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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牌坊的故事》

前言

　  牌坊，又名牌楼，古时称绰楔。关于牌坊的起源，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上是这样记述的
：&ldquo;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
成者也。&rdquo;就&ldquo;坊&rdquo;字而言，它起源于中国早期都市中的里坊制度。吴裕成在《中国
门文化》里写道： &ldquo;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
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
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通出入。&rdquo;因许多坊门都挂着写有坊名的牌子，亦或有的坊门悬挂
着旌表里弄贤能的匾额， &ldquo;牌坊&rdquo;的概念由此形成。　  那么，牌坊建筑何时出现的呢？梁
思成认为：&ldquo;宋元以前仅见乌头门于文献，而未见牌楼遗例。今所谓牌楼者，实为明清特有之建
筑型类。&rdquo; 乌头门为棂星门的最早称谓。古时认为灵星主稼穑，取祈年报功之义，故又称天田
星。汉高祖刘邦规定：祭天要先祭灵星。为此，各郡国县立专祠祭拜灵星。北宋仁宗赵祯于祭天
的&ldquo;郊台&rdquo;设置&ldquo;灵星门&rdquo;，因门系木头打造，门上装有窗棂，为区别&ldquo;
灵星&rdquo;，所以写成&ldquo;棂星门&rdquo;。它的结构最接近于明清牌坊，是牌坊演化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产物，同时它也作为牌坊的一个分支保留下来。至于为旌表典型人物及模范事迹而专门建造一
座牌坊的做法，当是明清时期的习俗。　  关于朝廷建坊旌表的情节，清初褚人获在他的《隋唐演义
》第七十一回中是这样描述的： 却说高宗荒淫过度，双目眩吒。天后要他早早归天，时刻伴着顽耍，
朝中事务，俱是天后垂帘听政。一日看本章内，礼部有题请建坊旌表贞烈一疏。天后不觉击案叹道
：&ldquo;奇哉i可见此等妇人之沽名钓誉，而礼官之循声附会也。天下之大，四海之内，能真正贞烈
者，代有几人？设或有之，定是蠢然一物，不通无窍之人；不是为势所逼，即为义所束。闺阁之中，
事变百出，掩耳盗铃，谁人守着。可笑这些男子，总是以讹传讹，把些银钱，换一个牌坊，假装自己
的体面，与母何益？我如今请贞烈建坊的一概不准，却出一诏，凡妇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授郡君赐
宴于朝堂，难道此旨不好是前朝？&rdquo;遂写一道旨意于礼部颁谕天下，时这些公侯驸马以及乡绅妇
女，闻了此旨，各自高兴，写了履历年庚，递进宫中。天后看了一遍，足有数百。天后拣那在京的年
商者，点了三四十名。定于十六日到朝堂中赴宴。至日，席设于宾华殿，连自己母亲荣国夫人亦预宴
。时各勋戚大臣的家眷，都打扮整齐而来。　  独有秦叔宝的母亲宁氏，年已一百有五，与那张柬之
的母亲滕氏，年登九十有余，皆穿了旧朝服，来到殿中。各各朝见过，赐坐饮酒。　  天后道
：&ldquo;四方平静，各家官儿，俱在家静养，想精神愈觉健旺。&rdquo;秦太夫人答道：&ldquo;臣妾
闻事君能致其身，臣子遭逢明圣之主，知遇之荣，不要说六尺之躯，朝廷豢养，即彼之寸心，亦不敢
忘宠眷。&rdquo;天后道：&ldquo;令郎令孙，都是事君尽礼，岂不是太夫人训诲之力？&rdquo;张柬之
的母亲道： &ldquo;秦太夫人寿容，竟如五六十岁的模样，百岁坊是必娘娘敕建的了。&rdquo;荣国夫
人道：&ldquo;但不知秦太夫人正诞在于何日，妾等好来举觞。&rdquo;秦母道： &ldquo;这个不敢，贱
诞是九月二十三日；况已过了。&rdquo;酒过三巡，张母与秦母等，各起身叩谢天后。明日，秦叔宝父
子暨张柬之辈，俱进朝面谢。天后又赐秦母建坊于里第，匾曰：&ldquo;福寿双高。&rdquo;此一时绝
胜。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从牌坊的演化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段内容，实则在借用隋
唐之名，讲述明清之事。　  关于牌坊的兴废问题，也有必要交代几句。据光绪二年（1876）编纂的《
灵宝县志》载：&ldquo;旧有牌坊八十座，因流寇陷城，欲于潼关筑坚城，利用牌坊之石巨而近，遂拆
运以去，仅余三耳。&rdquo;民国时期的一些城市，为了市政建设的需要，也将耸立在大街小巷的牌坊
拆除了不少。20世纪50 年代，国家文化部就牌坊的处置问题，曾复函福建泉州相关部门：&ldquo;一、
这些牌坊可选择少数雕刻精美、艺术价值较高的，适当保存；如有危险，可视具体情况及现有力量予
以加固。二、艺术价值较低者，如有危险或妨碍交通时，可以测量照相后予以拆除。&rdquo;&ldquo;
文革&rdquo;时期&ldquo;破四旧&rdquo;，是旧物就破坏，众多牌坊毁于一旦。当然，这时的牌坊因年
代还不是那么久远，再加上各地牌坊数量众多，被视为具有封建社会教化功能的牌坊被拆除不少。那
时，除了一些知名的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外，绝大多数的牌坊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民间
人士的重视。　  物以稀为贵。事到如今，经过众多劫难而遗存下来的牌坊，因数量不多，越发显示
出它固有的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一些拥有牌坊资源的地方，将其视为宝物，纷
纷申报省市乃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地方还把原先拆除的牌坊重新恢复。可以说，一股牌坊
热潮正在神州大地悄然升起。　  《中国牌坊的故事》收录古今牌坊260余座，其中包括安徽歙县棠樾
、四川隆昌、浙江乐清南阁村三大牌坊群，以雕刻著称的山东单县百狮坊、百寿坊，以及山西原平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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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牌坊的故事》

氏牌楼、福建仙游东门石坊等牌坊。除此之外，还收入各种样式的异型坊，如安徽歙县许国石坊、安
徽绩溪中正坊、山西曲沃四牌楼、江苏无锡华孝子祠四面牌坊、江苏徐州权谨牌坊、江苏铜山郑杨氏
节孝坊等。全书大致按照庙宇坊、功德坊、百岁坊、节孝坊、标志坊、陵墓坊进行分类编排。需要说
明的是，许多篇章，往往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牌坊，而这些牌坊的性质又不尽相同。因此在编排
上，通常按照第一座牌坊的属性进行归类，如第一座叙述的是节孝坊，那么这一篇中涉及到的其它牌
坊也就被归入到节孝坊中。作者还将涉及功名、德政、乐善好施三大主题内容的牌坊，统一放在了功
德坊的类别中。&ldquo;功德&rdquo;一词本为佛教用语，指修行佛法、积德行善所得的果报，亦指功
业和德行。从广义上来说，这样的分类还是说得通的。　  本书以牌坊为主线，所载牌坊图文资料比
较翔实。为了取得丰富可靠的图文资料，作者亲临牌坊现场拍摄照片和访求文献史料；为了增加本书
的趣味性，作者还搜集了不少民间故事和稗说杂记，将其互相糅合，夹叙夹议，尽量做到雅俗共赏。
诚然，因作者学识所限，书中难免有差错和疏漏，尚祈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张玉舰 辛卯年初春于
彭城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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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牌坊的故事》

内容概要

牌坊，又称牌楼，集建筑、雕刻、书法、楹联等艺术于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载体，是外国人
眼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张玉舰编著的《中国牌坊的故事》为国内仅见之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大陆古今
牌坊的专书，收入古今牌坊260余座。作者通过实地踏勘考察、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历时两年终成此书
。
每座牌坊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中国牌坊的故事》用详实的资料，简洁平实的文字，以
及丰富珍贵的图片资料，讲述了这些或可歌可泣，或悲伤凄惨，或沽名钓誉的复杂多样的悲喜故事。
图片均系作者实地拍摄，以纪实性为主，同时兼顾艺术性。构图简约，颇具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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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牌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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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坊汤阴县演易坊／1曲阜市孔庙牌坊／3上海市嘉定孔庙牌坊／6萧县孔庙牌坊／8运城市关帝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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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88青州市衡王府石坊／92桓台县四世宫保牌坊／97鄄城县苏述御史牌坊／99兴城市祖氏石坊／101
灵寿县石牌坊／104阳城县皇城相府石牌坊／106歙县雄村四世一品坊和光分列爵坊／111丽江市古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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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149歙县棠樾牌坊群／151蓬莱市戚家牌坊／155东阿县魏庄石牌坊／158常州市蒋氏贞节坊及其它
牌坊残件／160旌德县孙村贞节坊和洋川贞节坊／162歙县含贞蕴粹坊和孝贞节烈坊／164济宁市慈孝兼
完坊／166单县百寿坊和百狮坊／167成武县申氏节孝坊和刘氏节孝坊／172苍山县三座节孝坊／174宁
波市彩虹坊和慈城古牌坊／179安丘市庵上石坊／183章丘市郭家庄张氏牌坊／187原平市朱氏牌楼
／189邳州市八义集张氏坊／195衡水市蔡氏贞节牌坊／197无锡市映山湖牌坊／199铜山县郑杨氏节孝
坊和郑彭氏节孝坊／200无锡市华孝子祠四面牌坊／203徐州市权谨牌坊／206响水县孝子坊／208标志
坊卫辉市望京楼诚意坊／210曲沃县四牌楼／212襄阳市古隆中牌坊／214南阳市卧龙岗牌坊／217北京
市颐和园牌坊／221宣城市敬亭山古昭亭坊／224徐州市荆山桥牌坊／228开封市古吹台牌坊／230桐乡
市乌镇六朝遗胜石坊／233无锡市东林书院牌坊／235北京市国子监琉璃牌坊／238杭州市西泠印社石坊
／240内乡县衙宣化坊和戒石坊／244北京市保卫和平牌坊／246绩溪县中正坊及其它牌坊／248常州市
荆川先生读书处牌坊和荆川墓坊／250陵墓坊绍兴市大禹陵牌坊和棂星门／253常熟市仲雍墓牌坊／255
曲阜市孔林牌坊／258常熟市言子墓牌坊／261洛阳市关林石坊／263嵊州市晋王右军墓道坊／268南通
市唐骆宾王墓牌坊／271镇江市米芾墓石坊／273苏州市唐伯虎墓牌坊／275浑源县栗毓美墓牌坊／279
安阳市袁公林牌楼／281南京市中山陵博爱坊和谭延闿墓纪念牌坊／283牌坊术语汇编／286主要参考书
目／289跋／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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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牌坊的故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丰镇市金龙大王庙牌坊和牛王庙牌坊内蒙古丰镇市金龙大王庙坐落在市区东郊小石元
山峰上。据《丰镇县志》载：该庙始建于辽天庆五年（1115），原址位于今庙后侧，有小祠，祭祀金
龙大王。清嘉庆十九年（1814）移建现址重修，建大殿三楹、寝官三楹，以后又多次重修增建望海楼
、牌坊、厨房、保婴圣母祠、增福财神祠等。金龙大王庙牌坊为二柱一间一楼结构，因以木构为主，
故称其为木牌坊，该牌坊坐北向南，悬山顶式，顶覆青瓦，脊饰望兽，立柱木制，由夹柱石及依柱石
固定，其大字板题书“云门”二字。云门即山门，也借指寺庙。花板彩绘“东岳泰山”及松、竹、梅
、兰图案。金龙大王庙，简称大王庙，至于这位大王是哪路神仙，已经少有人知了。也难怪，这座小
庙的名称始终如一，但里面的神仙却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初供奉金龙大王，而今主殿却换成了观音菩
萨，另供财神爷，还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那位金龙大王早就无影无踪，不知到何处落脚去了。金龙
大王，全称“金龙四大王”。关于这位大王的身世，历来有多种说法。《金龙山圣迹记》载：金龙四
大王为“谢公绪，会稽诸生，居钱塘安溪，宋谢太后侄也。三宫北行，公投苕溪死，门人葬其乡之金
龙山。明太祖吕梁之捷，神显灵助焉，遂敕封金龙四大王，立庙黄河之上”。《山东通志》称泰山金
龙四大王庙“神为南宋谢绪，行四，钱塘人，隐金龙山，宋亡投苕水死。明天启四年，以拥护漕河封
今号”。由此看来，金龙四大王就是一位水神了。话又说回去，丰镇小石元山，原来临近湖泊，当地
人称之为海子，望海楼就是据此修建的。另外，在大王庙的西边不远处，还有一条饮马河，如此环境
，才在小石元山建起了一座大王庙。后来，海水干枯，海底变成了草滩，河水亦已断流，几近故道。
水没了，那位水神也就没人理了。丰镇的牛王庙在市区北山东麓，依山势而建，庙宇坐西向东，面临
饮马河。牛王庙正名灵岩寺，始建于清咸丰二年（1852），历代有所增建，后来，随着丰镇与外蒙牲
畜交易的发展，这里成了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当地车户、侨行、牙纪、毛店等行会为了祈求神灵保佑
，在寺内供起了牛王神及马王神，灵岩寺的名称也就逐渐被牛王庙取代了。牛王庙的山门、正殿、钟
鼓楼、戏台、碑刻、僧合、客室、厨房等建筑都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拆毁，现仅存靠山而建的两间禅
室、影壁及两座木牌坊。这两座木牌坊一前～后，均建立在悬崖之上，楼顶凌云，气势非常雄伟。第
一座木牌坊为两柱一间一楼四戗杆结构，悬山顶式，顶以青瓦覆盖，正脊饰兽，檐下正面悬挂“心情
舒畅”木刻大字板，立柱前后辅以戗杆，坊后为“福”字影壁。第二座木牌坊位居上端，为四柱三间
三楼八戗杆结构，歇山顶式，明楼檐下为“锦绣河山”木刻大字板，立柱由夹柱石固定，前后铺设戗
杆支撑，坊前原有石狮、石旗杆各一对，现尚存一狮，其余均被损毁。牛王庙曾是丰镇名胜“山寺朝
霞”所在处，《丰镇县志》记载着当年的美景：“山寺朝霞在城东北隅灵岩寺，素依山之麓筑九十九
级而至其巅，回栏曲折处有禅室二，负山面水，盘踞云间，凭栏远眺，河东场，星罗棋布，橼凉云门
，红娘诸山亦送青于几席之上，当月落天晓，日将出时，霞光射来，楼阁树石俱成赤色，而于积雨霁
后尤奇。”“心情舒畅”、“锦绣河山”，想必是出于这样的佳境而题之的。1996年，丰镇金龙大王
庙、牛王庙均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国市药王庙牌楼河北省安国市古称祁州，其
药王庙旧为邳王庙，主供邳彤。西汉末年，王莽篡政，邳彤跟随东汉光武帝刘秀匡扶汉室，先后被封
为武义侯、灵寿侯并执行大司空事、太常、少府、左曹侍中等职，为刘秀的二十八宿将之一，死后葬
祁州南关。后为其建庙，名邳王庙，被视为当地“土神”供奉。北宋建中元年（1101），徽宗赵佶封
邳彤为“灵贶侯”，后改封为“灵贶公”。南宋咸淳六年（1270），又敕封为“明灵昭惠显祜王”，
并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建药王庙祀之。据《祁州旧志》载：药王庙在南关，祀本州土神，“自宋迄
今以医显灵，有疾者祈之即愈，相传先朝有秦王得疾，铭医莫康，一医进药数丸立愈，问其姓名，对
日：'祁州南门外人也。'遣使其地，始知为神，诏立庙祀之。宋建中元年，封灵贶侯，后改封公。淳
咸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祐王，建庙临安”。由此看来，邳彤被尊为药王，已是北宋时期的事了，而且
源于一个“邳彤显灵医秦王”的传说：宋室秦王身患重病，召集宫廷群医诊疗，一直不见好转。这天
，秦王正卧榻叹息，不觉朦胧入睡，梦中忽然看见一乡医到来，判定秦王的病是停积食物，胃口闭塞
，乃送药丸数粒，并说：“丸尽病除，请秦王一定服下。”秦王问其姓名，他说是祁州南门外人，遂
飘然而去。秦王醒来，如亲身经历，再定眼一看，果然面前放着药丸数粒，秦王便按照梦中嘱托，一
饮而尽，病情即刻好转，数日康复痊愈。秦王为答谢这位乡医，特遣使者来到祁州南门外查访，始知
邳彤显灵！此后，邳彤以神医扬名四方，同时，祁州药材市场也逐渐形成规模。不过，关于邳彤成为
药王，在当地民间另有一说：邳彤早年就医术精湛，经常给人看病，疗效颇佳。有一年，其同僚患“
对口疮”病，百医无效，邳彤药到病除，可谓神奇！这位同僚随后送匾致谢，上书“药王邳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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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邳彤便有了“药王”之称。但有一事，让他非常烦恼，原来他姑妈额头上长了一个小疙瘩，时时
作痛，让他诊治，却总不见效，姑妈只好另求别人，没过多久，就被一个采药老人给治好了，邳彤自
感有愧，随即摘掉“药王邳彤”之匾。从此，他潜心医术，经常走村串户，采集药方，最终以“药王
”名垂青史。宋时，邳彤又显灵人间，被官方封号，且修专庙祭祀。明朝永乐年间，祁州药业已进入
鼎盛时期，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增加祁州药材市场知名度，由药商募集资金，仿照南宋临安药王庙，
把原来的邳王庙扩建成了药王庙。其后，在明成化、万历年间均有修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经祁州禀贡卜中节等人通过劝募获取资金，又在原来药王庙的基础上增修名医殿，供奉华佗、孙林、
张子和、张介宾、刘河间、扁鹊、张仲景、孙思邈、徐文伯、皇甫谧等十大名医，同时修建碑楼、钟
鼓楼、戏楼、牌楼等建筑。药王庙牌楼位于药王庙马殿前，坐东向西，高8.4米，宽3.5米，为四柱三间
三楼十戗杆木牌楼，单檐庑殿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当心间大字板题刻“显灵河北”、“封加南宋”
。其花板彩绘“南天门”、“得意缘”、“投军别窑”、“负荆请罪”四则戏曲故事。当心间、次间
分别饰二龙戏珠、双凤雀替。楼前楼后及左右两侧分别加撑戗杆，立柱由夹柱石固定，每柱四块，由
两道铁箍束成一个整体，总高1.75米，宽0.8米，厚0.6米。夹柱石四周雕刻道教“暗八仙”，即张果老
的渔鼓、吕宾洞的宝剑、韩湘子的玉箫、李铁拐的葫芦、汉钟离的扇子、何仙姑的莲花、蓝采和的花
篮、曹国舅的拍板，同时还刻以猴献寿桃、松鹤、麒麟、梅、竹、菊等瑞兽花鸟图案。据药王庙马殿
墙南侧嵌石文字记载，夹柱石由“本郡车行永盛号张风舞”捐献。这年，他的妻子染病卧床，医治无
效，他曾默默祈求药王保佑，不日其妻病愈，但不知以何物报答于神。恰好这年修建药王庙牌楼，而
“本城郝宅佘之岳家也，旧有石八块，可为神庙大门外牌楼之用，因谋及于郝宅之伯叔兄弟，欲以资
易之，以献于神，而郝氏宗族竞概然乐送，愿代为姑母以酬神德，是使后日之牌楼永立不倚，得大壮
观瞻于庙门之外者，非惟余之好施，而郝氏宗族亦与有力焉”。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这位被称
作药王的邳彤，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古代药材市场上的一位形象代言人。打名人牌开发市场，古今如出
一辙。可以推测，这里的药材经营者，在取得士绅官府的支持和许可之后，便把祁州历史名人邳彤给
请了出来。通过编造故事，甚至虚构前朝圣谕，使得这位并不知晓多少药理的人物逐渐神秘起来，最
终请进庙里，塑像立位，封官加爵，也就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药王神了。民间造神，大致就是这么一
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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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很好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
2、帮同事买的，还好，质量不错。
3、原创作品（包括图片和文字），非常有文史价值，喜欢牌坊古建筑的人，也可作为手头资料备查
。
4、建筑术语的附录很好。如果附一个按地域（省市）的索引就更好了。
5、构图简约，颇具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
6、一本古牌坊建筑的集合书。原创作品，值得一读。
7、中国拆了多少牌楼,现在看来是错了.
8、小小一本关于牌坊的小书，虽不是特别权概，但很有趣。
9、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我喜欢。

Page 9



《中国牌坊的故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