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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金山西民间祭祀建筑》在宋金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阐述了山西民间祭祀活动的特点及其祭祀
建筑的特征，包括泰山祭祀文化与五座东岳庙建筑、二仙传说与二仙建筑、圣贤祭祀与圣贤祠建筑、
水神崇拜与龙王庙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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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羽的崇拜价值在于，他的行为构成了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价值的楷模：忠孝节烈
、神勇武威、为国捐躯、生之人杰、死亦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
”对于百姓而言，关公之崇拜价值，首先在于他是义气之神，他的豪气干云，他的坚贞不二，使得拜
金兰者都要在关羽圣像前，学习桃园结义。青红帮也好，哥老会也罢，走江湖者结拜把兄弟，都要顶
礼膜拜。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关羽的崇拜与信仰。 今天，普及城乡的关帝，关圣、关老爷，武
庙等关羽庙均正在消失，但关羽崇拜在民问特别是农民中仍有很大影响，不仅求雨有赖于关帝，百姓
乞求生育、消灾除病、家庭和睦等方面都有求于关羽。特别是关羽还被人们奉之为发财、致富、招财
进宝的保护神。关羽与文财神对列，被称作武财神，他不爱财，对曹操所赠金银一律封留，不受不义
之财，所以商家皆供他为财神。早在山西票号商人盛行的时代，关羽便是很多票号商家的行业保护神
，如归绥一带的大盛魁便是。 关帝庙建筑的发展，与历朝历代社会各级对关公崇拜的程度有着天然的
联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起初的关帝庙，只是民间百姓们为纪念关羽自己集资修建，
后来在朝廷和官府的对关帝信仰的推崇下，关帝庙建筑逐步发展成为皇家敕建的大型庙宇，数目和规
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成为统治者宣扬封建道德礼仪的重要场所。关帝庙的名称也随着统治者对关
羽的步步加封有所改变，顾今常见的关帝庙名称有：关庙、缪侯庙、显烈庙、义烈庙、忠武庙、忠义
庙、老爷庙、义勇武安王庙、关王庙、关帝庙、关圣庙、关圣帝君庙等。清代和民国时期，晋商还在
其经营的地方建造关帝庙格式的会馆建筑，祭拜关公。 山西境内最早的关帝庙建筑约出现在陈、隋时
期。《解州全志》记载：“关圣庙，在城西门外，南面条山，北负硝池，创自陈、隋，宋大中祥符间
重建。”心j进入宋代，关公信仰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山西的关王庙建筑也大规模兴建起来，但主要围
绕关羽故里解州（今运城）发展。据清康熙四年（公元l665年）《解州志》记载：除了解州、常平、
宋建，关王庙在安邑、夏县、闻喜、平陆、芮城皆有。随后，山西的关帝庙建筑沿汾河河谷向北部蔓
延。元代，山西已发展成为全国关公信仰的中心，境内有记可考的关帝庙建筑数目多达二十多个，大
同、新绛、运城等地都有关帝庙的身影，其中以潞安府（今长治市）的关帝庙建筑最为密集。明代，
随着关公信仰的高涨，关帝庙已经发展到“诸州县城市乡镇”都有修建的地步。至清，基本上太原府
（今太原）、平阳府（今临汾）、潞安府（今长治）、大同府（今大同）等各村镇都有建庙，其余各
州县也都有了关帝庙的记载。建筑呈现出区域状分布的特点，而且南部多于北部，中部多于东、西部
。这样的规律，真实地反映了关帝庙建筑的发展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双重影响的情形，体现了山西
关帝庙建筑发展与分布的地域特色。 关帝庙建筑分为家乡祖庙、古陵庙殿、征战关庙、显圣护民关庙
、边关圣庙、海外关庙、其他关庙等7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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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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