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是全国著名的文物大市，堪称是文明之源、古

建之都、古堡之城、红色之乡。2021 年是晋城市文物保

护研究中心砥砺奋进的一年，我们大力推动了社会教育

和研学工作，完成了 13 项展览和 50 多次社教活动，受

到了省市文物部门和晋城市民的一致好评 ; 同时由岳莉

培和靳妮两位同志编写的《行走的文博课堂系列丛书》

如期完成，这套丛书共分为《走进大阳古镇》《走进晋

城古代文明》《走进古建筑》《走进太行古堡》四个系

列，这套丛书涵盖了晋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

古建以及重要的军事战场堡寨等内容。

2021 年为了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孩子们的心灵，我

们推出了“雨露工程”系列青少年社会教育教学活动。

同时 2021 年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文物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通知要求要进一步提升中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

的教育教学质量，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坚强支撑。为了充分发挥博物馆和学校

相结合的教育功能，深入推进我市中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丰富未成年人“第二课堂”活动，形成博物馆与学校相

结合的教育体系，我们组织编写了本套丛书。

于细微处见初心



岳莉培和靳妮两位同志都是教师出身，都是在晋

城博物馆建馆之初就通过公开招考走上社教岗位的，

早在 2005 年就共同策划发起了“行走的文博课堂”

公益社教活动，至今已走入了几十所中小学，在老师

和家长们中广获好评。可以说她们是最了解到博物馆

参观的孩子们所思所想，这套丛书包含了她们十几年

的工作心血，这套丛书的编印为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

中心的中小学生研学提供了文化读本，标志着晋城博

物馆的社教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二一年十二月



大阳古镇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汉代封侯立县始

称阳阿，北魏建兴、阳阿郡县共治，唐代不断发展成

为经济重镇。宋宣和年间，西大阳汤帝庙的灵芝祥瑞

曾震惊朝野，明清时期，大阳经济繁荣，冶炼制针曾

销往全国。这里的历代寺庙比比皆是，这里的官居商

宅巍然可观，这里的每一座古宅大院都有自己的故事。

自从泽州县大阳镇开始发展旅游业，深藏在这座

古镇背后的文化、历史渐渐浮出水面，展现在世人面

前。旅游对文化的促进，使这座明清古镇焕发了勃勃

生机；而文化对旅游的烘托，让这里的每一条街巷更

显得深远悠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古镇大阳。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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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就开始采炼，传统冶炼在晋城已经延

续了两千多年。晋地大阳有着丰富的煤炭矿藏资源，从战国

时期的阳阿古剑到宋金时期的军械基地；从春秋时期的治铁

兴起到明清时期的九州针都，大阳古镇的历史传承与经济发

展都同冶铁相关。

阳阿之剑

《泽州府志》中记载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高平人氏毕振姬

对阳阿之剑的论述，“阳阿之剑，又曰阳纡之剑，今其地，

工锻炼，名大阳，由来远矣。” 根据毕氏的观点，传说中战

国时期的“阳阿古剑”应在大阳锻造。

炼铁发展

在封建专制社会，冶铁业以官营铁冶为主，历代统治者对

于铁矿的开采及铁的生产基本上都采用统制政策，直至明代

才有所松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诏罢各处

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给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此后，

官营铁冶日渐减少，民营铁冶也就多了起来，这一时期，大

阳地区的炼铁业飞速发展。

第      

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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坩埚炼铁

坩埚炼铁初起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其方法，先用坩土、

炉渣、矿渣混合制作成坩埚并烘干。方炉地底设有风道，底

面先铺一层脚碳，然后，在坩埚内放置冶铁原料（铁矿、黑土、

引煤）之后整齐排放入炉，坩埚之间还要加放夹碳。风箱通

过炉底风道给风控制热量，连续燃碳加热 26 个小时方可炼成

坨铁（生铁）。

制作坩埚原料

坩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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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半熟铁

坨铁要经过炒炉提纯精炼。炒炉是建于平地下挖的圆形炉，

用硬木材做燃料，使得炉内的温度不足以熔化生铁，却可以

熔化生铁内所含的渣滓使之与铁分离。当坨铁溶化至粘稠状，

工人会把粘稠状的铁液搅拌成 10 斤左右的铁团，再用长铁叉

把铁团从炉中取出，在铁砧上锻打，去掉铁中的碳元素，使

生铁去掉部分脆性，变成半熟铁。

铊铁（生铁）

第      

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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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铁技巧

古法冶铁有炉必有鼓风工具，冶铁是热量与力量的结合，

也是力气同技术的配合。拉风箱给风是力气活、握铁叉夹坩埚、

铁团是力气活，抡大锤锻打同样是力气活，这些力气活却都

不能使蛮力而要用巧劲儿。长铁叉总长近三米，光铲面就有

一尺多长，用铁叉把炒炉内半液态状的十斤左右的铁团夹出

来，技术性很强，就好比用夹子夹起整桌热豆腐的难度系数。

条炉

小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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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打熟铁

下一道工序是用条炉继续加工，条炉的功能就是把半熟的

铁团放入炉膛，燃无烟煤块将其烧软至通红后取出，通过两

到三次锻打，使之进一步脱碳，成为锻制铁器的基础原料——

小板铁（熟铁）。

锻打条炉烧软的铁团，只在晚上作业，仅打锤这一道工序

就需要三个人合作完成。分为头锤、二锤、三锤，头锤扎眼、

二锤补窟窿、三锤钳口。要把握好抡锤锻打的固定节奏，依

次抡锤，锤打声好似一声闷雷伴两声哄响。这不仅仅是力气

活更是技术活，三人配合默契锤锤打在点上，自然多出效益。

如果节奏不对乱了章法，就会浪费时间。千锤百炼之后，一

块块小板铁（熟铁）终于成型，它的价格是坨铁（生铁）的

数倍。

一开始的炉场是以方炉为主，十九世纪初，炒炉、条炉兴

起，在大阳形成了完整的冶铁体系，并走向冶铁规模化。

铁的加工

铁的铸造和锻造大多在街头铁匠铺里完成。方炉冶炼出的

坨铁（生铁）可以放置融铁坩埚，通过炉火加热化成铁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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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工艺精美的铁制生活用品或工艺品做成电

子相册分享给同学们。

冶铁工具 1899，菲力克斯，大阳炼铁厂

拓展练习

后倒入沙子制成的各种模具，浇铸成人们需要的铁器。这种用

沙子做模铸造的工艺称之为翻砂工艺，又称为砂型铸造。由于

生铁的铸造模具需要较好的透气性，因此采用沙子制模，但做

出的产品难免显得粗糙，多用于大型农具。而经过炒炉、条炉

多次加工的小板铁（熟铁）可以由铁匠直接锻打成各种各样工

艺精美的生活用品。



手 工 制 针 S H O U G O N G Z H I Z H E N 09

第      

讲

2

手
工
制
针

SH
O

U
G

O
N

G
Z

H
IZ

H
E

N

第
二
讲



10

第      

讲

2

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抽丝技术，明嘉靖年间（1522—

1566）至清末，大阳的手工制针业兴起，每年农闲的冬季便

是做针的最好时节。夜晚，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锤打钻磨响

声一片。这番热闹的场面吸引了诸多无业的外乡人来大阳讨

生计，古镇接纳了他们，他们择居大阳，加入到手工制针的

大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存在雇佣关系的资本主

义经济开始萌芽。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适应市场的需求，在

东西大阳出现了针翁会。

针翁会

针翁会设在针翁庙，负责制针材料的采购加工、钢针生产、

半成品回收及深加工、成品的销售等。

制针流程

钢针的前期加工是由各个加工户完成，各户到针翁庙领取

截好的铁线，完成“锉尖儿、锤冠、钻眼儿、磨光”等步骤，

前几道程序比较简单，妇女和儿童都可以参与。把加工好的

半成品送回针翁会，加工户就可以领取到加工费。针翁会统

一完成后期具有技术含量、工艺复杂的“炒制、淬火、抛光”

等环节，最后分类包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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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阳的钢针供应全中国并远销中亚。因此，历史赋

予大阳“九州针都”的美誉。

经济影响

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教育的兴盛。“有官不在大阳夸、明清

两朝多仕官”的文化现象正是佐证，官商结合的社会现象也

屡见不鲜。为官的仕绅和致富的商人在这里置田产、兴土木，

修建起了一座座富丽豪华的高墙大院，店铺林立、古风四溢

的明清五里长街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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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实业家李希霍芬曾在清末来到大阳进行考察，他在《中国》

一书中写到：“大阳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运销

中亚一带……商贩们照例从远方前来，就连现在，产量还是很大

的。但这些人是怀着忧郁的心情来端详我拿给他们看的英国针的。

因为他们应当心里明白，这种针比他们的要高明多了。”

知识链接

历史兴衰

上千年古法冶铁的技艺书写着大阳悠远的文明，一枚枚小

小的钢针创造了四百年古镇繁荣的奇迹。如果说盛极必衰是

社会发展的定律，大阳自然也无法幸免。受到闭关锁国的国

家政策、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和重农轻商的社会风尚等诸多

影响，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岁月长河里，这里的资本主义经济

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毫无发展。

清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

功，机器生产的洋针涌进中国。手工针的质地无法同洋针相比，

大阳制针作坊的老百姓日夜辛苦劳作，依然无法降低成本与

洋针的价格抗衡，衰落成为必然。最终，一座座昼夜不熄炉

火的炉场纷纷关停，闷雷般轰鸣的敲击锻打恢复了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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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塔高耸于东大阳村口东南，当地老百姓更愿意用当地

方言亲切地称呼它“它它”（塔塔，大阳话发音“ta ta”为平

声）。这是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1576—1602 年），楼阁式、

八卦底坐、九层八面的砖砌文峰塔，此塔的建造工期长达 27 年。

塔的来历

塔，最初来自印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

是佛教用语，梵语音译，这里指佛塔。由此可知，“塔”是

与佛教相关的舶来品，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建筑。东汉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用来保存高僧“舍利”的佛塔，

直到魏晋后期才有了“塔”的称呼。

开窗与佛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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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塔的形成

起初，佛塔并无风水之意，派生出的文峰塔是佛、儒、道

文化交融的产物，它随着科举的出现而出现，随着科举的昌

盛而昌盛。明清时期，科举最为鼎盛，明代中期，全国各地

广建文峰塔，其狂热程度不亚于宗教崇拜。大阳天柱塔也是

建于这一时期的一座文峰塔。

科举制度

隋代初建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发展，宋代承

前启后科举制度走向成熟，至明清达到鼎盛。科举的考试内

容选自儒家经典，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千年，一定程度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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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清末，科举的弊端日益严重。局限于

八股文的考试内容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

要，1905 年 9 月 2 日，一纸清帝谕令，在中

国延续了 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画上了句号。

天柱塔

天柱塔高 108 尺，底面 630 平方尺，整体

建筑呈八棱椎体，九层八面，层层出檐。单

层出檐是精美的仿木结构砖雕斗拱，双层为

砖砌叠涩出檐。每层檐角下曾悬有风铎，共

72 枚。葫芦形塔刹直指青天，葫芦嘴冠“高

九尺重千斤”铁铸帽顶。塔下开西门，壁厚

七尺。壁间有砖砌旋梯通往上层，二层以上

窗外进光，豁然敞亮，砖梯呈交叉式可登至

塔顶。塔内四壁均有佛龛四个，曾供奉古铜

佛像，共 36 尊。

塔刹铁帽外壁铸有铭文，西面题文“泽州

大阳镇信士裴、庞、孟、张、李共五家□造　

众村人□。”东面题文“隆庆五年（1571）八

月吉日造阳城县润城镇金火匠　栗家　造”， 铁帽塔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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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明代题记清晰可见，明确了铁帽的铸造年代。

天柱塔（文峰塔）的作用

文峰塔一般有“兴文风、定风水”两个作用，

后天八卦中的东南方向是巽位，巽位为“风”，

而塔形如笔，代表“文”，作为“文峰”之意的

天柱塔建在东南意寓文风结合。

大阳香山主峰风水上称之为“贵人峰”，此

峰气势不凡，有大阳世代贵人皆因此峰而贵的说

法。而大阳村东与贵人峰相向之处的地形呈壑口，

前河水由此东流，古人认为有损贵人峰脉气，于

砖砌叠涩出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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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天柱塔“柱其冲、补其缺”以镇贵人峰下

脉水口，永葆其贵。

大阳天柱塔记载了明清科举鼎盛的历史；见

证了九州针都经济繁荣的辉煌；承载了大阳读书

人的仕途梦想；寄托了大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曾经，它是一支笔，是大阳风水文脉的凝

聚；如今，它是一盏灯，是大阳古镇的旅游地标。

远方的游子想起了“它它”（塔塔）就会涌起浓

浓的乡愁；八方的游客望见了“它它”（塔塔）

自会辨明前来古镇的方向。

1921 年，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讲演录》

中对科举制度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说：“现在欧

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

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

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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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大阳名仕张养蒙

张家老宅的主人张养蒙，大阳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

初选为庶吉士，历吏科左给事中，历官户部侍郎赠户部尚书。

他身居建言之职时，敢于慷慨言辞、体恤民情、多行善事。《明

史·张养蒙传》用洋洋洒洒千余字记录了他的生平，方见其

在明代历史的重要性。

张养蒙之子

养蒙长子张光房，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第三

子张光奎，则因父亲督饷朝鲜之功劳，被朝廷授予官职。张

光奎很有才能，政绩突出，人称廉敏。先被提升为山东盐运

使，不久擢升山东右参政。“沉毅机警有干略，风气似其父。”

是友人对他的评价。后因遭人嫉妒，在官员考核时对其作梗，

张光奎便弃官回乡。

明崇祯五年（1632），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侵犯泽州，

以数千之众压境大阳，张光奎与其兄守备张光玺、泽州千总

刘自安共同守城。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大阳城破，光奎重

伤而死，其子茂贞、茂恂从死难。朝廷追赠张光奎为光禄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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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家 父 子 Z H A N G J I A F U Z I

《明史》均有记载。

张家父子是大阳历史名人的典范，张养蒙由匠籍到仕官，

其成长经历是匠籍制度改革的缩影。其子张光奎深受父亲的

影响，效忠朝廷，守护家园，为国捐躯。

博物馆（张光奎墓葬出土）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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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文物遗珍

天佑忠魂，1982 年，大阳镇陡坡村的张光奎墓被发现并

考古发掘，墓室保存完好无被盗痕迹，按照当时的丧葬风俗，

墓中出土了大量彩绘琉璃仪仗俑、侍俑及各类琉璃生活用品

等明器，还有其他珍贵的文物。目前，这些文物在晋城博物

馆妥善收藏并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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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由于晋商的崛起，山西的明清大院比比皆是。这一时期，

繁华的大阳官邸商宅同样蔚为壮观。这些明清古建均以木材

为主材料，还使用了大量的木雕、砖雕、石雕进行装饰，对

木材和砖石的运用可谓达到了极致。

张家老宅

据统计，张家兴旺时，共有大小院落 40 余座，房屋 2200

余间。是古镇现存最大的民居建筑群。张家老宅修建于明万

历年间（1573—1620），是张养蒙的住所，也是张家规格最

高的府邸，位于东大阳老街中段以北紧临建兴巷。院落的形

制是在“四大八小”院落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三进院落。



张 家 老 宅 Z H A N G J I A L A O Z H A I 25

第      

讲

5

照壁

一进院落东西两边有厢房，用来接待来访宾

客，这里也是随从候值的地方。院子南面，通过

保留的平台和柱础可以推断出，这里原是一个三

间敞廊，是一个可供宾客休息的区域。墙体正中

央是一座高大的嵌入砖墙的照壁，壁心是吉兽麒

麟，四个岔角砖雕，上为凤凰下为狮子。再用长

方形吉祥花卉、人物图案砖雕镶边。青石基座雕

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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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刻着简单的吉祥纹样，基座之上对称排列着四块方形石雕，

两边是麒麟，中间是狮子。这里的狮子除了事事平安的谐音

寓意，还应暗指太师、少师的官位，表示张家父子曾同朝为官。

古建装饰特点

明清建筑，人们尊崇的主题观念是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

意，有意必吉祥。这些吉祥图案则通过木雕、砖雕、石雕来表现。

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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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坊”

一进院北面的“进士坊”就是一幅砖雕巨作，

它连接着二进院落。中间是一个垂花门，砖砌的屋檐、

斗拱配以精美的雕花，屋脊、瓦当也装饰着美丽的

花纹。东、西隔墙的墙体各是两个双面照壁，照壁

的规格与形制同南墙照壁基本相同。

进士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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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其他装饰

老宅的门窗纹饰选择了简洁、大方的正方

形或菱形方块，每一个窗台都有精美的石刻，

外窗台为立体浮雕，内窗台为线雕。屋檐下

斗拱的花卉纹饰同样简约，门枕石上则全部

雕有麒麟。在张家老宅出现最多的装饰图案

是麒麟，古时麒麟有富贵之意，寓意家业富

贵兴旺。

楼院

晋东南民居一般采用阁楼组成的院落形

式，一层作为卧室或会客厅使用，二层用做

储放物品和粮食的仓库，称之为“楼院”。

“外不露木”是房屋外墙的讲究，以资防

火，并有极强的防御功能。而院内，我们可

以看到木制的门窗、斗拱、梁枋。后院为内宅，

是主人与女眷的生活起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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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院

吊顶 二楼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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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以木材为建筑主料是中国古建的普遍现象，建

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做过详尽的分析：“中国建筑

数千年来，始终以木为主要构材，砖石常居辅材之

位，故重要工程，以石营造者较少。”整体来说，

宋金元以前的中国古建为简约风，追求简洁、古朴

的大气；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建是豪华风，追求繁

华、惊艳的美丽。

知识链接

晋城是古建遗存大市，请列举至少三个明清宅院。

拓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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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段直生平

段直，字正卿，元史记载良吏之一，蒙元时

期泽州长官，他为蒙金战乱后，泽州地区的经济

恢复、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承接宋代

尚学遗风兴办地方教育。 

因蒙古大军入侵，金贞祐二年（1214） 金室

被迫南迁汴京，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废，北方

经济受创，寇盗猖獗，各地汉人地主、豪门大姓

纷纷结合乡里组织武装以求自保，出现了割据局

西大阳小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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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年，地方地主武装首领段直起兵自保。

蒙古人征服天下手段强硬，遇到不愿意归顺降

服的情况必以“屠城”对待。当时，蒙古大军势不

可挡，金政权瓦解已成定局。在这样的形势下，段

直为保一城百姓平安，顺应形势归顺应在情理之中。

金兴定五年（1221），当蒙古大帅木华黎进驻泽州

之时，段直毅然率众投奔其帐下，受任潞州元帅府

右监军。

“世侯”制度

“世侯”是蒙金战争的产物。蒙古太宗六年

（1234）灭金，蒙古对于归附之人，按照蒙古世袭

制度实行，以本土出降即守本土，所取之地即归随

世侯管辖的“世侯”制度。

泽州长官段直公墓志铭记述：“公起泽，应得泽，

遂佩黄金符，为州长官凡廿余年。”就在这一年，

段直承制受泽州长官一职，兼潞州元帅府右监军，

佩金符。段直于蒙古宪宗四年（1254）去世，在任

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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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段直功绩

恢复泽州经济

蒙古军队南下

灭金时，泽州仍是

重要的关隘要冲，

朝庭特意加派守军

坚守。然而，主将

不善治军，任其兵

士作乱乡民，百姓

深受其苦。段直上

表，请朝庭罢免守

军，由他亲自居守

关隘并保其无患。

朝庭接受了他的建

议，群盗遂平息。

因战乱，泽州不少百姓流离失所，外出避难，到处是荒芜的

土地。为尽快恢复生产，段直下令：荒了的土地可以由其亲戚、

邻居耕种。待主人归来，按原户归还，并根据田产出赋税。因此，

泽州地区虽户少而人丁兴旺，赋税轻而兵源充足。对于无产

图片节选自《泽州碑刻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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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当地教育

社会局面稳定之后，段直开始着手发展地方教

育。他主持修建了州文庙，以良田千亩的收入用

于庙学的开支用度，同时购置了万卷书籍。金代状

元李俊民为避战乱隐居在河南，蒙古太宗十一年

（1239），段直亲自请他回乡助学。相传，二人私

交甚好，相互赏识。凡是散落在外的泽州名仕，段

直都会想尽办法一一招回。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泽州

学风蔚然，短短五六年间，通过预选可以参加科举

考试的泽州学子就有 122 人。朝庭听闻兴学一事，

特赐封段直为泽州儒学提举，未及接任，段直病故，

时年 65 岁。

历史造就英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段家官仕

辈出。段家祖坟在泽州县下村镇中村，段直、段绍

隆父子皆葬于中村。历经七百多年的岁月，段长官

院端坐于此，段家往事已成云烟。无论是中村还是

西大阳，都留下了泽州长官段直、段绍隆父子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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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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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长官院是段家主宅院，相传为段直所建，目前可见为明

清建筑。一进四院，二进院内朝西加一跨院。

“龟棚”

巷子南边正对长官院大门建鼓乐棚，这样的设计方式，能

够方便主人及家眷坐在门庭内观赏演出。在封建社会乐户的

社会地位极低，鼓乐棚又被含有贬义的称为“龟棚”。龟棚

是古代乐户的演奏场地，只有大户人家才会设置，逢主人家

办红白喜事时，这里也是乐户休息的场所。

龟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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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一进院

长官院的大门地处东南方，进大门就见一座近似花朵纹样、

简单规整的座山影壁，一进院不算宽敞，有三间倒座，这里

是客人们休息的地方。倒座正对北面的垂花门，垂花门东、

西两边的看面墙各开一扇圆形什锦窗。

二进院

二进院的三间堂屋是主人的会客厅。东、西两厢各有三间

二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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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房是主人的起居室。北方民居很少修建廊房，因有廊道遮雨，

堂屋和厢房的窗户很大利于采光，席纹、田字纹和斜方格纹

饰的木制门窗保存完好，压窗石的阴刻线雕异常精美，雕有

各种花卉和不同书体的文字。堂屋和东屋的帘架不仅美观还

能正常使用。堂屋廊道两头的看面墙是铜钱纹饰，纹样排列

清晰整齐。

紧挨着堂房的西面延伸出一个跨院，这个院子朝东面向二

进院内单独开院门，透过门缝向内张望，同堂屋并齐是三间

两层小楼，楼院小巧精致，称为“闺房院”是段家女儿们的

居所。

甬道铜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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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后院

三四进院

堂屋（会客厅）的东侧是一条深邃冗长的甬道通往后院，

后院同样分为两院，在三进院与四进院之间理应有垂花门做分

隔。现在，只是简单搭建了不到一人高的花墙作为分界线，因

视线没有阻挡，可以一览两院景观。这两个院子都是两层楼院，

三进院无倒座，西南角开一门，原是通往后花园。东、西厢房

各两间。四进院的堂屋加耳房共七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

院较前院装饰简单，门窗装饰采用了民间常用方格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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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吴王“让德”

吴神即吴王泰伯，周太王之长子，文王之父季历的长兄，

为了让贤于周文王姬昌，与其二弟仲雍奔走吴地，其事迹详

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泰伯后被推崇为吴国的创

始人，吴国是周朝最为正统的姬姓诸侯国。泰伯无子，其二

弟仲雍的后代世袭为吴王。周人崇拜祖先，对泰伯的祭祀在

周朝理应存在。春秋时期，儒家非常重伦理，孔子赞美泰伯，

强调他的“让德”。

吴神庙与法华禅林

西大阳吴神巷是一条

保存基本完好的明清古

巷。从南向北走进小巷，

两边是高深厚重、斑驳

古朴的院墙，显得只有

一米多宽的巷子深邃而

静谧。巷子尽头就见关

帝阁，阁内面东有一院

门，门额书“法华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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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大字，这里就是当地百姓所说的吴神庙了。

西大阳的吴神庙（泰伯庙）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

开始修建，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大阳名仕张养蒙撰

写的《增修吴王庙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修建吴神庙的全过程，

此碑刻现存于西大阳汤帝庙。

法华禅林之“大王院”

“大王院”全名为“金龙四大王神祠”，原本是一个属于

民间信仰的独立的庙宇。明万历元年（1573），内乡人以吴

神庙为地标，选吴神庙左前方的一块空地而建。

“金龙四大王”是民间信仰中的漕运之神、商业之神。明

清时期的大阳经济繁荣，贸易业发达，手工制针销往全国，

《新建金龙四大王神祠记》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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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参与者。修建金龙四大王神祠，保当地商

业兴隆、生意顺达自在情理之中。

“龙树”

大殿前，院子居中位置有一株古松因生长姿态奇异如龙，

被人们称为“龙树”。“龙树”已经成为这一景点的标志，

这棵古松其主干偃卧离地约二尺，斜升向西南，又以龙腾的

姿态向上生长，仿佛时刻提醒着前来参观的人们，此庙众神

的不凡之处。

“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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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禅林之“广佛院”

门额书“法华禅林”的一进院子，人们又把这个院子叫做

“广佛院”。根据碑刻记载推断，这个佛院应该是在“大王院”

之后扩建的。正殿三间，供奉着佛祖释迦摩尼，大殿内原塑

有丈余高的铜佛像，于日寇侵华时被日本人盗走。

法华禅林与吴神庙

不同的信仰体系汇聚与此，先后以吴神庙为地标建成互通

的三进院落，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佛教僧人统一管理，故通

广佛院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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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民，泽州人氏、金代状元 , 他曾到我市城区城西的

吴王山，拜谒吴神庙并吟咏诗词，其中一首《吴神》录入《莊

靖集》：“山头多少往来人，香火争将瓦鼎焚。萧鼓下山人

渐远，晚风吹起一溪云。”足以说明，宋金时期，晋城地区

已经出现“泰伯”信仰。

明清时期，将泰伯儒家化圣贤形象信仰逐步推向了高潮。

“让德”为“温、良、恭、俭、让”五德中最高，明代开始

大力提倡泰伯的让德，并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向全

国各地延伸。在延伸的过程中，也许为了强调泰伯为吴国创

始人的身份，包括晋城在内的很多地区，泰伯庙又被称为“吴

神庙”或“吴王庙”。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

苏州，御书“至德无名”于苏州泰伯庙中，以示对泰伯的敬

仰和推崇，在康熙帝的带动下泰伯信仰达到又一个顶峰。

知识链接

称为“法华禅林”。后院“归西院”在解放前塌毁，目前只

保留了前两院。

真正的吴神庙早已塌毁了，人们依然把这里叫做吴神庙，

不论它在与不在，吴王就在这里，这里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

吴神庙，吴王礼让的精神已经固化为当地百姓的信仰，穿越

千年、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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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祈雨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风调雨顺是老百姓的期盼。然而，

受气候和地形的影响，干旱曾经困扰着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晋城也不例外。成汤祈雨的传说流传了数千年，在《吕氏春秋》

《淮南子》《太平寰宇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汤灭夏建商，登基不久，即遇连续七年大旱，五年不收，

赤地千里。他亲自到桑林之社（本地传说中就在阳城县析城

山地区）祈雨，表示愿意代民受过，不惜以己身为牺牲，其

爱民之心感动上苍，天降甘霖。老百姓感其恩德，立庙祀之。

西大阳汤帝庙

西汤帝庙集元、明、清三代建筑于一体，二进院落。山门

简约大气，面阔三间，进深四椽，门前立四根砂石柱。山门

两边不是围墙而是木隔扇窗朝外的一排南房，正对着明清戏

台方便观戏。

进山门一进院不深，中门紧闭，两边各有一面影壁。平日

里，只有影壁两边的掖门让人通行。逢庙会等特殊的日子或

有重要人物光临才会开启中门。二进院内的汤帝庙大殿创建

于元至正四年（1344），是一座原汁原味的元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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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建筑特点

每个时代的建筑审美都有各自的标准，这同统治阶级的审

美需求相关。元代的建筑古拙自然、奔放洒脱，符合草原人的

性格。崇尚自然，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不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

直接使用自然弯材也是元代建筑的显著特点。

额枋

西汤帝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荆条大

元代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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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殿正中央这根“荆条大梁”其实是建筑术语中的“额枋”。

这根罕见的奇材成为西汤帝庙大殿标志性的建筑构建，也是见

证元代使用自然弯材的经典实例。

元代斗拱

元代建筑斗拱硕大，斗拱位于立柱与梁架之间，用于承接

屋檐的重量，是屋檐深远的关键。大殿的斗拱均为双下昂，

五铺作。个别补间斗拱出斜拱，在承重之外加入了审美的元素。

减柱造

汤帝庙大殿外观三间，只用了两明两暗共四根柱子，我们

只能看见中间架起“大额枋”的两根粗大的柱子，另外两根



汤 帝 庙 T A N G D I M I A O 51

第      

讲

9

则包入两边的墙体。然而，这里的实际开间却是七间，从大

殿内部抬头可见，大额枋上均匀置放了六根四椽栿，把室内

空间分成了七间，这是减柱造的做法。

移柱法

大殿的供神空间，以金柱为界横向分割成三个独立封闭的

空间，为了突出中央神灵的“特殊地位”，但又不能明显的

形成不对等“232”结构，室内前槽的两根金柱不在任何梁缝

轴线，分别相应的向中间移位，与前檐相比可称之为移柱造。

四椽垘 移柱造



52

第      

讲

9

走 进 大 阳 古 镇 Z O U J I N D A I Y A N G G U Z H E N

祈雨民俗

每年正月十九庙会，会唱三天大戏。遇天旱就会有组织的

去小析山祈雨，队伍由四十人组成，这些人全部是水命，每

人头戴柳条帽，手捧水罐，内插柳条。如此法不奏效，就会

抬出三嵕爷神像在烈日下暴晒，若两招不灵，就要骂骚龙。

此风俗一直延续至民国。

红色记忆

西大阳汤帝庙，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旧址。1937 年 9 月，

中共山西工委决定成立晋城中心县委，领导（晋高阳陵沁）

五县抗日斗争。同年 10 月，在城内文庙开会宣布中共晋城中

心县委成立。1938 年初，晋城中心县委移至泽州县西大阳村。

1939 年 9 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晋城，在晋城中心

县委驻地西大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布置抗日、反顽斗争策

略措施。参会人员有八路军第 115 师 344 旅旅长兼政委黄克诚、

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和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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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析山取水曾是大阳古镇祈雨的主要内容之一。《晋城金石志》

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碑刻《泽州大阳小析山取水记》，详尽

记录了大阳人每年前去小析山取水的全过程。小析山（今白马寺

山）是阳城析城山的支派，取水者当选德高望重之人，金鼓旌旗

引领至小析山嘉润池，各种仪式之后，在池中汲水四瓶，名为水官、

顺序、润泽、甘霖。然后，仍由金鼓旌旗导旋返回，敬祭本镇汤

帝庙供神前，仲春（春天第二个月）开瓶，孟冬（冬天第一个月）

封瓶，第二年将水还池，复取水贮之，以求风调雨顺。

知识链接

东厢房（八路军大阳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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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阳老街醋坊巷里的棋盘院，就是当地大阳人口中的“老

四合院”。棋盘院由四个院子组成，大门朝南，门内是一条

南北向甬道，这条甬道好似棋盘中的楚河汉界，东西各为二

进院落。棋盘院的主人曾是清代商号“咸义亨”张东家。

泽潞商人

明初实行“开中法”，朝廷鼓励商人输运粮食至边塞换取

盐引，这是官方给予商人贩盐的专利政策。泽潞地区拥有丰

富的煤铁资源，具备中转站的区位优势，泽潞商人抓住这一

契机，以盐铁起步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泽潞地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处盆地，

栽桑养蚕是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到了中期，商贸产品

日渐丰富，锻铁与丝绸成为主导商品。明朝中后期，随着资

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

手工业制作商品随之成为泽潞商人产品销售的主体。

“咸义亨”张家兄弟

明清时期的大阳，手工业、加工制造业已初具规模，冶铁

制针是这一地区是主要产业，为当地的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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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大阳的经济发展走向繁盛已成必然。这一发展形势下，

自然会吸引大阳本地人加入泽潞商人的行列，张广裕、张广

明两兄弟就在其中。

清晚期，张家两兄弟开设商号“咸义亨”，生意广达洛阳、

登州等地。主要经销钢针、绸缎、布匹等手工制品。发迹后，

张家兄弟买下了棋盘院，由弟弟张广明守家，哥哥张广裕则

常居登州互通生意。一次归家探亲途中，哥哥张广裕一家四

口不幸惨遭水贼杀害，弟弟张广明散尽家财寻得哥哥全家下

落，并在黄河岸边用圆木裹尸辗转回乡安葬。受此重创，张

家生意远不如前。

张得诚与“三义班”

据《泽州戏曲史稿》记载，张广明之子张得诚生于同治

十二年（1873）。张得诚生的虎背熊腰，练得一身好武艺，

中武秀才。他一生酷爱戏曲，“打窑行戏、大妇小妻、三顷

土地”是他宣称的理想。

光绪末年，张得诚同西大阳张家巷唱黑头的贾增孩、东大

阳裴家巷张忠三家合办戏班，命名“三义班”。张得诚时期的“三

义班”，有张家的煤窑生意支撑，演员阵容整齐、经济实力

雄厚。戏班的行头全部来自苏州且每个行当都有名角，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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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敢同红遍泽州的鸣凤班抗衡，跻身晋城“上五班”之列，

红红火火十余年。

西黄石舞台题壁：“三义班是好班，内里有个好掌班”记

录了“三义班”曾经的辉煌。

后来，张得诚的二儿子张恭发接管了“三义班”，民国

十八年（1929），因年仅 29 岁的少东家张恭发意外死亡，以

棋盘院张姓为主的“三义班”不得已散伙，黯然退出了地方

戏曲的舞台。

剧照  图片源自《上党戏剧》2020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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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醯儿”是旧时华北及东北地区的人们对山西人的戏称，

因明清时山西人崇尚经商，“老醯儿”代指小气、抠门，同时也

说明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

上党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流行于晋东南长治、晋城两市。在清代乾隆中后期已经盛行，嘉庆、

道光年间班社林立，名伶辈出，剧目竞现，流派纷呈，进入蓬勃

发展时期。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其音调高亢活泼，具有

粗狂、健康的农民艺术特色。上党梆子较早的一个职业班社是泽

州府的“鸣凤班”。

知识链接

欣赏一段上党梆子，说说自己的感受。

拓展练习



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炉火熊熊、铁花飞溅；精

炼抽丝、手工制针；科举仕绅、明清繁盛；串接起大

阳厚重的历史。

这里因发达的冶铁业盛极一时，因机器大生产的

入侵而没落，历史不怕追溯就怕遗忘，技艺不怕重拾

就怕失传。在业内专家和老匠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

的大阳古镇已经恢复了古法冶铁、手工制针等技艺。

每逢节假日，大阳景区热闹非凡，游客接踵而至。张

家老宅、棋盘院、段长官院等明清老宅；镇史馆、古

法制铁馆、民俗演艺园和传统木作馆等人文体验馆，

参观者人头攒动、络绎不绝。在物质丰厚得到满足的

同时人们自然会引发全新的精神追求，因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褪尽繁华、沉寂多年，一度被经济搁浅的

大阳古镇必将凭借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的春风在新时

代崛起。

结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