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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伏羲庙古建筑之美在千年历史的沉淀下，古建
筑变成了文化的记录者和见证
者，镌刻着人文印记，呈现着历史
脉络。中国古建筑之美，在于其
承载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
在于其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映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特
色。让我们一起走进与伏羲文化
有关的古建筑，在一处处细节中
感受匠心独运的建筑艺术之美。

天水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
域，处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半
干旱气候的过渡区，北临陇山，
东依秦岭，南通巴蜀，西接陇中，
陇山、秦岭和西部黄土山脉对其
形成环抱之势。清《秦州直隶州
新志》记载：“盖兰、河之中坚，关
陇之重镇也。”

天 水 市 是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之一，人文始祖伏羲 、女娲故
里，也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
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独特
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这里独
特的建筑艺术，市内文化古迹众
多，尤其以伏羲庙为代表的明代
古 建 筑 群 ，是 现 存 全 国 规 模 最
大、年代最为久远的专门祭祀伏
羲氏的庙宇。

伏羲庙本名太昊宫，俗称人
宗庙，位于天水市城区，始建于明
成 化 十 九 年 至 二 十 年 间（公 元
1483 年—公元 1484 年）。伏羲庙
院落重重相套，四进四院，宏阔幽
深。庙内古建筑包括戏楼、牌坊、
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钟
楼、鼓楼、来鹤厅 9 座，是甘肃省
唯一的也是全国罕见的具有典型
明代建筑风格的建筑群，1963 年
被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1 世纪以来，随着公祭中华
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连续举办，
伏羲庙更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
的重要场所。

伏羲庙一角

伏羲庙内的团龙槛窗木雕

巧借山形用自然之妙而增彩

伏羲氏“一画开天”，揭开了华夏文明的第

一页，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卦

台山伏羲庙是祭祀人祖伏羲氏的地方，首先要

体现伏羲氏至高无上的特点，因而选址匠心独

具。民间工匠巧妙地利用了卦台山突兀独立、

三 面 绝 壁 ，“ 其 地 突 兀 若 覆 篑 而 笼 冈 ，高 不 倍

寻 ，广 袤 四 隅 ，渭 水 回 旋 ，朝 晖 夕 映 ”（元 普 奕

《伏羲画卦台记》）的“飞地”特点，充分发掘自

然地理禀赋所蕴含的造景资源，突出其与伏羲

文化的契合点，来营构伏羲祭祀祠庙所特有的

人文环境。

远远望去，茫茫平畴田野中一峰突起，高大

宏伟、庄严神圣，使人油然而生对伏羲氏的敬仰

之情。台阶在一般的建筑中仅仅是辅助部分，

而卦台山伏羲庙的台阶设计，充分利用山体三

面绝壁、一面衔山陡峭的特点，依山而建了长达

百米、数百阶的台阶，自南向北逐渐升高，直至

山顶。沿着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两旁苍松翠

柏、古碑林立，仰望山巅祠庙、凝重庄严，掩映在

参天古木之中，展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氛围。

如果说自然山川形胜为卦台山伏羲祠庙建筑提

供了绝佳的地址。那么，独具特色的台阶设计，

则因自然之妙而增华，成为整个建筑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蕴和厚重的

文化内涵。

宫殿式庙堂建筑布局

卦台山伏羲庙在建筑整体布局、装饰艺术

等方面别具特色。明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

之 前 ，卦 台 山 是 朝 廷 诏 令 的 祭 祀 伏 羲 氏 的 祠

庙 ，因 而 其 整 体 布 局 具 有 宫 殿 式 庙 堂 建 筑 特

点，现有午门、牌楼、钟楼、鼓楼、先天殿、朝房

等 一 众 建 筑 。 先 天 殿 为 卦 台 山 伏 羲 庙 主 体 建

筑 ，建 于 明 嘉 靖 十 年（公 元 1531 年），清 代 顺

治 、光 绪 年 间 等 多 次 重 修 。 进 入 先 天 殿 ，屋 架

结 构 严 谨 ，殿 面 阔 三 间 ，殿 之 正 面 及 东 西 两 侧

列 廊 柱 九 根 ，上 雕 蟠 龙 ，历 经 千 年 风 雨 沧 桑 仍

栩栩如生，令人啧啧称奇。正中为庄严高大的

伏羲像，右置龙马雕像，藻井绘河图洛书图案，

寓 意 伏 羲 氏 得 河 图 洛 书 受 启 发 而 画 八 卦 并 推

演为六十四卦。大殿将建筑叙事、装饰图案和

伏羲的功绩密切结合，既庄重肃穆、美观大方，

又颂扬了伏羲氏的功绩。

装饰设计融汇人文

渭河蜿蜒东流，在卦台山和东峡口马咀山

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S”形，南北山脉，呈外弓

形 ，整 个 三 阳 川 犹 如 一 个 巨 大 的 太 极 图 ，渭 河

为阴阳分界，卦台山正好位于极点位置。卦台

山伏羲庙的细节布局亦多体现民间习俗观念，

如 先 天 殿 前 的 17 株 古 柏 树 ，按 九 宫 八 卦 之 数

排列，颇为讲究。其在装饰设计中融入了大量

八卦因素，伏羲像手持“太极八卦图”、伏羲像

左置“伏羲六十四卦二十八宿全图”，刻制在一

底 座 为 64 厘 米 方 盘 上 ，上 刻 有 先 天 六 十 四 卦

及二十八宿星象图，为国内同类文物之冠。再

如藻井彩绘河图洛书图、门廊镶嵌伏羲八卦卦

象图、窗棂为八卦图案等。其建筑装饰设计也

由 最 初 的 比 附 神 性 ，渐 及 于 融 汇 人 文 ，转 入 对

人 祖 伏 羲 历 史 功 绩 的 颂 扬 和 慎 终 追 远 的 缅 怀

之 情 ，回 归 到 祭 祀 祠 庙 的 人 文 关 怀 。 时 至 今

天，卦台山奇峰突起、山巅古庙金碧辉煌；山谷

北侧渭河环流而过，山间茂林修竹、岩壑铺绣，

松 涛 阵 阵 、磬 音 悠 长 ；进 一 步 稀 释 了 伏 羲 祠 庙

的森严，而趋于缤纷多元的风景名胜。

山水文章相得益彰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卦台山伏羲庙历史上

累经重修，留存不少古代碑刻，知名者有元人普

奕《伏羲画卦台记》、明人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

伏羲庙记》、白世贞《增修太昊庙记》等。后世不

少文士行至陇上，登临卦台山，卦台山伏羲庙厚

重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涤荡着诗人的心胸，明

代胡缵宗、张潜、陈讲、孙永思、宋贤，清代宋琬、

许之渐、杨芳灿、吴西川、任承允，近现代罗家

伦、冯国瑞、霍松林等，均有歌咏卦台山的诗词

赋联作品。这些登临题诗、竞相吟咏的作品代

代相传，逐渐凝固为天水地方的集体记忆，形成

一方山水人文形胜，丰富了天水地区历史文化

的内涵。

卦 台 山 伏 羲 庙 与 天 水 市 区 伏 羲 庙 遥 相 呼

应、双祠并峙，卦台山附近有女娲洞遗迹等，这

些 都 是 天 水 伏 羲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近 年

来，随着公祭伏羲大典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作为

天水著名风景名胜和“羲皇故里”历史见证的卦

台山伏羲庙也频频“出圈”。对卦台山伏羲庙这

一文化遗址建筑美的探讨，不仅可以获得丰富

的审美体验，更可感受到天水地区伏羲文化的

厚重绵长。卦台山远景（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走进卦台山伏羲庙走进卦台山伏羲庙
□□ 雨雨 佳佳

在天水市麦积区三阳川西渭河入川处，有一山兀然崛起、形

如龙首，此即著名的卦台山，相传是伏羲氏画卦之所。早在晚唐

时期，陇右先民即在此立祠，祭祀伏羲氏。历经千年兴废，卦台

山伏羲庙将祭祀功能、人文历史、空间审美与精神内涵完美结

合，成为国内伏羲庙建筑群中格局独特的罕见一例。

伏羲庙内的太极殿伏羲庙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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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庙建筑的文化特性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明

代建筑广泛使用木、石、砖，且雕饰丰富，官式建筑逐渐定型，

装饰形成一定的规范。同时，地域性特征更加明显。天水由

于特殊的地域及人文环境，形成了当地特殊的建筑文化氛围。

其一，伏羲庙是供奉伏羲的庙宇，由于伏羲是古史传说中

的第一代帝王，因此建筑群呈宫殿式建筑模式，体现了伏羲氏

的至高无上。这个特点是怎样通过建筑艺术的形式（布局、空

间、形体等）表现出来的呢？从总体布局来看，伏羲庙在利用

建筑群烘托伏羲氏的神圣与庄严方面匠心独具。一是整齐划

一，讲究对称。主要是在长达 600 米的中心轴线上，牌坊、大

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沿纵轴线依次排列，层层推进。二是

运用连续的封闭空间、逐步展开的建筑序列烘托出伏羲氏的

庄严和崇高。三是运用逐步升高的建筑群烘托伏羲氏的崇

高，在建筑整体中突出重点——太昊宫。四是色彩对比的强

烈。金碧辉煌的古建筑掩映在参天古木之中，使整个建筑显

得庄严雄伟。

其二，伏羲庙在布局安排上具有鲜明的周易思想。伏羲

庙各院内遍布古柏，为明代所植，原有 64 株，象征伏羲六十四

卦之数，现存 37 株。挺拔苍翠，浓荫蔽日。先天殿殿顶龛帷

天棚所绘“伏羲两仪图”，天花顶“河图先天八卦图”和“伏羲六

十四卦图”均为明代遗存，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其三，南北建筑及装饰融合，浑然天成。天水横跨黄河、

长江两大流域，为陕、甘、川接合地，因而这里交流活动频繁，

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文化习俗，既有北方的粗犷豪放，又有

南方的精巧秀美。伏羲庙属于典型的北方建筑群，但在很大

程度上又受江南建筑的影响，注重精雕细刻。

其四，天水民俗文化氛围浓厚，众多民居建筑均依天水市

地形坐北朝南，伏羲庙在庭院的布局上，也采用了坐北朝南的

格局，南临大街，在方便出入的同时又体现了注重功能性的设

计原则和对于民俗文化的辩证运用。

建筑装饰极富艺术表现力

伏羲庙装饰题材可以分为植物、动物、日月云气、神话传说

和几何纹样等。植物纹样主要有艾草、蔓草、松枝、荷花、牡丹

等。动物纹样有盘龙、团凤、仙鹤、麋鹿、蹲兽等。日月云气、神

话传说图案有八卦、葫芦、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等。几何纹样有

勾纹、回纹、线纹等构图特征。其中，太极图、六十四卦是伏羲庙

常用的装饰图形。从八卦结构衍生而来的 S形结构以生动的视

觉图形反映事物本质的美，以对立产生和谐，再现了古人的宇宙

观。这种图形，尤其是其S形结构至今为人们所喜爱。

伏羲庙建筑群装饰材料主要有石材、木材和砖，采用透

雕、浮雕等方法。石雕在伏羲庙中用于大门前的装饰，主要题

材有龙形象和八卦图。先天殿是河图洛书图。砖雕多用于影

壁、门、檐、屋脊的装饰，正脊多用植物纹样，并以左右横向重

复的方式构成，具有强烈的秩序感，屋脊两侧多雕有鸱尾蹲

兽、饕餮、螭龙等，寓意吉祥平安。木雕主要体现在建筑构件

上，雕饰精致的动植物纹样多用于门窗、檐、雀替等构件的装

饰，构图饱满而均衡。吉语类的福（蝙蝠）、禄（梅花鹿）、寿（麒

麟）、喜（喜鹊）、牡丹、兰花等是正宗传统的雕刻图案。

伏羲庙建筑装饰的题材、装饰材料极富艺术表现力。如

八卦、太极图、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河图洛书图等图案，形象

地说明了伏羲氏的历史功绩和发明创造。仙鹤、松枝、团凤图

案寓意长寿美满。伏羲庙建筑在空间、色彩、形体上采用了一

系列对比手法。

伏羲庙建筑的审美特征

伏羲庙建筑群不仅以实体记录了明代的建筑技艺，还积

淀着十分丰富的审美内涵。

一是建筑风格兼有北方的雄壮和南方的秀美。伏羲庙经

过 700 余年的创建、修缮、扩建，保存至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宫

殿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严谨方正、逶迤交错、精巧秀美、气势雄

浑的特点。伏羲庙建筑群中既有西北特有的单坡型建筑，又有

双坡型建筑；伏羲庙建筑群采用天然优质木材，保留木材原有

的质地和色泽，原质木材和砖石的结合使整个建筑群有着北方

建筑特有的浑厚、淳朴之美，同时在建筑的局部装饰上，精雕细

刻、细致精美，透出一种幽静和诗意，蕴含着江南建筑的风韵。

天水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上游，风俗兼南北之长。自古以来

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铸就了天水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是八卦与建筑艺术的成功结合。天水至今遗存有大量

和伏羲相关的文物古迹与民情风俗，在伏羲庙多次出现八卦

或太极结构的装饰图形，门前的抱鼓石上就采用了天水当地

常用的八卦，房屋额栏上的仙鹤花草纹样多采用太极图形构

图形式。这些都是与当地伏羲文化和风俗习惯密不可分的。

三是建筑色彩华丽鲜明。宫殿装饰色彩，屋顶多用金黄

色，立柱门窗墙垣等处多用赤红色装饰，檐枋多施青蓝、碧绿

等色，衬以石雕栏板及石阶之白玉色，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

三五之夜，明月半墙。置身中院，皎洁的月光从古枝缝隙中筛

落下来，银辉泻地，先天殿檐牙上的老铁钟迎风摇曳，叮当声

轻盈入耳，使人感觉宁静祥和。

伏羲庙的设计与建筑是天水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它展

示了天水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 700 多年前匠师们在

建筑上的卓越成就。伏羲庙建筑艺术图形符号的形成与发

展，得益于天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

交汇相融，熔炼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而陇东南地域的相对

封闭，又使这种地方建筑艺术历经七八百年而被完整地保留

下来，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