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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2024年度上党文化大
讲堂第8场，总第120期在潞州区图书
馆五楼报告厅开讲。长治市博物馆文
物研究室主任、文博副研究员杨巧灵，
以《长治地区古建筑欣赏》为题作精彩
讲座。

一砖一瓦，浇筑盛景。在长治这片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矗立着许多穿越
岁月长河的古建筑，它们不仅是历史的
见证者，还蕴藏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
印迹。长治古建有哪些突出特点？日
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提高
传统古建鉴赏能力？讲座结束后，主讲
嘉宾杨巧灵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品味“东方美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杨老师您

好，首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讲座
中，您为我们系统全面地讲述了长治古
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古建研
究领域的？在研究长治古建的过程中，
您有哪些心得呢？

杨巧灵（以下简称“杨”）：我大学
学得是考古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后就
开始从事相关工作了。从担任市博物
馆古建科副科长开始，便一直专注于
古建研究。

古建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与古人
对话，是一场充满历史感的学术探索之
旅。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有自己独
特的魅力和故事，等着更多人去研究、
去发现。

在研究过程中，古建的艺术之美给
我强烈的视觉震撼，蕴含的工匠精神也
令我叹为观止。作为一名古建研究人
员，我深刻认识到每一座古建筑都是历
史的见证，凝聚了古人的智慧和精神，
有幸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把古建艺术
和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播。

探寻古建风韵
记：《黑神话：悟空》带动了山西文旅，

观音堂、崇庆寺等长治古建也被更多人熟
知，您认为本土古建有哪些突出特点？

杨：长治是文物大市，据第三次全
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全市共登录
各类不可移动文物6833处，各类古建
筑 3500余处，分布在 3400多个行政
村，可以说，在长治几乎每个村都有古
建筑。从时间上看，上起唐代，下至清
代，历经七朝不断代，包括木构建筑、民

居、寺庙等不同风格。所存实例中自五
代起，有明确纪年的时间间隔不超过50
年，金代以后更是不超过30年，完全可
以排列出一个无间隙反映近千年来中
国传统木构建筑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序
列，这在国内具有唯一性。

总结起来，长治古建具有数量众
多、历史悠久、建筑风格多样、文化价值
高等突出特点。这些古建筑不仅是物
质文化遗产，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
体，它们展示了我国传统建筑的演变过
程，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记：每一处古建都彰显着人文之
光，从古建的细节中，有哪些匠人智慧
和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杨：一是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我们从现存古建中可以看到，
榫卯结构精准、斗拱技术高超、装修构
件精美，这些都是匠人智慧和心血的凝
聚；二是崇敬自然、取材自然。古建修
建过程中，匠人们会充分考虑自然环境
的影响和所用材料的特性，因此木材因
其柔韧性和可塑性被广泛运用，也由此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木构建筑；三是在传
承中创新。古代工匠不仅注重技艺的
传承，还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各个时代
的建筑都继承了前人的风格，同时也拥
有新的时代风貌，比如平顺县大云院的
弥陀殿是国内现存木构建筑中最早使
用普拍枋（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重要构
件）的实例，这种在继承前朝营造法式

的基础上，首开普拍枋与阑额的结构形
式，增强了柱间连接刚度，比单纯使用
阑额更具结构稳固的优势，对之后的宋
元建筑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传承文化根脉
记：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

些方法提升古建鉴赏能力？
杨：提升古建鉴赏能力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
累和实践。第一，了解古建筑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内涵。每一座古建筑都是一
段历史的见证，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故事
和文化传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建筑的价值和意义；第二，关注建筑的
整体布局和构造。中国古建筑的构造
十分讲究，如斗
拱、檐口、脊饰
等细节处理，都
体现了古代匠
人的精湛技艺
和独特审美；第
三，欣赏建筑上
的装饰艺术。
中国古建筑常
常通过雕刻、绘
画等手法，将吉
祥图案、寓意文
字等元素巧妙
地融入其中，使
得建筑不仅具

有实用价值，更富有艺术性和文化内
涵。总之，如果大家对古建筑感兴趣，
可以多阅读、多参观、多思考，拉近自身
与古建筑的距离。

记：作为普通民众，可以为保护古
建遗存、传承传统文化做些什么？

杨：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就是对保护文物、古建筑
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法律法规，作为普通
民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遵法守法，
不随意毁坏、非法买卖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参与古
建筑的保护宣传活动，激发更多人的参
与意识，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除
此之外，在一些偏远山区、村庄，存在一
些尚未发掘、保护的古建筑，我们要积
极上报相关部门，不断推动我市对于古
建的修缮和保护工作。

在研究古建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
一些文保志愿者，他们进行义务讲解、
宣传、巡查等志愿服务，还有一些具备
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参与到文物、古建的
修复工作中。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现
象，也是全社会对于文保事业重视和实
践的体现。

当下，针对古建开设的研学课程、
文旅活动等有很多，我们可以利用闲暇
时间实地参观走访，近距离感受古建的
魅力，通过多元化平台为古建代言，积
极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记：长治古建历史悠久，文化根脉源
远流长，凝聚了古代工匠的潜心雕琢和
一代代文保工作者的接力守护。通过您
的讲述，相信能让更多人了解长治古建，
加入保护古建遗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行列，让更多古建筑重焕“新
生”。再次感谢您今天的分享，谢谢。

——访长治市博物馆文物研究室主任、文博副研究员杨巧灵

本报讯 10月26日上午9时，2024
年度上党文化大讲堂第8场、总第120
期在潞州区图书馆五楼报告厅开讲。
长治市博物馆文物研究室主任、文博副
研究员杨巧灵，以《长治地区古建筑欣
赏》为题进行专场讲座。

本期大讲堂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
博物馆承办。主讲嘉宾杨巧灵，现任长
治市博物馆文物研究室主任、文博副研
究员，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多年来，坚持从事考古、古建、文博
研究工作，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均有
专业论文发表。编撰出版《古建撷萃》
《明代彩塑长治观音堂》《锦上添花》《蛋
形三足瓮初探》《磁州窑一枝独秀——
长治八义窑红绿彩瓷》《感受城隍庙》
《博物馆藏品档案的业务话题》《长治观
音堂彩塑布局思想和使用材料分析》等
专著及论文。

本期讲座中，杨巧灵从欣赏古建

的方法入手，以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
为例，对传统古建的特点、组成、构件
等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自己多年的
工作实践，对长治地区古建筑展开系
统讲述，运用大量图片、史料，带领现
场观众“云”欣赏部分“国保”古建。杨
巧灵说，长治作为我国木结构古建筑
的密集地，是中国古建的“资料集”和

“标本库”，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博物
馆”，如此众多的文物财富需要我们真

正欣赏、发掘它们的价值，并主动积极
地参与保护。

讲座现场，观众们认真聆听、仔细
记录。互动环节中，杨巧灵对现场观众
的提问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她呼
吁大家，在“打卡”古建遗存的同时，还
要带着欣赏、传承之心，感受古建之美、
品读人文匠心、弘扬传统文化，让古建

“守得住”“活起来”。
（黄玥）

欣赏长治古建 守护文化瑰宝
第120期上党文化大讲堂开讲

让传统古建焕发时代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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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认真聆听讲座。

嘉宾杨巧灵讲授《长治地区古建筑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