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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4_B8_AD_E6_c34_246560.htm 社旗县是一座历史

文化名镇，坐落在南阳东北45公里处。它东与驻马店市泌阳

县接壤，西和南阳县宛城区毗连，北和方城县交界，南与唐

河县为邻。1965年建立社旗县，社旗镇为县委、政府所在地

，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社旗镇原名赊旗店，是一

座远近闻名的商业古镇。据有关资料记载：该镇初建于春秋

战国时期，清代康乾年间最为繁盛，为河南四大名镇之一。

民间有"天下店数赊店"之称。当时该镇为水旱码头，南船北

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为南北九省交通要道，

全国有13个省的商人在此经商，仅各省商人建的同乡会馆就

有：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

等十余个。全镇人口13万，镇内有72道街，现存较为完整的

古街道有十余条。1989年7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我省第

一批历史文化名镇。 位于镇中心的"山陕会馆"原名山陕同乡

会馆，又名山陕庙、关公祠，曾称鼎元社，是座巍峨壮观，-

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古建筑群，系清代山西、陕西旅居赊旗镇

的富商大贾接客迎仕、联谊集会和焚香祭奠的场所，因养有

监管僧道亦称山陕庙。正殿供奉关羽坐像，所以会馆的绝大

部分对联、门榻、匾额都是颂扬关羽的功德，故又称关公祠

，道光年间称鼎元社，民国十二年改称山陕会馆。 会馆始建

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

至光绪十八年落成，共经六帝137年。占地面积10885.29平方

米，建筑面积6235.196平方米。主体建筑自南而北沿中轴线有



琉璃照壁、悬镒楼、大拜殿和春秋楼，左右陪衬建筑相互对

称，自南至北有：东西辕门、东西马厩、钟鼓二楼、东西廊

房和大拜殿两侧的药王、马王两座陪殿。建筑布局形成前、

中、后三进院落，布局严谨合理，殿堂楼阁疏密有间，北高

南低，鳞次栉比，气势雄浑，相映生辉。各类建筑物共152间

，室内外全用青白色大理石铺砌，建筑物采用石雕、木刻、

火铸或陶瓷塑精美图案作装饰。据碑文记载："运巨材于楚北

，访名匠于天下"。耗白银数百万两。总之，会馆的总体设计

追求诗情画意，陈设装饰极尽富贵华丽。1963年被河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

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家看这面琉璃照壁，是

仿照北京故宫九龙壁建起的，高10.4米，宽13米，厚1.70米，

单檐硬山顶，是用1000多块彩釉大方砖砌造起来的。壁的两

面饰有精巧剔透的"二龙戏"珠"、"龙虎争斗"，"丹凤朝阳"、鲤

鱼跳龙门"、"凤穿牡丹"、"五龙捧圣"以及姿态各异的九条龙

和福、禄、寿等图案。照壁正中横书"义冠古今"。两侧竖写

两副对联"浩气已吞吴并魏，麻光常阴晋与秦"，"经壁辉光媲

美富，羹墙瞻仰对英灵"。表达了山西、陕西人对关羽这个同

乡仰慕追念之情。字迹采用金黄色古写隶体，显得庄严肃穆

生辉。 照壁陪衬建筑有相互对称的东辕门、西辕门、东马厩

、西马厩环抱成会馆前院。我们现在进前院参观。院中立有

白玉雕狮一对。狮前立铁旗杆，铁旗杆高15米，重5万余斤，

青石须弥座，束腰部雕天马、麒麟、狮子、异兽图，须弥座

上立铁狮，旗杆穿狮而过。旗杆上有大、中、小三个云斗，

每个云斗上有四个风铎，云斗间行龙缠绕，顶部原各站一只

展翅欲飞的凤鸟，抗日战争时期，东边的一只鸟被日本飞机



炸掉。铁旗杆铸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据传为分节

拥土铸造而成。辕门东西相对，筑于高大砖券拱门上，为单

檐歇山顶。下有砖护栏围绕，高12．37米，正中分别嵌石刻"

升自阶"、"阅其履"匾额。 这是悬镒楼，又名"八卦楼"，是会

馆的戏楼，兴建于嘉庆元年(1786年)，竣工于道光元年(1821

年)，历时25年。楼高18．36米，长20米，宽18米，分上中下

三层，为三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正脊两侧装饰有行龙、牡丹

图案，中间置琉璃楼，内刻"天五尺"三字，楼门两边对联为"

此地即是普陀山，何必远求到南海"。楼内竖20根合抱大柱，

下有三层柱础，上层多为鼓形，下层为正方形鼓座，四面雕

刻麒麟、狮子、牛、马等图案。楼北面为戏台，上挂清道光

二十四年(1844年)浩生社立"悬镒楼"匾额。"悬镒"两字系山西

明末书法家傅青主所写(是从山西托来的)。"楼"字系叶县清末

举人许靖所写。两侧石柱上分别刻"还将[日事重新演，聊借

俳优作古人"，"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

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对联。舞台屏上悬挂"既和县平"

匾额。戏台上下布满木、石雕刻图案，其内容多以古代传统

戏曲有关。 这分别是钟楼和鼓楼，相对称坐落于悬镒楼两侧

，钟楼内悬大钟一口，钟高5尺，重2千余斤，人称聚将钟，

亦称"金钟报晓"，鼓楼在西侧，内悬挂更鼓一面。 现在我们

穿过戏楼进入万人庭院，即会馆的中心大院。院内全部用一

尺见方的青石铺地，中铺甫道，甫路两边系条石，有柱洞可

以搭棚，甫路左右庭院及两厢分别为男女观众场地，院内可

容万人看戏，故又称万人庭院，现在我们参观的是石牌坊，

坐落于大殿前3米高的月台上，其分左中右三座。 中间一座

为三间四柱式，须弥座方校，柱的两侧附以抱鼓石，中柱两



侧鼓面刻："俞伯牙爱琴"、"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周

敦颐爱莲"、"米元章爱石"、"嵇康爱竹"、"王羲之爱鹅"、"陶

渊明爱菊"八爱图。中坊上雕福、禄、寿三星。匾书"孟氏难

言这浩然"，相传是社旗拨贡张玉炎撰写。配坊左上刻"杜甫

吟诗"，右上雕"李白骑鲸"，中坊背面上刻"五福图"，匾书："

履中蹈和优入圣城"。 各位朋友，这是大拜殿，是会馆的主体

建筑，由大殿和拜殿两部分组成，长40米，宽22米，高23.14

米。殿前两侧立两块石室式单据歇山顶式石雕，高2米，宽1

米，单檐硬山顶，左侧刻："十八学士登瀛洲"。图中有杜如

晦、房玄龄、于志宇等不畏艰险，骑马沿崎岖小路登上为天

下人慕向的瀛洲。 故事出于《新唐书.诸亮传》，唐太宗李世

民为网罗人才开"文学馆"，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分为

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论典籍，号十八学士。右侧刻"渔、

樵、耕、读"图，下刻一河流，内行小舟，舟上老翁弯腰作打

鱼状，山腰处一人担柴若在行走，再上一人一牛，似去耕田

，河对岸一人在读书，故为渔、樵、耕、读图。图中山水、

树木、飞禽、走兽、房屋采用汪浅浮雕、深浮雕、透雕、线

雕等多种石作方法，使十八学士及渔樵耕读形态各异，栩栩

如生。 大拜殿兴建于同治八年（1869处），竣工于光绪二十

年（1892年），为会馆主体建筑部分。它连同石牌坊、东西

腰楼、东西廊房、蒉鼓二楼、东西辕门及琉璃照壁，历时二

十五年，耗费白银87788两，当时可买大米950万斤，约合五

万八千农民一年口粮。 马王殿、药王殿陪衬在大拜殿两侧，

东为药王殿，西为马王殿。 在距大拜殿约50米的北面。原有

早期兴建的春秋楼。楼中塑有关羽夜读《春秋》的泥像，楼

因此而得名。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抵赊旗镇时，由于遇到



富商豪绅的踞楼抵抗，春秋楼被捻军焚毁，现仅存月台遗址

。 社旗山陕会馆始建至今200多年，历经风雨沧桑，其间曾遭

受过捻军、土匪及国民党军队的大肆破坏，日寇飞机的狂轰

乱炸。因此，会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原有的风貌。解放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这座文化艺术宝库的保护工作。1963年

，会馆被纳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重点单位，1988年1月13日被

晋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进行了全面整修工

作。会馆内布置了"社旗县历史文物陈列室"、"中原刺绣展"

、"宫灯展"、"二十四孝展"、"社旗县名优产品展"等五个展厅

。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山陕会馆"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参观的

人数在逐年增加，全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攀、故

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土元、吕济民等对会馆的建筑艺术赞不绝

口、单土元老院长参观后挥笔题写了："辉煌壮丽，天下第

一"。吕济民题词是："艺术辉煌，绝无仅有"，老专家罗哲文

、郑孝攀题写了"高楼杰阁巧夺天工，精雕细琢锦绣装成，会

输匠艺，壮哉斯馆等题，给会馆的建筑艺术以极高的评价。

社旗陕会馆的参观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请大家登车，我们

前往桐柏山淮源风景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