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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京

一直以来，我对这座“西倚太
行山，北临滹沱河”的千年古城颇
感兴趣，怀有好奇。今天，我终于
来到梦中的“ 冀之古邑”——
鹿泉。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鹿泉
几经易名。据《获鹿县志》记载：
“地志在禹贡为冀中之域。”

汉王朝于汉三年（公元前
204 年）在石邑县东北部设置了
绵蔓县，隶属真定国。建武十三年

（公元 37 年）真定王刘扬因通贼
被诛，将真定降为侯国，绵蔓县被
废止。《后汉书》中记载此城民风
淳厚、物华年丰。

古冶河从城边静悄悄流过，
孕育出沃野肥田。棉麻种植兴盛，
绵蔓成为当时周边纺织品流通的
集散地。东汉初期，石邑仍属常山
郡。北齐时将石邑改为井陉县。隋
开皇六年（公元 586 年），恢复石
邑。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析置鹿泉县，“鹿泉”之
名出自韩信“射鹿得泉”的传说。唐天宝十五年（公元
756 年）改名“获鹿县”，“鹿”与“禄”同音，取“擒获安
禄山”平定“安史之乱”之意。后一直称获鹿县，直到
1994 年撤县设市，2014 年撤市设区（石家庄市鹿泉
区）。

鹿泉地势西高东低，巍巍太行山穿越南北，东临
华北平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于是，寻梦在鹿泉，
我踏着幽静的石板路，走过这里古朴的民居院，期待
着与生命里那场春风满座的人文饕餮盛宴相遇。

清晨的抱犊山，岫上生烟，浮云流转，蒙蒙雾气。
适才还在远山巅上，一错目便已浮至额前。历史上的
“鹿泉八大景”，出自明朝举人杨睿的《获鹿八景诗》。
“灵岩隐洞自天成，抱犊峰岚瑞蔼凝。雨过海山石柏
现，云开横岭翠屏生。残碑剥落遗韩庙，烟树苍茫锁
赵陵。更有龙池施夜雨，鹿泉水涌若珠倾。”其中“抱
犊峰岚瑞蔼凝”，就是古城西面的抱犊寨。

山顶云雾缭绕，上山的路十分陡峭。壮牛上不了
山，只好由人抱着牛犊上山，待牛犊在山上长大后耕
田，因此得名抱犊寨。抱犊寨旧名抱犊山，又名草山。
即韩信伐赵之战中，下令军队“各持一赤帜，从间道
草山而望赵军”的地方。

沿着台阶走上抱犊寨，来到韩信祠。此祠又称
“淮阴侯祠”，为纪念韩信“背水之战”而建。走进祠堂
内，四周墙壁一幅画卷再现了昔日韩信的戎马英姿。

嶙峋壁立的山崖，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翠
嶂青峰。沿着蜿蜒的山径漫步山中，来到被称为“天
门洞”“东天门”的万佛洞。自山下观之，如通天之门。
早在北宋时期，这里就被奉为奇观，是达官显贵游览
小憩的避暑胜地。如今洞壁遗存宋代造像三龛，摩崖
题记十处，均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百余米深邃的
洞内，珍存佛像 10088 尊，“一窍地中开佛界，几重天
外落香烟”。洞上一桥飞架，凌空欲翔。

山崖铺满绿色的草地，纤柔的车轴草在风中摇
曳，漫步草山，牛郎织女、金阁宫、千龙壁、天堂街、仙
人洞、连心亭，处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南天门将中
国北方古代皇家的恢宏气派和江南古代婉约灵动的
建筑风格融入其中，南北结合相得益彰，是抱犊寨具
有标志性的建筑。

罗汉堂的建筑巧夺天工，充分利用抱犊寨山顶
上得天独厚的土层，修建成规模宏大的地下佛教殿
堂，其中的 500 罗汉全部采用鹿泉的青石精雕而成，
件件堪称精品，尊尊栩栩如生。此时此刻，令人不由
得感慨万千，对抱犊寨的文化历史深怀敬畏。

历史在鹿泉留下的文化印记，记载于《史记》《汉
书》中，“背水一战”的古战场就在今天鹿泉的“土门
关”一带。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曾写下
“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断凿开土门”。土门关又称井
径口，《吕氏春秋》所谓“天下九塞”之一。

土门关是山西、陕西从古驿道通往华北的必经
之路。土门关关楼横眉上有“三省通衢”字样。土门关
左侧的一面墙上，一眼就能看到“书圣”颜真卿的书
法作品及肖像，名作《祭侄文稿》手书中也两次提及
“土门”。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颜
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侄子颜季明，为平息战乱在土门
关被安禄山抓捕杀害。颜真卿满怀悲愤，奋笔疾书，
含泪写下《祭侄文稿》。《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
行书”，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齐名，是极具文献价
值和艺术价值的书法珍品。

土门关在古代颇负盛名，史书中多有记载，最早
可追溯到大禹至周代。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 229
年），秦派大将王翦伐赵，攻下土门关灭赵。秦王政三
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病死于今河北巨鹿
东南广宗县沙丘，从河北南部北上绕道鹿泉，经土门
关入山西进咸阳，这便是闻名于世的秦始皇古驿道。

土门关成名于春秋秦汉时期，兴盛于隋唐五代
至清代。“土门关十里长，看不见星辰日月。青石岭万
丈高，花车打起”，可见当时土门关的景象。经济繁
荣，有“一京二卫三通州，比不上获鹿旱码头”，指的
是旱码头西口；文化昌盛，大诗人王维、陆游、苏轼、
元好问、李东阳等上百位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名篇
墨宝。

昔日，韩信在这里留下世界军事史上脍炙人口、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如今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了
代代相承的传说故事、人文历史，还在发展中规划建
设“土门关驿道小镇”，恢复土门关古驿道遗迹，再现
旱码头繁荣景象。“土门关驿道小镇”已经成为石家
庄市乡村旅游的一面旗帜。

在鹿泉，当我寻梦的脚步踏入一座花园似的工
厂，走进一尘不染的车间，满眼绿色，处处风景。金隅
鼎鑫党群工作部部长马勇斌告诉我，这些都是水泥
厂工人们用废弃材料，自己创意设计，动手制作的一
道道厂区“景观”。实在令我没想到的是，水泥竟然会
与绿色紧密相连，不可分离。

千年后的今天，我行走在清幽古雅的石板路上，
轻轻抚摸着古墙上的一块青砖，聆听村民讲述过去
的故事，耳畔仿佛听到依稀缭绕的回音。

历史如大河般流淌，奔腾不息。追溯着这条时间
之河，我在这条古今交错的驿道上寻梦，遇见了
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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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学涛

山西是木的天堂。
2.8万余处古建筑像散落的珍珠，点缀着表

里山河。其中，652岁以上的木结构古建筑数量
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

诞生之初，它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只是中国
建筑家族里平凡的成员，但随着众多“美宫室”
“高台榭”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山西成为中
国古代建筑的宝库。有专家分析，这得益于它历
史悠久、气候干燥、曾经交通不便、一度社会发
展进程较为缓慢等。无论如何，今天，它们成为
我们的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代表。

看到应县木塔后，中国当代建筑大师、建筑史
学家梁思成写信给妻子林徽因：“这塔真是个独一
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
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
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寻找到佛光寺后，梁思成这样写道：“我们
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
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
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

近年来，有一批古建爱好者，他们不全是山
西人，但都对这里非常熟悉。有人拍摄古建筑，赞
叹乡间村野里直径过米的粗壮大梁；有人手绘古
建筑，用笔勾勒出历史的遗韵；有人讲述古建筑，
带领全国各地的爱好者踏上研学之旅；还有人直
播古建筑，让网友“云游览”古代建造技艺。

“中国人认为五行里，木头最贴近人的生
命，最温润，中国人把木结构的优势发挥到了极
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珺说，他到过山
西晋祠四次，每来一次对晋祠美的感受就更深
一层。“一个非常好的古建筑适合一看再看，因
为它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甚至早晚不同时
刻，美是不同的。”

梁思成认为，中国建筑数千年来，始终以木
为主要构件，砖、石常居辅材之位，这是一种土
生土长的构筑系统。中国建筑的墙与欧洲传统
房屋中的墙不同，它不承受屋顶或上面楼层的
重量，因而可随需要而设或不设。建筑设计者通
过调节开敞与封闭的比例，控制光线和空气的
流入量，一切全看需要及气候而定。

由于木结构构件间由榫卯相连，富有韧性，
于是产生了“墙倒屋不塌”的现象。随意走访几
处木构古建筑，就会发现它们最美的地方在屋
顶，屋顶坡面、脊端、檐边、转角等各种曲线给人
柔和壮丽之美，尤其屋檐下的斗拱，宛如一朵朵
绽放的鲜花。

对此，梁思成写道：“在纪念性的建筑上，建
筑规范由于采用斗拱而得到丰富。斗拱由一系列
置于柱顶的托木组成，在内边它承托木梁，在外
部它支撑屋檐。在演进过程中，斗拱有多种多样
的形式和比例。早期的斗拱形式简单，在房屋尺
寸中占的比例较大；后来斗拱变得小而复杂。”

由于木结构古建筑怕火、怕雨、怕虫等，至
今在中国没有发现唐朝以前漫长时期内所造的
木构建筑。而传承至今的古建，历经风雨沧桑，
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份辉煌的艺术遗产。
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
不少珍贵古建获得新生，但保护传承的任务依
然很多很重。

6 月 3 日

探访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

“三五步千山万水，六七人百万雄兵。”记者
站在金代二郎庙戏台前，凝视着这方小天地，想
象着古人在上面描摹善恶忠奸，演绎悲欢离合。

戏台耸立在王报村高岗上的二郎庙内，距
离高平市中心 8 . 5 公里，翼角倔强地超过院墙
向空中翘起。前檐下两根粗大的立柱格外醒目，
木柱立在石柱上，通高 3 米多。须弥座台基历经
800 余年的风雨侵蚀，它的部分石刻、线刻图画
的容颜已受损，但戏台的“出生证明”仍清晰可
辨！在一块束腰石上，刻着“时大定二十三年岁
次癸卯仲秋十有三日石匠赵显赵志刊”，说明二
郎庙戏台创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即公元
1183 年，距今已有 837 年的历史。

然而，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还不足 20 年。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原所长冯俊杰，
在电话里回忆了他和学生们发现二郎庙戏台价
值的那段往事。

20世纪 90 年代，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
研究所开始对全省古戏台、碑刻进行全面调查。
1998 年 6 月 30 日晚，他们坐车回临汾的路上，
看到远处有一座庙，于是前去探访。“当时院子
里长满了草，达到胸部那么高，往前行走都困
难，戏台顶部的一些木料已经脱落掉在地上。”
由于天色已晚，他们没来得及细究。但冯俊杰始
终没有忘记这座古戏台，2001 年 4 月 29 日，他
带领 3 名研究生专门前去探访，看到戏台的须
弥座式台基后，安排学生们拓上面的线刻图画，
结果同时显现出创建年代的文字！

“非常兴奋。”冯俊杰说，一座金代戏台，历
经 800 余年的天灾人祸、风雨剥蚀后，在一座不
起眼的庙宇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中国戏剧史、
剧场史和古代建筑史的教学与研究，从此拥有
了一座不可多得的金代实物，这是非常幸运的
事情。它说明在宋金元时期，戏曲在农村已非常
繁荣，成为祭祀仪式的一个重要部分。“金代戏
台是亭子建筑，三面观或四面观，砖墙是后人砌
上去的。那时候角色主要是 5 个，有时候 4 个，
所以舞台比较小。”

在高平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展示了
一张它的老照片，记者突然想起《山西古戏台》
的作者乔忠延在书中描写的他见到二郎庙戏台
时的情景：“一座木构顶冠活像被啃噬过的鱼骨
架，尚未塌落的地方绝似吃剩的残肉。而那残肉

却又不似在鱼骨上那么粘牢，随时像要被风吹
落，被雨浇掉。真让人揪心，揪心！”

这种长久的落魄与凄凉终于在 2008 年画
上句号。随后的一年多里，国家出资对其进行了
维修。戏台所在的寺庄镇文化站站长秦海宝专
门在二郎庙内用展板介绍了戏台被发现、修缮
的过程。

走出二郎庙，记者站在高岗上俯瞰王报村，
不远处的小学响起音乐，孩子们放学了。秦海宝
指着学校方向说：“你看，那里还有两座戏台。”
记者走近发现，一座叫“王报人民舞台”，看上去
比二郎庙戏台大很多也年轻许多，现在是高平
市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院子两边建筑的二楼
是看台；另一座是现代戏台，秦海宝说，每年农
历七月二十五日庙会时，村里要请人唱上党梆
子和上党落子。“台下满满的都是观众。”

真好，戏曲文化在这里千年传承。40 岁的
村民郜晋霞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抽空还在快
手平台直播唱戏，目前已收获 4 万多粉丝。如
今，王报村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秦海宝
期盼“王报人民舞台”也能得到修缮。

6 月 4 日

探访中国现存最早的民居

古民居保护是个难题。因为产权一般属私
人所有，老百姓会对旧房进行自主更新，因此不
少古民居在拆旧建新中消失。高平姬氏民居历
经700余年的沧桑保留至今不得不说是一个
奇迹。

晋城博物馆研究员张广善发现它的过程也
充满了戏剧性。1986 年，高平开展文物大普查，
张广善参与其中，当时大家把重点目标放在古
寺庙上。一次走访中，张广善和同事走散，独自
一人来到中庄村。因为无人带路，就去找村里的
党支部书记。当时书记的老婆正在做饭，张广善
看到旁边的姬氏民居，就问她这座庙怎么回事，
没想到她说：“这不是庙，是住的房子，还有字
呢。”那时姬氏民居里还住着人，张广善就前去
问情况、看字。“看完，我觉得非常惊人，斗拱、柱
子等都很古老，再结合题记，基本上可以确定它
是元代建筑。”普查结束后，张广善请省内外的
古建专家来看，专家们也持肯定态度。

“根据记载，晋城在元代经济状况比较好，
姬氏民居最初的主人在建这座房时经济条件应
该不错，后来这个地方衰落了，老百姓没有能力
不停地修建房子。”张广善说。

20世纪 90 年代初，姬氏民居收归国有，以
防村民因实际住房需求将房子拆掉，1996 年姬
氏民居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国
家投资对它进行了维修。

姬氏民居距离高平市区 18 公里。到了村
里，记者爬上一个长坡，再转个弯就看到它所在
的小院。这是中庄村老的居住区，一座老房子连
着一座，人去屋空，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姬氏民
居被其他民居包围着，仅小院内就有三道门，通
往其他院落。

这座小巧的民居面阔三间，悬山式屋顶，砂
岩石柱支顶檐面，檐下斗拱简洁疏朗，木质门框

上雕刻有花边，在一个青石门墩上刻有“大元国
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仲□□□姬宅置□石匠
天党郡冯□□”等字样。表明其建于 1294年，今年
已经 726岁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民居。

“咱们村成了一个空心村，最怕的是火。”
39 岁的村委会主任卫志青看见有陌生人进村，
赶紧跟了上来。他说老的居住区没人住后，防火
成为村干部们的首要任务。他们组织人一年两
次为姬氏民居屋顶除草，还要把民居后面院子
里的荒草清理干净，看到陌生人上来就得盯紧，
防止有人抽烟、搞破坏。在镇上近 10万元的支
持下，他们拆了姬氏民居旁的部分危房，墁了院
子，修缮并租赁了小院南边的三间民房，办了一
个小型展览。

卫志青说，姬氏民居虽然体量小，但一年四
季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现在村干部
们正在积极申报传统村落，他希望得到资金帮
扶后，能修缮起村里的老房子，带领村民们发展
乡村旅游。

6 月 6 日

探访现存最有名的唐代木构建筑

费慰梅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美国
学者，在她的著作里记载了 80 余年前梁思成和
林徽因等人寻找佛光寺的不易。那是 1937 年夏
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先乘坐火车、汽车，后换
骑驮骡，在荒凉的山道上一路颠簸到了五台山。
他们对佛光寺东大殿的第一印象是：“一层高，雄
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
知年代久远。”第二天，他们开始仔细地调查：“上
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
“脊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
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
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

虽然很辛苦，但梁思成和林徽因终于发现
了日夜梦想的唐代木构建筑。他们发现东大殿
梁下的墨迹上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东大
殿前的唐经幢上有女弟子宁公遇和唐大中十一
年建的相关记载。殿内唐代墨书和殿外唐代石
经幢相互印证，成为大殿创建年代（公元 857
年）的重要佐证。

宁公遇，其人不凡，但确切身份尚无定论，
有学者推论，或为大唐公主。

如今前往佛光寺的道路并不难走，但没有
直达的班车。为方便行程，记者包下一辆出租
车，司机给出的条件是一上午看完佛光寺和南
禅寺。

从五台县城出发，40 分钟后到达佛光寺。
跟以前不同，现在景点不收门票。记者登记信
息、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后，走了进去，里面游
人不少，有普通游客、僧人、研学的人。工作人员
也跟着忙碌起来，有的坐在大殿里看护，有的拿
着扩音器巡查，不时提醒游客不要抽烟，不要乱
摸乱踩，禁止对彩塑壁画拍照等。

现在佛光寺内有十余名工作人员日夜看
护，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临时工，每月上够 26 天
班能拿到 1700 元，单位管吃管住，但由于实行
“寄宿制”，工作人员平时下班后也不能回家。因

为工资低、不自由，佛光寺存在留不住人的
问题。

再见佛光寺依然有种摄人心魄的敬畏
感。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古刹，鸟鸣山幽，芍
药花开得正艳。唐代建筑东大殿屹立在高台
上，单层七间，气势巍峨，斗拱雄大。殿内保留
下的唐代壁画是中国现存珍稀的唐代寺观壁
画，此外还保存有 30 余尊唐代彩塑，这些塑
像姿势不同，服饰各异，表情丰富，体态丰满，
部分菩萨还穿“露脐装”，展现了唐朝的开放
大气。

梁思成认为唐代的雕像更加自然主义。
“大多数立像呈 S 形姿势，由一条腿平衡，放
松的那条腿的臀部和同侧的肩部略向前倾。
头部稍稍偏向另一边。躯体丰满，腰部仍细。
菩萨的脸部饱满，眉毛优雅地弯曲，很自然地
呈弧形勾画出天庭。鼻子稍短，鼻梁稍短也稍
低。鼻端与嘴稍近，嘴唇更有表情。发际移下，
额头高度稍减。这时期的菩萨像的装饰不那
么华丽了。头巾简化，头发在头顶上堆成高
髻。服装更合身。仍然戴着珠串，但挂着的饰
物减少了。”

走出佛光寺，记者打车赶往南禅寺。南禅
寺大殿的体量虽然不大，但却是目前发现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始建年
代不详，大殿在公元 782 年经过一次重修，内
梁架上有“大唐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
重建”题记。大殿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结构
简洁，技法纯熟古朴。

南禅寺负责人石虎康热情地介绍了南禅
寺大殿和殿内的塑像。只见大殿内佛坛上，塑
有彩塑十余尊，有释迦佛像、阿难和迦叶二弟
子像、文殊和普贤二菩萨像、四尊胁侍菩萨
像、护法二金刚像、童子像等，塑像灵动丰润。
石虎康指着右手边三尊彩塑说：“你看，乘象
的是普贤菩萨，牵象的叫獠蛮，旁边的童子双
手合十，凝视着菩萨的行程。”我顺着他指的
方向望去，普贤菩萨给人安然自得之感，獠蛮
似乎赤脚踏于泥泞中，右手置后，左手握拳，
用力牵引，好像听见菩萨吩咐后若有所思，身
旁的童子显得天真活泼。

不幸的是，20世纪 90 年代末，一伙歹徒
潜入南禅寺，将守护寺庙的两个男子用绳子
捆缚起来，又将一女子控制后，从大殿中抢走
了三尊彩塑。

“这就是为啥我们在招聘看护员时，提前
商量好，没事别离开，宁可躺着睡觉也别离开
寺庙。”石虎康说，南禅寺离县城 20 多公里，
位置偏僻，周边道路也不好走，真要发生什么
事情，自救很重要。

和佛光寺看护员的情况类似，南禅寺同
样也存在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石虎康告诉
记者，他在这里的两年内，人员换了三分之二
左右。

6 月 9 日

探访现存世界最高木塔

“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应
县木塔的名声，在北方无人不晓。

这座塔有多美好？梁思成在给林徽因的
信中说：“今天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好到
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塔身之
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
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
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地倾
倒……”

梁思成在《中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
一文中写道：“在桑干河的平原上，离应县县
城十几里，就可以望见城内巍峨的木塔。这座
八角五层（连平座层实际上是九层）的塔，全
部用木材骨架构成，连顶上的铁刹，总高六十
六公尺余，整整二十丈。上下内外共用了五十
七种不同的斗拱，以适合结构上不同的需要。
唐代以前的佛塔很多是木构的，但佛家的香
火往往把它们毁灭 ，所以后来多改用砖
石……我们看到了中国匠师使用木材登峰造
极的技术水平，值得我们永远地景仰。塔上一
块明代的匾额，用‘鬼斧神工’四个字赞扬它，
我们看了也有同感。”

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 1056
年），距今已有 964 年的历史，由塔基、塔身、
塔刹三部分组成，外观为五层六檐，是现存世
界上最高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

“我们保护应县木塔的责任重大，防火压
力非常大。”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所长方国一
介绍，目前所里共有 69 名员工，其中正式工
32 名。除了监控全覆盖外，所里实行 24 小时
看护制，晚上有 6 名工作人员携 6只警犬值
班。应县还成立了木塔专职消防队，应对紧急
情况。此外，山西省人大在去年通过了《朔州
市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保护条例》，从地方立法
角度加强对木塔的保护。

针对木塔由来已久的“倾斜”问题，据相
关人员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对木塔
的变形和严重残损构件进行监测。

在《梁思成全集》里，有这样的记载：“民
国二十年木塔遭受了最大的厄运，邑绅们将
各层灰墙及其内斜戗拆除，全数换安格子门，
不惟各壁内原有的壁画全成尘土，而且直接
影响到塔身之坚固上，若不及早恢复，则将不
堪设想了。”

夕阳西下，记者站在远处观察木塔，倾斜
的身躯、二层西面往下沉的屋檐让人看着揪
心。为保护木塔，当地已多年禁止游客攀登，
木塔的保护维修工作也从 1989 年走到了
2020 年，30 余年过去，不禁问一声，我们何
时、采用何法为它除疾？

地上文物看山西：木的华章

佛佛光光寺寺东东大大殿殿。。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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