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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他
们
加
强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
椎
动
文
化
宣
传
的
又
一
举
措
，

为
更
多
希
望
了
解
晋
域
的
人
们
提
供
了
可
资
借
鉴
的
文
化
坐
标
。

当
今
时
代
，
文
化
和
经
济
、
社
会
交
融
激
荡
，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
。

其
实
，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历

史
，
就
是
一
部
对
文
化
不
断
继
承
、
积
累
、
创
新
的
史
诗
。

以
世
界

的
眼
光
和
扎
实
的
工
作
，
积
极
推
进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
大
力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是
山
西
实
现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

在
这
场
伟
大
实
践
中
，
全
省
各
级
领
导
和
广
大
宣
传
文
化
战

线
的
同
志
们
，
必
须
进
一
步
增
强
重
视
文
化
、
发
展
文
化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
必
须
以
百
折
不
挠
的
精
神
和
开
拓
创
新
的
勇
气
积

极
推
动
文
化
建
设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管
挤
出
版
，
仅
仅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步。

前
程
似
锦
，
重
任
在
肩
。

衷
心
希
望
晋
城
在
今
后
的
实
践
中

能
够
不
断
探
索
，
创
造
新
经
验
，
续
写
新
篇
章
，
继
续
走
在
全
省
文

化
改
革
发
展
的
前
列
1

是
为
序
。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制
系
、
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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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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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城
市
即
将
出
版
一
部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文
稿
送
到
了
我
的

案
头
。

全
书
共
十
册
，
二
百
余
万
言
，
配
图
近
千
幅
，
内
容
丰
富
，
资

料
翔
实
，
文
字
通
俗
，
为
我
们
了
解
和
研
究
晋
域
的
历
史
文
化
，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史
料
，
打
开
了
一
扇
重
要
的
窗
口
，
称
得
上
是
一
项

功
在
当
代
、
利
在
千
秋
的
、
又
化
基
础
工
程
!

文
化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灵
魂
，
是
凝
聚
力
和
创
造
力
的
源
泉
，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强
有
力
的
支
撑
，
更
是
一
个
城
市
魅
力
之
所

在
。

晋
城
作
为
一
个
新
兴
的
现
代
化
城
市
，
近
年
来
，
在
经
济

、

政

治
、
社
会、

文
化
等
方
面
都
保
持
了
较
好
的
发
展
势
头
，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建
设
领
域
，
积
极
探
索
，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丰
硕
成
果

。

作
为
全

省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试
点
市
，
晋
城
解
放
思
想
，
开
拓
创
新
，
在
不
断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同
时
，
积
极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大
力
椎
动
「五
个
一
工
程

』建
设
，
在
政
策
扶
持
、
产
品
研
友
、

会
展
成
果

、

新
创
剧
目
等
方
面
都
有
新
的
突
破
，
在
全
省
起
到
了

示
范
和
表
率
作
用
。

这
次
编
暴
和
出
版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杯
』
等
多
项
殊
荣
，
享
有
「
太
行
明
珠
』
之
美
誉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直
和
富
饶
的
自
然
资
源
，
是
晋
城
赖
以
发

展
的
先
天
条
件
，
而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和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大
行
神
魄
乃
至
今
天
的
晋
城
精
神
，
则
是
晋
域
人
民
改
革

创
新
、
争
先
发
展
的
力
量
源
泉

此
次
编
基
出
版
的
这
套
「
丛
书
』
，
囊
括
了
全
市
人
、
又
历
史
、

自
然
风
物
的
各
个
层
面
，
比
较
完
整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全
市
历
史

文
化
的
全
貌

-
t

「
丛
书
』
史
料
翔
实
、
选
材
续
密
、
国
文
并
茂
、
行
文

朴
实
，
是
解
读
晋
城
、
宣
传
昔
城
比
较
可
靠
的
向
导
，
是
进
一
步

挖
掘
和
深
入
研
究
昔
城
历
史
文
化
的
总
纲
，
为
传
承
和
发
展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树
立
了
典
范
。

文
化
是
根
，
穿
越
时
空
且
代
代
传
承
.
，
文
化
是
魂
，
润
物
无

声
而
愈
显
生
机
;
文
化
是
旗
，
历
久
弥
新
愈
奋
勇
向
前
。
愿
《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基
出
版
，
能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晋
城
、

热
爱
晋
域
，
积
极
支
持
并
参
与
晋
域
的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斗争
农 j

中
共
晋
城
市
委
书
记



序
二编

慕
出
版
金
日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是
晋
城
走
向
全
国

、

走

向
世
界
的
迫
切
需
要
。

『丛
书
」的
出
版
凝
聚
着
宣
传
思
想
战
线

诸
多
同
志
的
心
血
，
是
晋
城
新
时
期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成
果
。

晋
城
位
于
山
西
省
东
南
部
二
，
东
枕
太
行
，
南
临
中
原
，
西
望
黄

河
，
北
通
幽
燕
，
是
山
西
边
往
中
原
的
重
要
门
户。
境
内
太
行

、

太
岳

、

中
条
三
山
聚
首
，
丹
河
、
沁
河
二
水
纵
流
。

山
川
壮
，
夫
，
资
源
丰
富
，
历

史
悠
久
，
文
化
遗
产
丰
厚
，
是
华
夏
文
明
的重
要
发
祥
地
之
一

。

晋
城
行
政
区
划
基
本
格
局
始
于
隋
开
皇
初
年
，
时
称

「泽

州

」
。现
辖
一
区
(
城
区
)
一
市
(
高
平
)
四
县
(
泽
州
、
阳
城
、
陵
川

、

沁

水
)
，
总
面
积
主N
M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N
M讪
万
。

户。
击
年
建
市
以

来
，
来
改
革
之
势

、

借
地
利
之
优
、
秉
资
源
之
富
、
得
人
文
之
盛
、

聚
人
民
之
智
，
一
跃
而
为
山
西
改
革
开
放
的
桥
头
堡
，
获
得
了
全

国
创
建

、又
明
城
市
工
作
先
进
市
、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

全
国
绿
化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
双
拥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科
技
进
步
先
进
市

、

全
国
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最
高
奖
「
长
安



本
把
山
西
古
建
筑
在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史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和
晋
城
古
建
筑
的

特
点
、
数
量
以
及
它
们
在
山
西
乃
至
全
国
的
地
位
告
诉
了
读
者
，
有
着
画
龙

点
睛
的
效
果

ο

《
古
建
览
胜
》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
在
创
作
构
架
上
设
计
了
一
个
十
字
形

的
走
向
。
纵
向
探
索
了
晋
域
地
区
古
建
筑
的
发
展
历
史
及
轨
迹
，
而
在
横
向

上
，
则
全
面
展
示
了
晋
城
各
个
时
代
不
同
古
建
筑
的
相
关
特
色
，
有
描
述
，

有
比
较
，
有
分
析
，
有
探
讨
，
无
论
业
内
人
士
，
还
是
普
通
读
者
，
都
会
有
兴

趣
读
下
去

c

《
古
建
览
胜
》
的
另
一
个
特
色
是
，
有
一
个
专
门
的
《
鉴
赏
》
篇
。
这
是

晋
城
古
建
筑
的
精
华
所
在
，
其
历
史
悠
久
，
内
容
丰
富
，
环
境
优
美
，
建
筑
漂

亮
，
作
为
研
究
者
需
要
读
，
作
为
信
仰
者
需
要
读
，
作
为
旅
游
者
更
需
要
读
。

大
木
作
艺
术
，
小
木
作
艺
术
，
石
窟
寺
艺
术
，
彩
塑
艺
术
，
壁
画
艺
术
，
石
刻

艺
术
，
应
有
尽
有
，
蔚
为
大
观η

最
后
，
我
想
说
的
是
，
对
于
晋
城
古
建
筑
的
认
识
，
每
个
人
都
有
一

个
积
累
和
提
高
的
过
程
。
蜗
居
一
地
，
自
然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因

此
文
章
中
不
免
会
有
一
些
认
识
不
到
或
不
够
全
面
的
地
方
，
希
望
能
得

到
同
行
与
专
家
的
指
正
。

东
4
7
4
K
h



序建
筑
是
有
形
的
历
史
，
建
筑
是
凝
固
的
乐
章
。
通
过
建
筑
可
以
读
懂

一
个
民
族
的
历
史
，
通
过
建
筑
可
以
欣
赏
一
个
民
族
的
辉
煌
。

晋
城
|
|
一
座
闪
烁
在
大
行
山
南
端
的
明
珠
之
域
，
扼
山
西
东
南
之

门
户
，
控
大
河
南
北
之
兴
衰
，
重
要
的
战
略
地
位
与
繁
荣
的
经
济
环
境
，
使

她
有
了
曾
经
的
非
凡
，
并
留
下
了
许
多
珍
贵
的
文
化
遗
产
。
古
代
建
筑
就
是

其
中
独
秀
一
枝
的
瑰
宝
，
它
们
分
布
在
昔
城
立
N
M
平
方
公
里
的
大
地
上
，

熠
熠
生
辉
，
璀
琛
夺
目
，
为
晋
城
争
得
了
「
古
建
筑
博
物
馆
』
之
美
称
。

我
本
是
一
个
生
于
斯
长
于
斯
的
晋
域
人
，
从
小
就
生
活
在
这
样
一
个

历
史
悠
久
而
充
满
优
秀
文
化
的
环
境
中
，
于
是
我
注
定
结
缘
于
文
化
，
结
缘

于
中
华
民
族
的
悠
久
历
史
。

对
于
古
建
筑
，
我
是
参
加
工
作
后
才
知
道
的
，
但
得
天
独
厚
的
环
境

给
了
我
机
会
，
于
是
我
和
古
建
筑
结
伴
终
生
。
是
古
建
筑
将
我
引
入
了
一
个

特
殊
知
识
的
环
境
，
使
我
结
识
了
一
大
批
业
内
的
叫
于
者
专
家
;
是
古
建
筑

的
神
奇
，
迫
使
我
去
了
解
它
们
，
从
而
增
加
了
我
的
积
累
.
，
是
古
建
筑
让
我

获
得
了
事
业
与
满
足
，
于
是
我
才
动
笔
写
下
了
这
些
文
字

ο

这
是
一
本
了
解
晋
城
古
建
筑
的
著
作
，
是
一
个
专
业
工
作
者
数
十
年

的
认
识
与
思
考

ρ

由
于
篇
幅
的
原
因
，
概
述
部
分
虽
然
显
得
羊
薄
，
但
也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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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 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通过现代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中国古代建筑诞生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新石

器时代，迄今已有七干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建筑起源于人类居住的需要 ，取材于自然界最容易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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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时期的建筑形式



土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得以完善 ，从而形成一个具有鲜明地

域与民族特色的建筑体系。 它的存在与发展 ， 已不间断地延续了几干

年。 成熟的理念 ，合理的布局 ，美丽的形式 ，科学的营造技术一直被人们

所利用 ，直到今天。

表里山河的山西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如同她久远的历史 ， 中

国古建筑也在这里熠熠生辉。 据《山西古建筑通览》记述山西的古建

筑不但数量大 ， 而且种类多，屁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

檐 、楼阁 、桥梁、砖塔、石塔、木塔、琉璃塔、戏台、牌坊……等 ，应有尽有 。

这些早期建筑的平面布局保存得比较完整 ，这对于研究中罔古代建筑的

布局、体例、规模、结构 ，认识中同建筑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成就 ，都是极

为珍贵的例证。 山西目前尚存元代木构建筑三百五十余座。 至于明、清

两代的建筑物 ，则多得不可胜计 ，较佳者少说也在千座以上。 "书中还记

载说，截至 1 986 年山西已发现宋、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一百零

六座 ，其中唐代四座 ，五代三座 ， 宋、辽、金时期九十九座。 目前中国已知

的宋、辽、金(包括南宋)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有一百四十六座 ， 山西境

内计有一百零六座。 山西现存宋、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 ， 占全国同

时期现存总数的斤分之七十二点六。 " 由此可见，山西古建筑的数量之

多 ，种类之全 ，地位之重要。 山西是"中罔古代建筑的宝库它们的存

在 ， 印证了中同古代建筑的成熟与繁荣 ，起若不可替代的作用 。

如果说山西是中同古建筑的宝库 ，那么晋城就是这座宝库中的核心

与精粹。

晋城的古建筑究竟有多少 ，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根据第二

次全同文物普查统计 ， 全市共有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古建筑 2500 余

处 ， 总数超过了一万座。 但这绝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笔者参加了当年

的文物普查，可以肯定地说，实际的数字要比这多得多。 原因是当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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