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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卷·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壶关县瓜掌村奶奶庙戏台

位于山两省壶关县店上镇瓜掌村。 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 ( 1774) ， 光绪

三十四年 (1908) 重修。坐南朝北。硬山顶。一面观。通面阔三间8.65米，其

中明间3.2米;进深两间6.65米， 其中前台5.3米。 台基高 1. 65米。 前檐方形小

抹角石柱四根 ， 高3.4米 ， 方蹬础。 施大小额材，小额仿雕成月梁状，两端与

雀替浮雕龙凤、牡丹等。 柱头额材上是坐斗，梁头伸出，刻作三幅云。 檐攘

与耳房中间施木雕云托。 两山面前段1. 08米透空 ， 后面砌砖墙承重。 脊材题

记时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六月初八日圭戌良辰重修神台维社首……

大吉大利。 " 据庙内乾隆三十九年碑记而是台之建其何所以限乎哉?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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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戏曲文物志

为余告曰 : 为春秋报赛日事祀神演戏之所也" 。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厢房若

干间。 保存一般。

山西省壶关县集店村东岳庙戏台

位于山西省壶关县集店乡集店村。 始建于清乾隆网十同年 ( 1779 )之前 。

坐南朝北。 硬山顶前带歇山檐。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 10.2米 ， 其中明间4. 15

米 ; 进深两间6.9米， 其中前台5米。 台基高 1. 82米。 前檐性高3.66米。 两侧耳

房各一间 ， 稍低于戏台，面阔2.7米，进深6.9米 。 前檐施方形小说角石柱六

根 ， 方蹬础。 石柱均刻对联 ， 明间联收天下春奇正无非这个， 演古来事贤

愚即在其中 。 " 次问联旧代衣冠从新演出，今人画同仿芮妆成。"梢间联:

"荣辱穷通宛然经济 ， 嬉笑怒骂俱是文章。"施大小额彷 ， 小额彷与雀替浮雕

盘龙、人物、宝瓶、花卉等。 中间三间戏台斗拱五睬双昂，柱头科各一攒 ，

昂嘴出象鼻、象头，耍头中间龙头 ， 次间三幅云。 平身手斗明问两攒 ， 次间一

攒 ， 耍头龙头 ， 双翘作龙身、龙尾 ， 皆出斜拱。 梢间斗拱三睬单昂 ， 耍头龙

头 ， 昂嘴象鼻。 戏台六橡 ， 七架梁通达前后 ， 攘下施攀间 。 台后部立二金柱

以安隔断 ， 隔断已不存。 山面前1. 86米透空 ， 后部为墙，且承重。 后山面山墙

樨头均刻戏剧场面 ， 横批分别题"阳春" 、 " 白雪" 、吁 |商"、"刻羽并有对联。

据庙内乾隆四十七年(1782) {集店村东岳庙重修两廊借楼角门碑ì~ : "集店村

东岳庙 ， 自乾隆美未春被火灾 ， 一时创建 ， 工极浩大。 两昆、借楼、角门未

暇修墓。 及乾隆己亥(1779) ……借楼芮乃三停棚 ， 太高 ， 嫌不宏亮 ， 更改

/壶关县集店村东岳庙戏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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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 ， 而规模一

新。 " 庙内现存其

他建筑还有正殿、

厢房等 。 翼角已

残破 ， 保存较差 。

参见《中国戏曲

志 · 山西卷L 文

化艺术出版社1990

年版 ; 冯俊杰



戏台卷·山西省

~西神庙剧场考~ ， 中华书局2006年版。

山西省晋城市南石店村虫王庙舞楼

位于山阿省晋城市北石店镇南石店村。 创建无考，清咸丰六年 (1856)重

修。 坐南朝北。 悬山顶。一面观。 过路台。 通面阔三间7.7米， 其中明间3.23

米 ; 通进深两间5.2米。 下层高2.35米。 上层前檐柱高2.5米。 下层明间施方形

石柱，山面砌墙承重，北面透空 ， 南面中间安门 ， 次间砌墙。 上层前檐四根

石柱 ， 方蹬础。 台沿施石栏板。 两山面前部约0.5米透空 ， 后部砖墙承重。 施

大小额材 ， 不施斗棋。 进深囚橡 ， 五架梁通达前后。隔断已无。 台两侧后部

有耳房各两间 ， 面阔5.75米， 进深3.8米 ， 有小门通后台。 据庙内咸丰六年

《虫王庙新建拜殿重修山门舞楼看楼ì~ 碑 ， 可知戏台重修于是时。 戏台在山

门上 。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三间、侧殿等 。 保存一般。参见李跃忠

《晋城南石店虫王庙舞楼看楼碑刻考述~ ， {中华戏曲》第24辑，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0年版。

山西省普城市庞疙瘩村玉皇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西上庄街道庞疙瘩村 。 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

(1817) ， 重修于光绪三年 (1877) 。 坐南朝北。 悬山顶。 过路台。一面观。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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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物忘

面阔三间8ω米，其中明|闯3.24米;通进深两间4.93米。下层高2.52米 。 上层

性高2.97米。 下层北檐明间用二圆形石柱，方蹬础。两侧山墙承重。上层前檐

四根圆木柱，鼓瞪础。施大小额仿。梁头伸出。不施斗棋，檐1禀与额树间平

身科位置垫雕花托木。四橡，五架梁。两山墙承重，后部各开一小l、丁通耳房。

台两侧耳房各两间，面阔5.36米，进深3.85米。 耳房通南北看楼。东西两侧看

楼各五间，通面阔12.55米，进深4米，上层柱高1.9米，下层高2.4米。看楼与

耳房间加一小看楼将二者连通。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侧殿、配殿等。

据店内道光十六年 (1836) {创修歌舞楼姬氏施地碑ìð ， 因"里人当祈报之

际，酬神有其志，而演戏无其所，不能无遗憾焉"。于是村民姬鹤鸣"子嘉庆

二十二年施地七分以为庙外歌舞之所"。光绪二十七年 (190 1) {重修玉皇庙碑

ìð 又载"至光绪三年三月开工，又修舞楼上下十四间，五月告竣"。 保存较

好。

山商省泽州县J台底村东岳庙舞楼

又名"岱庙"。位于山两省泽外|县南村镇冶底村。始建无考，现存建筑形

制为元代样式，明清重{I垒。 坐南朝北，十字歇山顶，三面观。 面阔一间5米，

进深一间5米。台基高1米，宽8.8米，深9.9米。四角立方形抹角沙石柱，柱高

4米，素平础。阑额出头，普拍仿粗犬，二者断面呈"丁"字形。唯南面无阑

额，只有普拍伤，系原有山墙承重，故省去一件木料。斗棋王铺f乍双假昂，

内转华棋两跳，柱头各一朵，补间各三朵。转角铺作耍头作昂形，补间耍头

蚂蚌头，耍头上有衬方木，不用齐心斗。昂嘴微微翘起，呈7.k滴形。四角设

抹角梁，承井口坊。每面中间补间铺作耍头后尾翘-垂莲柱，承井口彷中部。

再上为阳马支雷公柱。从整体结构与斗拱看，此台与山西南部现存的几座元

代戏台相似，只是用材稍小。所以，冶底舞楼应为元代戏台。从南面有墙、

省去阑额及下l白水池推断，此台最早为三百观，是元初戏台形制。元至无十

一年(1274) {重修岱岳庙ìð 曰此次修墓"半载乃毕，方之旧宇三倍，峰山荣

尤增，壮丽复妆"。舞楼也许就是在这次重修中创建的。明永乐二年(1404) 

《创建东岳速报司神祠ìð 所述庙貌与今基本相同"址前有东西通道，自道而

北升阶数尺人山门，门内而池。……池之北，左右阶，而升高丈余，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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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卷·山西省

二小门。二小1、丁之间有楼焉，南则俯|悔于池，悚然而觉其楼之高也;北则仰

瞻于祠，悚然而↑吾其楼之卑也。"此楼正是现存舞楼。保存较好。 2003年重

修 ， 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庙始建于宋代，庙内现存其他建

筑还有金代正殿、 明清朵殿、配殿等。 参见寒声、常之坦、栗守田、原双喜

《泽川、|兰座宋金戏台的调查章， {中华戏曲〉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杨太康、车文明￡关于古代戏台考察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步， {中华戏曲》第

1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车文明创J西晋城冶底村东岳庙考j左空， {太

行神庙及赛社旗剧研究~ ，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2000年版;车

文明《中国神庙剧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

考~ ，中华书局2006年版;罗德胆 《中国古戏台建筑~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东岳庙乐舞亭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 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代。坐南朝北。 过路

台。 悬山I页。 一面观。 下层房屋五间，高5. 15米。 上层戏台通面阔三间7.3米，

通进深三间7.25米。戏台两侧为钟鼓楼。 据庙内明隆庆四年 (1570) {泽州周村

镇重修庙祀ì2)碑载，庙重修于宋元丰五年 (1082) ，元代再修，明代即有乐

舞亭。 现存戏台为清代之物。 庙内还存正殿、朵殿、山门等。 保存较好。 参

见黄维若(悚元明三代中国北方农村庙宇舞台的沿革(续完)}， {戏居盼 1987

年第4期;车文明《山西晋城周村东岳庙考~ ，台湾《民俗曲艺》 第110期，

1987年11 月;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东刘庄村玉皇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高都镇东刘庄村。 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年 (1691) ，重11妻

子光绪十五年 (1889) 。坐南朝北。过路台。卷棚硬山顶。 一面观。通面阔三

间8.25米，其中明间3.05米;进深两间4.9米。下层高2.7米。 下层前檐用二石

柱，两侧山墙承重。 上层前檐用四石柱，施大小额彷，斗口跳。 两侧耳房各

三间，面阔7.28米，进深4.53米。 届始建于元代，代有重修。 戏台脊仿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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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光绪十五年七月吉日吉时林邑梓工王化纯重修舞楼三间 ， 耳楼六间 ， 自

修之后 ， 祈保合村人口兴旺 ， 六畜平安。 永为记尔 ， "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

正殿、献殿、厢房等。 保存良好。

山西省泽州县泊南村三教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外|县高都镇泊南村。 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 ( 1778) ， 重修

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 。 坐南朝北。 悬山I页。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8. 15米 ， 其

中明问2.95米 ; 通进深4.6米。 下层高2.4米。 前檐用石柱 ， 下层两根 ， 上层四

根 ， 山墙承重。 施大小额伤。 两层耳房各三间。 据庙内嘉庆四年 ( 1799) (重

修三教庙碑ì~ ， 乾隆三十六年(177 1)"成山门舞楼知舞楼创建于是年 ， 由

民国二十六年《补

修舞楼及耳房碑

ìêJ知舞楼是年重

修。 庙内现存其他

建筑还有正殿、厢

房等 。 保存较好 。

参见冯俊杰《山西

神庙剧场考)) ， 中

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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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泽州县府城村关帝庙戏楼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金村

镇府城村 。 始建于清康熙年

间 ( 1662一1722) ， 后代有改

建。 坐南朝北 。 过路台 。 悬

山顶。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

8.9米，其中明问3.15米;通

进深两间 5.7米 。 下层高 3.5

米 。 前檐上下层俱用方形小

说角石柱 ， 方形础前部浮雕

人物。 平柱对联刻字移步

换形漫i兑炎凉都是假 ， 描头

面角须知喜怒尽成真。"角柱

对联刻字纬文经武衣冠郁

戏台卷·山西省

/泽州县府城村关帝庙戏楼 /

郁昭云汉 ， 叶律应吕歌舞雍雍映牛斗。"施大小额材 ， 彩绘雕楼牡丹花 ， 无斗

棋。 台口已被封砌。 台左右为耳房 ， 再左右为钟鼓楼。 院两侧有看楼各三间，

面阔8.23米。 关帝庙规模宏大 ， 三进院，戏楼在中院山门上。 据庙内乾隆二十

年 (1755) {重修关帝庙碑ìð ， 本次重11.拿时"山门戏楼" 残破 ， 由此推断戏楼

建于康熙年间。 保存较好。 参见延保全《晋城市府城村关帝庙考论~ ， 冯俊杰

主编仗行神庙及赛社演剧研纱 ， 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促

俗曲艺丛书~ 2000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辛壁村成汤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大东沟镇辛壁村。 始建于清嘉庆十四年 (1809) 。 坐南

朝北。 过路台。 悬山顶。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7.85米，其中明|司3 . 2米;进深

两间5. 84米， 其中前台3.24米。 上层柱高3. 53米 。 下层高3.05米。 下层前檐明

间用两石柱，上层前檐用四石柱。 山墙承重。 施大小额仿，浮雕花卉。 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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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斗棋，柱头科、平身科各一攒。 深囚橡。 两侧有小耳房各一间 ， 阔2. 5米 ，

深3.6米。 再两侧为钟鼓楼。 院两侧看楼各七间 ， 通面阔15.97米 ， 进深4 . 58米。

戏台在山门上。 据庙内嘉庆二十二年 (1817) ~重修成汤殿碑ì~ ， 舞楼重建于

嘉庆十四年。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侧殿等。 保存较好。 参见樊淑敏

《泽川、|、|辛壁成汤庙明代乐楼碑刻考i主~ ， ~中华戏曲》第24辑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年版 ; 冯俊杰〈仙西神庙剧场考~ ，中华书局2006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辛援村太平观戏台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大东沟镇辛壁村。 始建于清代。 坐南朝北。 悬山顶。

过路台。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7. 1米 ， 其中明问2.65米 ; 进深两间4.58米。下层

高3.1米。 太平观创建于元代，明代重修。 戏台建筑风格为清代样式。 庙内现

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月台、吕祖殿等。 保存一般。

山西省泽州县北村娟皇圣母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大东沟镇北村。 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重修 ， 嘉庆二

十四年 ( 1819)重建。 坐南朝北。 悬山顶。过路台。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8.52

米，其中明间3. 5米 ; 通进深5.2米。 上层柱高3.28米。 下层高2米。 前檐下层阴

间用石柱，上层阴间用木柱。 山墙承重。 施大小额彷，斗口跳斗拱。 前设木

栏杆。两侧耳房各两间。 庙始建无考，元、明、清代有重修。 戏台始建无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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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庙内乾隆二十

七年《大社重修

寨垣看楼戏台山

门碑ì2) ， 戏台是

年重修 。 另据庙

内嘉庆二十同年

{重修大庙创修舞

楼碑序~ ， 因 "嫌

院宇之狭小，贝Ij

戏台卷·山西省

/ 泽州县北村娟皇圣母庙舞楼 /

扩大之;觉舞楼之逼窄，贝Ij展布之" 。 则舞楼为此次重建。 庙三进院，现存其

他建筑有正殿、中殿、过厅、厢房等。 保存一般。

山西省泽州县北义城村玉皇庙戏台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北义城镇北义城村。 始建于清代。 坐南朝北。 悬山顶。

过路台。一面观。 面阔三间9 . 55米， 其中明|闯3.35米 ; 进深5.35米。 下层高2.4

米。 上层柱高2.91米。下层条石围砌台基为屋，上层前檐用四根石柱，施大小

额仿 ， 无斗拱。 现亦被封砌。 两侧耳房各三间，面阔6.24米，进深3.83米。 庙

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献殿、耳殿、配殿等。 正殿建于北宋大观四年

(1110) ，其余为后代增建。 保存良好。 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省泽州县

川底村汤帝宫

戏台

位于山西省泽川、|

县川底乡川底村。 始

建于清代 。 坐南朝

北 。 悬山顶 。 过路

/ 泽州县川底村汤帝宫戏台 / 台。一面观。 通面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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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7.8米， 其中明问3.45米;通进深两间5 . 35米。 下层高2.6米 。 下层砖砌台

基 ， 中间为门，次间为屋。 上层前檐圆木柱阿根 ， 施大小额材。 斗拱五睬双

昂 ， 柱头科各一攒，平身科阴间两攒 ， 次间一攒。 台口已封砌。 左右耳房各

两间。 院东西有看楼各三间。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侧殿、献殿、配

殿等。 保存较好。 参见冯俊杰创」同神庙剧场考~ ，中华书局2006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西四义村三官庙戏楼

位于山西省泽川、|县巴公镇西问义村。 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年 ( 1711 ) 。 坐南

朝北。 悬山顶。 过路台。 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10.22米 ， 其中明|闯3.4米; 通进

深两间7米。 下层高2.9米。 下层前檐明间用二石柱 ， 上层前檐用同石柱 ， 鼓磕

/泽州县西四义村三官庙戏楼 /

础 。 山墙承重 。

施大小额彷 。 柱

头科出斗口跳 。

平身科位置是雕

花云托 。 左右耳

房各三间 。 据庙

内雍正十年

(1732) 捐施题名

碑康熙五十年，

东吃塔合社人等

愿出资财创修戏楼三间" 。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侧殿、献厅、厢房

等。 保存较好。

山西省泽州县东四义村清震观歌台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巴公镇东四义村。 始建无考 ， 有金元与清代混合建筑

特征。坐南朝北。 单檐歇山顶。 问面观。 台6.08米见方 ， 台基高0.9米。 四角

用方形抹角石柱，素覆盆础。 施大额材，雀替。 同转角斗拱三睬单昂，平身

科三睬单昂 ， 耍头昂形 ， 每面三攒。 角科相邻之平身科用真昂 ， 内转华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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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 耍头后尾翘起

垂莲柱共八根 ， 柱

间设井口彷。 柱头

再用八攒九睬斗拱

向顶部围拢成圆井 ，

中设雷公柱 。 每层

斗拱横向用材连接。

顶部用琉璃瓦 。 清

震观始建于唐代 ，

历代重修。 戏台所

建时间无考 ， 庙内

戏台卷·山西省

/泽州县东四义村清震观歌台/

乾隆十八年( 1753) 、嘉庆十三年 ( 1808)碑刻中均提到 "歌台" 。 从建筑形制上

看 ， 有明显的历代混合特征。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有老君殿、山门。 保存良好。

参见李近义 Q割、|、|戏曲史丰富岛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曹飞《晋城东四义

清震观歌台碑刻考述} ，{中华戏曲》第2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冯俊

杰缸l西神庙剧场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西峪村卫公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少|、|县南村镇西峪村。 始建于清初 ， 康熙五十二年 ( 1713)重

修。 坐南朝北。 悬山顶。 过路台。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8.05米 ， 其中明问2.95

/泽州县晶峪村卫公庙舞楼 /

米 ; 进深3.38米 。

上层柱高 2.5米 。

下为山门 ， 高2. 9

米 。 前檐下层明

间用圆木柱，上

层四根圆木柱 ，

角柱砌人山墙，

山墙承重 。 施大

小额彷，不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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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 ， 施雀替、兽形垫木。 东西耳房各三间 ， 面阔6.45米，进深4.13米。 院两侧

看楼各七间 ， 通面阔15.5米 ， 上层柱高2.3米，底层柱高2.8米。 据庙内康熙五

十二年(锺修卫公庙拜殿ì~ 碑，山门舞楼重修于是年。 庙内建筑还有正殿、

献厅、东西厢房等。 保存较好。 参见车文明 ~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由学

研究~ ，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 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中华书局

2006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防椒村三教堂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少|、|县李寨乡I)}V椒村。 始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 ， 重修于

道光四年( 1824 ) 。 坐南朝北。 单檐歇山顶。 过路台。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10 .2

米 ， 其中明间3.67米 ; 通进深两间6. 1米，其中前台3.9米。 下层高2.88米 。 上

层柱高3.13米。 前檐下层方形ì1t角石柱四根 ， 砖砌槛墙 ， 安门窗为屋 ， 近年重

修后又去掉门窗与槛墙。 上层用圆木柱，施大小额仿。 小额彷与雀替浮雕

"万"字图案。 斗拱五踩双昂，耍头龙头。 柱头科、平身科各一攒 ， 平身科出

去斗拱。 台沿设栏杆。 深六橡，七架梁通达前后 。 前台设天花。 山墙后三分之

一处有木隔断 ， 后台山面开小门以通耳房。 脊彷题i己时大清道光四年岁次

甲申七月圭戌朔越二十一日圭午宜用，午时竖柱上梁，重修乐楼上下九间

……"台上有道光、同治舞台题记若干条。 台东西有耳房各两间。 院两侧看楼

各六间。 据庙内乾隆四十年(1775) ~重修三教堂碑记!抖 ， 庙创建于明嘉靖十

泽
州
县
涉
椒
村
三
教
堂
舞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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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1536) ，清"乾隆十九年接补下院舞楼上下十四间，东西看楼上下十

口间可知戏台创建于是年。山门开在东面靠南处，据传说是因原南面山门

正对刘家院门，在道光年间 (1821-1850)重修时刘家出一斗黄金另辟庙门。

庙内现存其他建筑还有正殿、侧殿、献殿等。近年重修， 2004年被列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存良好。 参见李近义《泽川、|戏曲史丰富击，山西人民出版

社1984年版{中国戏曲志·山西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车文明

{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由学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冯俊杰

也j西神庙剧场考~ ，中华书局2006年版。

山西省泽州县贺坡村牛王庙戏台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大东沟镇贺坡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1736一1795) 0 

坐南朝北。悬山I页。 过路台。 一面观。 通面阔三间7.3米，其中明|可4.7米;进

深5.15米。 山墙至台口透空0.7米。 下层高2.15米。 上层柱高2.53米。 下层平柱

石柱，山墙承重。 上层前檐四石柱，平柱为梅花柱，移植幅度较大，角柱为

方形抹角柱。施小额材、大额坊，其上为主睬单昂斗拱，共五攒。由于移柱，

平柱上无斗棋。 台口有石质门限，浮雕花卉。上有狮、猴等石雕八尊。 台上

有乾隆、咸丰、同治舞台题记数条。 台左右有耳房各两间。院两侧有看楼各

六间。庙内现存建筑还有正殿、侧殿等。 当地人称之为牛主庙，从建筑上看，

应为清代之物。 参见黄维若〈悚元明三代中国北方农村庙宇舞台的沿革(续

完)>， {戏居u> 1987年第4期;车文明 {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 ,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O

山西省泽州县保伏村关帝庙舞楼

位于山西省泽州、|县高都镇保伏村。始建无考，清光绪三十年(1904) 重

修。坐南朝北。 硬山I页。 过路台。一面观。通面阔三间7.1米，其中明间2.6

米，进深4.4米。 下层砖砌台基，中间辟门。 上层前檐用石柱四根。台口已封，

改作他用。 台左右有耳房各两间。 据庙内光绪三十年《西佛堂创修耳楼重修

舞楼碑> ，知舞楼重修于是年。 庙内现存建筑还有正殿、后殿等。因公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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