姓们就会往照壁上的

龙嘴内浇水，或许是照壁上的飞龙行云布雨，或许是神仙吕洞宾庇佑一方平安，往往不

久就会天降甘霖。

九龙壁上的龙纹图案

九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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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而开的山门

黄粱梦吕仙祠大门亦称“山门”，面向邯郸古道向西而开。据载，黄粱梦吕仙祠的

山门和八仙阁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由时任直隶总督白秉真捐金重修黄粱梦吕

仙祠时修建，1986年曾落架重修。黄粱梦吕仙祠山门的主体建筑坐落在方正的砖质台基

上，台基周边有石条加固。主体建筑为木构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南北长8.28米，

东西宽4.12米，红色立柱，五彩画枋，精巧的斗拱和庄重的色调使山门显得更加高大。

山门为硬山布瓦顶，正脊两端各有一鸱吻，两侧均饰有连枝花蔓浮雕，四垂脊下端各有

一龙形兽头，垂脊两侧也都饰有连枝花蔓浮雕，垂脊下端岔脊上各有两个走兽和一个仙

人骑兽。

道观的大门与佛寺大门一样，因多建于深山老林中，也称为“山门”。 大型道观

的山门多为三个门洞的牌楼，既符合对称的建筑格局，又以此喻示“三界”（仙界、人

间界和冥界）。道教认为只有进了“山门”，跳出“三界”，方才称得上真正的修道之

士。黄粱梦吕仙祠的山门或受建筑面积影响，只有中间一门，门顶额枋上悬挂有当代著

名书法家、原中国书协主席启功书写的“邯郸古观”匾额。根据当地老人口述，正门两

侧曾悬有对联：“晨钟暮鼓，惊醒凡尘名利客；灵文宝篆，度回苦海梦迷人。”今已无

黄粱梦吕仙祠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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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撰者不详。门两侧的外墙上有类似窗户状的圆形装饰，似乎是两个侧门的象征。山

门前面两侧和后面两侧各有青石蹲狮一座，威武雄壮，护卫着吕仙祠的平安。游客无论

出入山门，均是雄狮在右，雌狮在左。雄狮脚踏绣球，威震四方；雌狮脚踏幼狮，子嗣

昌盛。山门两侧为撇山照壁，镶嵌有“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AAA级旅游景区”

的标志。

中国古建筑的格局一般是坐北朝南，大门面南而开，而黄粱梦吕仙祠山门的朝向却

与众不同，整个建筑群虽也坐北朝南，山门却是西向而开。吕仙祠的山门之所以朝西而

开，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黄粱梦吕仙祠西墙外就是邯郸古道，这条古道是古时太行山东麓贯穿南北

的交通要道。出邯郸城向北，依次有三里铺、五里铺、十里铺、十五里铺和二十里铺等

村，因建有官方驿站而得名。山门西向而开便于接纳南来北往的客商。

第二，黄粱梦吕仙祠南边有一条河，山门如向南开，这条河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吕

仙祠向南发展的空间。所以在清代扩建吕仙祠时，考虑交通方便和地域空间，自然也以

山门西向而开为宜。

第三，道家崇尚紫气。位于吕仙祠西部的太行山余脉有座紫山，常年瑞气萦绕。山

上有多处紫黄巨岩裸露，数丈紫黄峭壁耸立，阳光映照其上，紫光闪烁，霞彩千条，如

祥云瑞气升腾。紫山紫气历来备受推崇，在丛台西壁上镶嵌有“滏流东渐，紫气西来”

八个碑刻大字。黄粱梦吕仙祠作为道教宫观，山门西向而开，可吸纳紫山的祥瑞之气。

图

说

黄

粱

梦

吕

仙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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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台西壁上的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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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门而立的八仙阁

进入山门，迎面而立的院落中最高建筑是八仙

阁。据载，清康熙七年（1668），时任直隶总督部院

白秉真捐金重修黄粱梦吕仙祠，始建八仙阁。现存建

筑为1986年落架重建。

八仙阁坐东面西，与山门正对，为楼阁式建筑。

整体建筑坐落在长方形台基上，下层面阔五间，进深

三间；上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八仙阁通高11米，

重檐歇山顶。八仙阁雕梁画栋，色彩庄重，红色的柱

梁门窗，蓝色的屋顶飞檐，红绿彩绘阑干梁枋。

八仙阁原来都是明隔扇，前柱上原有吴佩孚书写

的对联：“佛国三千金世界，天宫百万玉楼台。”据

八仙阁内景

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吴佩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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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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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吴佩孚曾

在邯郸驻军，司令部设在吕仙

祠，吴佩孚在八仙阁办公，他将

此阁更名为“群仙楼”。吴佩

孚，字子玉，汉族，山东蓬莱北

沟吴家村人，清代秀才，与曹锟

同为直系首领。吴佩孚精书法，

擅绘画，文武兼备，是著名的常

胜将军和风雅儒将。

新中国成立前，八仙阁已被

毁坏。复建后的八仙阁，二层楼

阁正面的廊柱上镶嵌有王学仲先

生的楹联：“庄子到红楼，证百

代之梦境；钟离度吕祖，诚八仙

中名仙。”中间正上方悬有王学

仲先生题写的“八仙阁”牌匾。

道教八仙的故事在民间广为

流传。各个朝代所列八仙之名各

不相同，直到明代吴元泰《八仙

出处东游记》才定为：铁拐李、

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

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

八仙与道教的许多神仙不同，他

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引人入

胜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与

一般神仙道貌岸然的形象截然不

同，所以深受民众喜爱。因此，

一般道教寺院都供奉八仙。八仙

也常出现在年画、刺绣、瓷器、

花灯及戏剧之中，相传八仙也会

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祝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