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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传承的晋祠鱼沼飞梁维修设计研究

李晋芳

（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山西太原，030025）

摘要�晋祠是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在中轴线上

的鱼沼飞梁更是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作为我国早期十字形木构桥梁的代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

史 科学、艺术价值。对鱼沼飞梁的保护是通过研究历史文献、专家走访等方法，提出了针对性保

护措施，对保护人类珍贵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晋祠�鱼沼飞梁�十字形�木构架

引��言

晋祠初名为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后被追封为晋王）而建，位于山西太原市

西南悬瓮山麓，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也是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极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1］。1961年由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由国家旅游局公布为首批全国AAAA级旅游景区。晋

祠是太原最负盛名的风景名胜区，是太原最重要的旅游服务接待窗口，更是太原的历史文化名片。晋祠

是初始于西周，繁衍于北魏，发展于唐初，成熟于

北宋时期的宗祠园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

园林——晋国宗祠［2］；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集约

载体，现存宋元明清至民国各种类型古代建筑一百

余座，是中国古代建筑时代序列完整的孤例，被誉

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晋祠以其独具匠心的总体布

局，使建筑伴以奔流不息的难老泉水、古树名木，

将建筑空间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人工美与自然美

巧妙地糅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天

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理念
［3，4］

（图1）。

1 价 值 评 估

鱼沼飞梁坐落于晋祠中轴线上，前临献殿，后依圣母殿，为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图2）。

图1�晋祠圣母殿与鱼沼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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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桥始建于北魏时期，与圣母殿同建，距

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5］。现存建筑应为

宋金遗构，造型精美、结构奇特，为我国

早期十字形木构桥梁中的孤例，具有重要

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鱼沼飞梁下部方形鱼沼是晋水三泉之

一。沼上建有十字形桥梁（也称板桥）。

桥面东西平坦，长19.6m，宽5m，高出地面

1.3m，南北两面下斜如翼，即两侧桥面下

斜与沼岸地面相接，犹如禽鸟展翅，翩翩

欲飞，故曰飞梁。桥边设勾栏，供游人凭

栏观景。

桥下沼中立34根小八角形石柱，柱底为复盆莲瓣柱础，柱身造型及柱底莲瓣式样尚存北朝遗

风。柱头做卷刹。柱上有普柏枋相交，其上置大斗，斗上施十字拱相交，承托梁枋，上面承载十字

形桥面。

古往今来，桥梁多为“一字形”，唯有此桥连通沼之四岸，桥面结成“十字形”，可谓因地施

建，独具匠心。现存的飞梁为宋代遗物，是通往圣母殿的要冲［6］。古代建筑师充分利用地形将鱼沼

上的这座桥，变成了圣母殿的前檐月台、平台、殿前场地，起到了其他建筑形式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中唯一的孤例，也是中国桥梁建筑艺术史上利用特定环境成功营造的一则杰

作和典范
［7］
。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评价：“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

可贵。”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有极高的价值。20世纪50年代初由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

及研究工作的杜先洲先生主持编制了《太原晋祠鱼沼飞梁修缮设计》，并于1953年修缮竣工。

2�现 状 评 估

由于自然环境等原因，鱼沼飞梁多处损坏严重，甚至一些结构性梁枋构件随时有折断的可能，严

重威胁着鱼沼飞梁的安全。1996年、2001年，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委托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多次对鱼

沼飞梁的残损现状进行勘测和修缮设计，报请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得到了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根据国家文物局2002年文物保护工作计划，山西省文物局《关于下达晋祠鱼沼飞梁维修保护任务的通

知》（晋文物函〔2002〕200号文件），下拨补助经费40万元，决定对晋祠鱼沼飞梁进行落架大修。

并要求在本次维修中，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2003年3月，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按照设计方案组织实施，对鱼沼飞梁进行保护修缮。

3�前 期 准 备

3.1�组织准备

在开工前，成立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和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为主体的工程领导组，建立鱼

沼飞梁修缮工程项目经理部，并健全项目经理部的安全保卫、技术质量等职能组织，为工程的顺利

图� 鱼沼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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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3.2�技术准备

在开工前，对原有设计文件、图纸等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会审，并聘请古建筑专家柴泽俊同志为

技术顾问，对工程的有关技术问题或在施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技术指导、咨询、答疑，并提出

相应的对策措施。

3.3�人员准备

将参加过晋祠圣母殿、朔州崇福寺、大同华严经等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主要技术工人、班

组长进行了筛选、征调。同时对工种进行合理配置，保证鱼沼飞梁保护修缮工程技术力量的足

额到位。

3.4�现场准备

选择合理施工的场地，搭设临时工棚，租用了当地居民住所，解决大批工人进场后的作业场地

和食宿问题。

3.5�材料准备

对鱼沼飞梁保护修缮工程所需的主要材料进行了市场调查，了解了所选材料的品质、价格、运

输、加工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及时购置了小型机械、工具和零星材料，为正式开工做好准备。

3.6�资料准备

除汇总现有的有关资料外，还对鱼沼飞梁现状进行摄影、文字记录，勾绘编号草图，制作有关

档案表格。

4�保护维修工程

我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和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修缮时遵循“修旧如旧”的理念。能加固使用的构件尽量使用，能小修的

则不大修，尽量使用原有构件，保存历史信息。在施工期间，山西省古建专家柴泽俊先生多次亲临

现场，仔细检查、具体指导、果断决策，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维修时，主要施工方法及技术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4.1�搭设脚手架、保护架、防护棚

首先搭设了脚手架，脚手架在桥底“沼”的部位，为双排钢管脚手架，独立支撑，用于施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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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及构件的承重。在桥底“梁”的部位，搭设了满堂红脚手架，将每根石柱（共34根）柱头、柱

脚四面用钢管夹护，钢管与石柱间用木塞垫紧卡固，使整个石柱成为一个整体。防止柱位偏移和闪

动，确保柱子的安全，保证柱位的原始性。为确保梁下大木构件在施工中免遭雨水淋浸，在拆除了

石栏杆和垫层后，又在脚手架上升高搭支的大棚防护架，架高距作业面2m，其上盖防雨工程布，

确保木构件安全，保证施工作业时间。

4.2�构件检查和编号记录

在脚手架搭设好之后，对所有木、石构件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同时对所有构件统一进行有序

编号，定制编号标牌。

4.3�桥面、石栏杆、石地栿、木基层、大木构件的拆除

4.3.1�桥面的拆除

现有桥面为水泥块和水泥垫层，在拆除时，先平台后坡道进行。先将水泥块用撬棍撬起运走，

然后将垫层也用撬杠撬碎运走。严格禁止用猛锤敲击，避免在拆除桥面时损伤木、石构件。

4.3.2�石栏杆的拆除

在石栏杆拆除前，首先将石栏杆之间的勾缝灰进行剔除，使其石榫松动，然后自中心平台四

角自上而下拆除。有些石榫部位黏接较紧，采取震动、轻摇、拉牵等方法使其石榫松动。石榫部

分黏接特紧，采取以上方法仍不能分离石榫者，采取栏板、望柱整体拆除的办法，对已断裂的石

构件，采用分段拆除的方法。拆除时，使用专业的拆除工具；撬抬时，在石构件撬抬部位支垫木

块、胶垫等保护材料；捣震时，使用木槌；牵拉时，使用麻绳，防止在拆除时损伤石构件，确保

石构件安全。

4.3.3�石地栿的拆除

在拆除完石栏杆后，石地栿的拆除较为顺利。原石地栿之间使用铁扒钉进行连接，用水泥灌

注。在拆除时先将水泥剔除，将铁扒钉撬起，对石地栿进行分离，由于石地栿块大、较重，采用吊

链起吊移位进行拆除。

4.3.4�木基层和大木构件的拆除

木基层的腐朽损坏最为严重，木基层桥枕木因无须编号，只须按序拆除、分类存放即可。所有

大木构件的拆除，都是自上而下按序进行。由于中心平台木构件保存较为完好，为了保护原构件的

稳定性、原始性，对中心平台横梁以下的木构件不予拆除，进行原状保护。

4.4�石、木构件的保护、运输、存放

对于斗、拱、枋类构件，按号按区有序存放于加工场地，以利于检查、加固、修复。对木构件

的运输，采用人工抬运的方式，防止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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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石、木构件的修复、加固和复制

鱼沼飞梁的石构件较多，残损、断裂较为严重。对断裂的构件，将其断裂部位用丙酮洗液进行

断面清洗，用环氧树脂等化学材料进行黏接加固，表面接缝处则用云石胶添加汉白玉石粉进行表面

处理。这样既保证了黏接强度，又使外观效果接近于构件本色。木构件表面糟朽深度超过其断面高

度三分之一者则不再继续使用，采用同质材料，制作手法、制作工艺均参照原构件予以更换。不超

过三分之一的剔除其糟朽部位，用同质材料进行剔补，用环氧树脂黏接，用铁钉钉牢。裂隙宽度超

过10mm、深度超过50mm、长度超过1m的进行剔补、除垢后，用木条加环氧树脂补缝。

4.6�木构件的安装

木构件在加工制作整修完毕后，先在加工工棚内进行局部试安装搭套，然后运至施工现场进行组

装。每层安装完毕后，即时检查其高度、水平度、垂直度，检查无误后，再进行下一层构件的安装。

4.7�垫层铺设

桥面垫层铺设于木基层上，一共两层。第一层直接铺在木基层上，为混凝土材料，垫层厚度

8cm左右。用平板震动机振捣。待凝固后铺设防水材料。防水铺设完后，再用0.5cm细石混凝土浇筑

保护层。

4.8 防水处理

防水材料为复合土工膜，对边缘部位采用热熔焊接处理。桥梁进深方向四端均超出木基层

0.7～0.8m，使木基层与沼壁之间的结合部位形成整体的防水面。

4.9�构件的防腐做旧

所有新旧构件均刷涂桐油，在木基层表面又刷沥青，以增加其防腐能力。新配石构件的做旧处

理，采用高锰酸钾做旧法。即将高锰酸钾用开水

冲化按3%～5%的浓度涂刷于新配构件上，待其颜

色与旧构件基本相似，将表面浮色用清水冲洗干

净，然后用少量黄土、积尘擦拭一遍。

4.10  桥面、月台、坡道、散水 

  铺墁

鱼沼飞梁桥面、月台、坡道、散水等地面铺

墁均改用青石块细墁。其规格同方砖，表面细剁

斧，底灰均是水泥、白灰砂浆稳固，用干水泥粉

扫缝，采用横向工字缝。泛水尺寸按旧制，外口

栽一行“牙子石”，添补压檐石（图3）。
图� 鱼沼飞梁维修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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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古老的晋祠历经沧桑，数度变迁，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
［8］
。山西现存的古

建筑数量之多、历史之久居全国首位。据统计辽、宋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为106座，占全国同期木

结构建筑的72.6%，全国仅存的4座完整的唐代建筑都在山西［9］。山西素有中国古建艺术宝库之

称，晋祠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10］
。晋祠继唐代以后，有宋、

金、元、明、清时期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各式建筑100多座，其中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圣母

殿，举世罕见的十字形古桥鱼沼飞梁，稳如大殿、巧似凉亭的金代建筑献殿，被国家文化部鉴定

为三大国宝建筑［11］。

文物是传承历史的重要符号，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更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历史文物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大量智慧，这些文物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还可以让我们看到早期的

历史。历史文物一旦被损毁，就不可追回。所以，历史文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文物就是继承

历史、继承文化。保护文物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和全社会的职责。因此，我们要传承文化和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过历次保护修缮和晋祠博物馆的日常养护，鱼沼飞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使这

座独特的文物建筑星火传承、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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