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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95_E7_94_98_E4_c57_645050.htm 六、祭祀神灵之地 在

异地经商的同乡在精神上需要有神灵的保护，这也是他们建

立会馆目的之一，因此在会馆内供奉他们所崇拜信仰的神灵

，定期祭祀是会馆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有许多会馆是在先

建神灵庙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晋商会馆祭祀之神灵最普遍

的是关羽，因关羽是山西人，以义行天下，最受乡人崇敬，

成为晋商之精神偶像。 七、聚岁演戏及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

来源：www.100test.com 晋商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凡逢年过

节时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酬演戏。有时在商业活

动取得重大胜利时，也举办酬神和演戏的活动，凡山西会馆

多建有戏台。 晋商会馆的性质与价值晋商会馆是在异地晋籍

商人的社会组织。晋商会馆均是由在异地的晋籍商人共议后

自筹经费所建立。晋商会馆使晋商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

商人数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商会

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尽管山西会馆在扶持晋商

、发展商品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属于发

育程度较低的旧式社团。它在内部机构设置、权力区分诸方

面都不够明确，封建性、排他性较强，缺乏与其它商帮跨省

区的沟通和联系，“各乡之界限，即判于其间，界限愈判，

排外愈甚。”这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又相抵牾。因此，其

作用具有二重性。 晋商会馆的社会价值，可以归纳为如下两

点：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第一，体现与传播了地域文

化。晋商会馆的建立使三晋地域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



行交流，产生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例如，琉璃瓦是山西的传

统产品，在山西的一些庙宇建筑物中经常使用这种琉璃瓦，

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在河南的山陕会馆建筑物正殿、配

殿中均使用这种琉璃瓦来覆盖屋顶，使这一会馆的建筑同时

具有晋豫风格。又如在晋商会馆中多建有戏台，逢时过节均

要在此演出晋商的家乡戏剧，这种活动不仅对当地戏剧文化

产生一定影响，而且使山西戏剧得以吸取异地戏剧文化，这

种交流促进了两地戏剧文化的发展。再如晋商会馆均崇奉和

祭祀关羽，在晋商会馆的影响了，其他省的会馆也逐渐崇奉

关羽，从而推动了有关文化的发展。复如，山西盛产汾酒，

其制作技术好，历史悠久，汾酒是晋商会馆中聚餐宴席美酒

，汾酒的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到异地，如山东、甘肃、东北等

地。 第二，推动了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如山西商人

与陕西南人，他们共同在各商埠建立了许多山陕会馆，形成

了山陕南联盟，被人们统称“两商”。有时还有别的地方商

人加入山陕联盟，开封山陕会馆就是在光绪年间甘肃商人加

入，最后形成山陕甘会馆的。在四川灌县，先后有山陕、湖

广、广东、四川、贵州、江西、福建等七座会馆，这些会馆

之间经常进行交流、协调在一些活动中配合行动，人们便把

上述会馆统称“七省会馆”。重庆的八省会馆有山西、陕西

、广东、浙江、福建、湖广、江西、江南等，后来八省会馆

共举年首，协调八省会馆之间的关系并订立了协议，其内容

主要是：一、共同确定与修改帮规；二、各帮新提议，须经

八省年首同意；三、帮会内发生争执，应由各省会馆内年首

协调解决。可见，会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各帮商人在彼此交

流中走向融合。 三、艺术价值部分引言采集者退散 山陕甘会



馆，同我国古代建筑庭院与组群的布局原则一样，采用均衡

对称的方式，沿着轴线设计的。它座北面南，在中轴线上建

立主要建筑（照壁、戏楼、拜殿和牌楼）及其对面的次要建

筑，再在院子左右两侧建附属建筑，从南向北依次为左右翼

门、钟鼓二楼、东西配殿和东西院跨等。用檐廊等建筑形式

将它们连接起来，向纵深方向发展，构成呈长方形的庭院，

组成有层次、有深度的空间。而戏楼两侧的掖门和东西偏院

配置的围墙和垂花门等小建筑，则兼起联系和间隔之作用。

其砖雕、石雕、木雕艺术堪称“三绝”，内容丰富、雕工精

细、技法不一、题材多样，堪为典范，不愧为会馆建筑之瑰

宝。 山陕甘会馆从其平面布局上看，以木构架为主的建筑体

系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

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位，组

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其分布在中轴线两端的主要建筑和规划

整齐、层次分明且左右对称之附属建筑，把整个大院组织成

四个不同的庭院。来源：考试大 戏楼和两侧之垂花门楼把前

后分成两个院落，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建筑艺术群体

。会馆地势北高南低，由南向北依次增高百分之四，临街底

的照壁高耸，显得巍峨庄重，揭开了会馆建筑的序幕；透过

戏楼门洞，可望到牌楼和拜殿，很自然的将人们的视线集中

到中轴线上，掀起了会馆建筑之高潮；左右两侧高大的钟鼓

楼的出现，则增加了院落的纵深感；透过牌楼，出现眼前的

是会馆的主体建筑正殿（包括拜殿、卷棚和大殿），进一步

深化了主题。殿后原有“春秋楼”，可惜已毁。正殿两侧有

东西跨院，左右扶持，有主有从，高低错落，突出主体建筑

，从而创造一定的艺术气氛，收到了高与低、大与小，暗与



明的对比效果。 山陕甘会馆在组群的总体布局上，把各种大

小不同形式的建筑巧妙地进行组合，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其单座建筑也同样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建筑形

制照壁照壁照壁，又叫影壁、照壁墙和萧墙等，是门外正对

大门以作屏障用的墙壁，一般设置在街侧，独立犹如屏风。

它在西周时期已经产生，距今已有进三千年的历史了。会馆

照壁，位在会馆建筑中轴线之最南端，沿街东西向，高8.6米

，长16.5米，厚0.65米，大体可分为台基、壁体和庑殿顶三部

分，系青砖砌成。台基为1.40米的青石须弥座。须弥座一般用

在高级的建筑上，可见照壁在会馆建筑群中的重要位置。须

弥座之上，是照壁壁体。壁体之上为庑殿顶，覆以绿色琉璃

瓦。庑殿顶，因其四面排水，故北方称之为“四阿顶”，它

一般使用在建筑群中最主要的建筑上，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最

高级的屋顶式样。因屋顶中央有正脊和两边有四条垂脊，故

又称作“五脊顶”。正脊为绿色高浮雕荷花脊，两端均置近

于方形的龙头形大吻，尾部外卷，背上斜插一把剑，这叫鸱

吻。其身上还有凸出的升龙图案。两面皆砌有砖雕牡丹和四

字纹花框。庑殿顶之下南北两檐均施砖雕的人物、花果、山

水、鸟兽和斗拱等。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东

西翼门翼门，因位于照壁两侧好似壁体两翼而故名。它与照

壁高低错落，“山”字形的整体。翼门，高达7.8米，组成了

一个好似体积庞大沉重，重量多达16吨。金钉朱门、粉墙绿

瓦，映衬着照壁上精致的砖雕艺术，突出了会馆的典雅高贵

。翼门为两根柱子所擎撑，上部为歇山顶，四面排水，由正

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组成，故又叫作九脊顶，在封建专

制时代，是仅次于庑殿顶的次高级建筑形式。歇山顶上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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