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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华

碻磝（qiāo，áo），《古汉语大词典》释义
为：“古津渡、城名。一作敲嚣。故址在今山
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城在津东。”碻磝城
乃是茌平县首个治所。431年，南朝刘宋政权
大将檀道济在此与北魏交战，因粮草耗尽被
迫撤退。其在此役中展现的智勇谋略，不仅
成就了个人威名，更衍生出“自毁长城”“唱筹
量沙”等经典成语，成为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
的典故。

一、碻磝城的历史沿革

碻磝城始为秦汉晋时期的茌平县治所，
后历经朝代更迭，先后成为济州、济北郡、济
阳郡的行政中心。其地位之显要，可从历代
方志中窥见一斑：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昌府志》卷
十七《古迹一·城聚》“茌平县”条下记载：“碻
磝城即济州城，姚襄（后秦将领，景元帝之子）
屯碻磝津；宋永初四年（423年），魏人立济州、
济北郡于此；后魏泰常八年（423年），置济州，
治碻磝是也；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等取
魏碻磝寻复入于魏。”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茌平县志》卷之
二《地理志·古迹》记载：“碻磝城即茌平县故
城。在魏济州城……隋废之，而隋以前之碻
磝城在城西南，非今址也。唐复于卢县。”

1997 年《茌平县志》“境域变迁”部分记
载：“秦、汉、晋时期，县治茌平今韩集乡高垣
墙村。”

《聊城通史》在历史进程“宋魏对峙”部分
记述道：“元嘉八年（431年）春正月，刘宋派檀
道济北援……魏军正面对敌失利便暗中派出
小股骑兵，纵火焚烧了宋军粮草。檀道济由
此缺乏粮饷，于是不敢盲目冒险前进，不得已
自历城退兵，来到茌平，驻扎在碻磝城中。这
时，士兵有逃亡降魏者，告诉魏军说宋军已无
粮草……魏军听到这一消息后，随即派兵进逼
碻磝城……檀道济急中生智，到了晚上趁着夜
色……让士兵用斗，撮取一斗斗的沙土，堆积
在一起，并命令一部分士兵高喊所量的数量，
堆好沙堆后，用一些粮食覆盖在上面。”

明顾炎武《肇域记》卷二《兖州府·东阿
县》记曰：“碻磝城即汉茌平县也。《水经注》：
河水北迳碻磝城西，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
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
军，前锋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刘义恭以
沙城不堪守，召玄谟令毁城而还。后更城之，

魏立济州治此也。河水冲其西南隅，又崩于
河……《宋书》：魏将周几、叔孙建渡河，军于
碻磝。檀道济至碻磝，唱筹量沙。今有三土
丘，其遗迹也。”

《元和郡县志》卷十一《郓州·卢县》记载：
“按济州理碻磝城，本秦东郡之茌平县也，其
城西临黄河……泰常八年（423年）于此置济
州。至天宝十三载（754 年），州为河所陷，
废。碻磝津，在县北一里。后魏于此置关名
济州关，隋末废。”

《晋书》卷七十九《谢尚谢安传》记载，太
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爆发，东晋大将谢
玄出任前锋都督，与前秦军交战，取得以少胜
多的巨大战果。太元九年（384年），谢玄乘胜
开拓中原，先后收复河南、山东、陕西南部等
地区，且有“遣龙骧将军刘牢之、济北太守丁
匡据碻磝”之记载。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七》记载，北魏孝文
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495）曾临幸碻磝城。
记曰：“十有九年（495年）……戊辰幸碻磝。”

清咸丰九年（1859年）《济宁直隶州志》卷
二《方舆志·沿革表》中，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
了碻磝城的归属废立脉络。记曰：“济州、济
阳郡今理巨野县……古郡理即碻磝城。按

《地理志》注云：碻磝古津也，城名因之，秦为
东郡茌平县地。汉《地理志》云：茌平属东郡，
后汉亦属东郡及济北国。宋元嘉七年（430
年），到彦之北伐拔此城后又失之。至二十七
年（450年）以王元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
北拔之，因以固守于此，又置碻磝戍，或为济
北郡。后魏太武八年（430年），于此立济州，
又为济北郡，而外城即后魏王光中刺史力宣
所筑。按《郡国志》云，后魏置济州于单于城
中，即石勒所耕之处闻鼓角之声，其此地也。
至周建德七年（578年），又筑第二重城，置肥
城郡。隋初置济州，炀帝初复为济北郡。唐
武德四年（621年），平王世充改为济州或为济
阳郡，皆在此。天宝十三载（754年）废郡，以
所隶五县并归郓城。”

由此可见，碻磝城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
亦为黄河沿岸的军事要塞，屡为兵家必争之
地。此地也是南朝宋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檀道济军事生涯中的成名之处。天宝十三年
（754），为黄河所陷，济州南迁，从此之后，碻
磝城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其遗址在今
聊城市东昌府区韩集镇高垣墙村。

二、与碻磝城相关的成语故事

（一）“唱筹量沙”与“三十六计，走为上

计”
【唱筹量沙】〔释义〕南朝宋檀道济率军北

伐，军粮殆尽，于是夜半量沙而唱数计筹，示
敌以存粮充足。后比喻饰无为有。〔出处〕《南
史·檀道济传》。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记载：“道济都
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
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
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
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
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
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狥。时道济兵
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
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
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
之，图之以禳鬼。还，进位司空，镇寻阳。”

文中说，檀道济奉命统领各路兵马北征，
转战至济水一带。檀道济与北魏交战三十余
次，多次获胜，但推进到历城时因粮草耗尽被
迫撤退。此时有降兵向北魏透露宋军断粮的
消息，导致军心动摇。檀道济连夜命人用沙
子充作米粮，高声唱数计筹，并在沙堆表面撒
上仅存的少量米粒。次日清晨，北魏军见宋
军“粮堆”充足，怀疑降兵谎报，便将其处斩。
宋军得以安全撤退。当时檀道济兵力薄弱，
军中人心惶惶。他下令全军披甲戒备，自己
却身穿白衣乘坐车舆，从容不迫地撤出包围
圈。北魏怀疑有埋伏，不敢追击，宋军因此全
身而退。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释义〕谓处于困
境时，别无良策，只有出走，可以摆脱。〔出处〕

《南齐书·王敬则传》。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记载：“是

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
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
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
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
急走耳。”“三十六计，走是上计”之语，为王敬
则借用檀道济于碻磝城设计出走的故事，后
来演变为成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军事著作《三十六
计》，相传为檀道济所著。其“第三十六计”为

“走为上”，曰：“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
也。”是说，全军退却避开强敌，以退为进灵机
破敌，这样，同正常的兵法并不违背。

檀道济在碻磝城的这一战例深刻揭示，
军事较量不仅是武力的对抗，更是智慧与心
理的博弈。檀道济的谋略，既展现了古代名
将“兵以诈立”的战术精髓，也印证了“用兵之

道，攻心为上”的永恒哲理，至今仍为后世提
供着逆境破局的启示。

（二）“目光如炬”、“自毁长城”与“饮马长
江”

【目光如炬】〔释义〕眼光像火炬一样明
亮。原形容人发怒，眼中冒火；后又形容眼光
远大、见识高明。〔出处〕《南史·檀道济传》。

【自毁长城】〔释义〕比喻自己毁掉自己
抵御外敌的屏障，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或自
己破坏自己的事业。〔出处〕《南史·檀道济
传》。

【饮马长江】〔释义〕在长江边上给战马喝
水。指渡过长江南下作战。多形容征战者的
豪气和胆略。〔出处〕《南史·檀道济传》。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记载：“道济立
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十三年
（436年）春……会上疾动，义康矫诏召入祖道，
收付廷尉，及其子……等八人并诛。……道济
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
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
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
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文帝问殷景仁曰：‘谁
可继道济 ？’答曰：‘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
名，余但未任耳。’……二十七年（450年），魏军
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曰：

‘若道济在，岂至此！’”
文中说，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

廷因虑其在文帝身后难制，杀之。收捕时，檀
道济怒目圆睁，目光如炬，仰头饮尽一斛酒，
摘下头巾摔在地上，厉声道：“你们这是在毁
掉自己的万里长城！”北魏得知他的死讯后，
皆言：“檀道济已死，南方再无可惧之人。”从
此连年南侵，有饮马长江之志。这时候，刘宋
王朝已经没有人能够代替檀道济来抵御北魏
的进攻。

檀道济被杀后，北魏“频岁南伐”，以至于
“二十七年（450年），魏军至瓜步”。文帝哀叹
道：“若道济在，岂至此！”“瓜步”，又作瓜埠，
位于今南京市六合区东南瓜步山下，刘宋的
都城建康即今日南京市。当“魏军至瓜步”
时，意味着刘宋王朝灭亡的丧钟已然敲响，这
是其自毁长城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影响

碻磝之役，檀道济因粮草匮乏陷入了困
境。在北魏军队的重兵包围之下，檀道济巧
妙地运用“唱筹量沙”之计，成功迷惑并吓退
了敌人，彰显了古代军事家非凡的勇气与智
慧。此后，他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南征北

战，为刘宋王朝屡立奇功，声望极高。
唐朝诗人储光羲，在其《登戏马台作》诗

的前半部分，歌颂了刘宋王朝早期的文功武
治与皇帝犒劳碻磝之役将士们的场景。诗
曰：“君不见宋公仗钺诛燕后，英雄踊跃争趋
走。小会衣冠吕梁壑，大征甲卒碻磝口。天
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

正是因为碻磝之役，使檀道济威震四
海。北魏甚至将其画像用于“禳鬼”，暗喻其
威名可镇慑鬼神，足见敌国对他的忌惮。檀
道济从卫国之臣，化作护家之神，进入寻常百
姓家，这或许是中国门神采用人物画像的开
端。

由于宋文帝在位期间长期患病，多次病
危，因担忧自己身后无人能够掌控檀道济，最
终戕害了栋梁之材，自毁长城。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檀道济故垒》诗中
云：“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
犹唱白符鸠。”

其大意是，檀道济被杀后，刘宋王朝失
去了如万里长城般的支柱，而秣陵城里众多
的男男女女，至今仍在传唱《白符鸠》以表达
哀悼之情。《檀道济传》记载，檀道济被冤杀
时，民间曾流传“可怜白浮鸠，误杀檀江州”
的谣曲，以表达对檀道济的哀悼和对冤屈的
控诉。其中“檀江州”指的是江州刺史檀道
济。后来《白浮鸠》（亦为《白符鸠》）成为一
种歌词和舞蹈形式，在南北朝时期广为流
行。

明中期内阁首辅李东阳在其诗作《燕巢
林》中写道：“胡马来，饮淮浦。春燕归，巢江
树。石头城，立不住。狼居胥，在何处？耕问
奴，织问婢，谁遣书生论兵事？万里长城元自
弃，生不逢檀道济。”李东阳的这首诗创作于
明朝中期，当时边境屡遭外族侵扰，国家安危
受到严重威胁，而朝廷内部却缺乏有效的应
对策略和有能力的将领。李东阳借这首诗，
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并感叹道：“如今
的万里长城早已自弃，我生不逢时，没能遇到
像檀道济那样的将领。”

清代诗人洪亮吉的《檀江州》，充满了对檀
道济被枉杀的悲愤与感慨。诗曰：“可怜白浮
鸠，枉杀檀江州。万里长城君自毁，明年饮马
长江水。长江饮马君有知，目光裂电神骓驰。”

檀道济的智勇传奇，给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碻磝城虽沉沙于黄河，然其所承
载的历史与文化依然鲜活。此间兴衰，不仅
是一城一将的往事，更是民族智慧与教训的
永恒镜鉴。

探寻与茌平故城碻磝城有缘的成语故事

■ 张秀功

中国古建筑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广
袤的中国大地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建筑特色。
因时代的变迁、地域文化的差异，既有北国的
纯厚，江南的灵秀，蜀中的雅致，塞外的雄阔；
又有汉之古拙，唐之雄大，宋之规范，明清建
筑形制化的特色。具体到古代村落及其民宅
来讲，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北京的四合院，
陕北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云贵的干阑等不同
的建筑风格。在山东各地，同样也分布着一
些古代民宅、村落，但历史悠远，特色鲜明者
不多。然，从相地择居，房舍建作来看，山东
的一些古老村落一样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内蕴；这些古老的民宅、庭院、祠堂、坛庙等，
无不与地域性社会文化心理形成同构机制；
反映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审美趣味及价值取
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要
求也渐次提高。除踏遍名川高山、风景胜地
之外，开始走向农村，亲近古老，去探幽那些
隐匿于民间的沧桑历史、漫漶记忆。人们似
乎可以从这些厚重中感知人类童年的乐趣、
成长的辛酸；找寻到似曾相识的过去。在东
阿黄河之左，苫山古村落再次进入了民众的
视野，成为人们乐此不疲，流连忘返的去处，
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反映出了人们对精神
生活和文化寻根的心理渴求。

苫山村位于东阿县的南部，为泰山余脉
与鲁西平原的交汇处，前有黄河由西南向东
北绕村而过。据清顺治十八年苫山人李濠作

《苫羊山志自叙》载：“山以苫名者何？以峦峰
层迭有苫盖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
上有卧羊峰也。人顾称苫不称羊者，省文
也。”山因酷似苫与羊而得名，村因山而得名，
故曰苫山。苫山历史悠远，有史载的时间为

“春秋”时期，从出自汉墓的考古发现来看，苫
山汉代就有了居民；《苫山村志》（2006年版，
下同）引用《东阿乡土志》中载“刘氏自宋代迁
入县境苫山”，这是迁入居民最早的记载。关
于对苫山历史沿革、风土民情的记述，最为详
尽的当属编于明末清初的《苫羊山志》（下同，

时间，编者不叙）。
从苫山的村落风貌与建筑风格考，结合

《苫山村志》，苫羊山业已开凿殆尽，深处已积
水成潭；现存建筑大致可分为祠堂、坛庙、僧
寺、民宅、陵墓，建作时间约为明清时期，大多
也圮毁荒废，湮没于乱石草丛之中。但从这
些残垣断壁中依稀有往日的繁盛与辉煌。

《苫山村志》一书收录了《苫羊山志》中的两
幅地图，《苫山四境图》《东阿县图》，绘制时间为
清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沧海桑田、时光变
迁，今昔比照，一是地名称谓的变化，二是古有
今圮。但其地理格局，山水坐落、流向没有变
化。从苫山先人耕种于河畔、居住于山下而成
其为村落的历史行程中，可见我们祖先相地生
存的聪明智慧。遵从天地、顺应自然是我们祖
先安身立命的一个准则。古人在择居相地的时
候，将具有物产、气候、耕地、水源等各方面优势
的地貌综合在一起的地形称之为“形胜”。苫山
北面有“雨山”“苫羊山”，南面为一环绕之水，形
成“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形胜”。朱熹《诗集
传》云：“阴阳，向背寒暖之宜也。”阴阳合宜，是
选择理想之地而居的一条原则。泛言之，山南
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但中国古代哲学的
阴阳观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地一物皆有阴
阳。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是我们东部地区的气候
特点，整个中国的地势也是西北高东南低的格
局。但区域山水形势存有差异，那些位于北面
的山，冬季可以遮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夏
季可以使迎风面形成对流雨。这里就会产生一
个温暖湿润的小环境，既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也
益于人体的健康。

苫山的南面是大清河，古称“济水”，今为
“黄河”，虽然有名称的演革，因对岸为丘陵山
地，河流弯曲自古依然，变化不大。从《苫羊山
志》大清河的流向和现在黄河河道状况看，自
范坡（地名）由南折而东，然后转向东北，这样，
苫山就处于河流弯曲凸出而形成的“汭”位上，

“汭”位又称腰带水，既可避开河流的冲刷，还
因水流泥沙沉积而使耕地渐次增加。临水而
居，是我们祖先相地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可
以解决农耕的灌溉，更主要是解决饮水的问
题，慢慢由村落扩展为城镇，以致发展为现在

的大都市。诚然，近水的同时也存在着水患，
苫山因近水而致水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
傍山环水而居的苫山先民，在繁衍生息的过程
之中，不断与这片土地融为一起。

“天人合一”是我国哲学思想中的宇宙
观。体现在建筑文化之中，中西方的建筑方
式有着鲜明的区别。《周易·文言传》云：“夫大
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三而天弗违，后天
而奉天时。”西方建筑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而
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把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宇宙是自然的大房子，房子是人的小宇宙，所
以理想的建筑群体，有“虽由人作，宛若天成”
之说法。中国的古建筑很少有单独建造的个
体，而是以多个单独的个体组成群体庭院。
如苫山刘氏祠堂，祠堂现只存正殿。明孝宗
弘治十五年建成，取名“鼎新堂”。《苫山村志》
有《刘氏家祠鼎新堂记》一文。文中未载祠堂
规制，只述其用途，“生忌、时祭、嫁娶、生育”
等礼仪皆在祠堂举办。但从“木主森列而昭
穆不紊”一句看，除了正堂之外，还应该有东
西厢房。现存正殿面阔三开间，墙体为青砖
材料，硬山式抬梁房顶，无斗拱，有前檐廊，立
柱两根，进深三米多，是为明清建筑式样，但
从式样来判断当时刘氏应为“士”。除去正殿
与东西厢房之外，正堂前应有导引，形成多进
式庭院。大门居中，处在中轴线上。现存大
门也是硬山顶，无吻兽，有台基踏步。这种沿
中轴线展开的庭院建筑，形成通过轴线均衡
对称的几何秩序。这种对称结构，表现了中
国古代宗法社会礼的秩序。在礼制上，宗庙
祠堂的地位重于其他，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
观念，在建筑上就是要求中正，不中则不正，
不正则不尊。

刘氏祠堂位于苫羊山之南略左，背山而
建，苫山刘氏，宋代迁于此，至明代为名门望
族，父子三人皆为进士，刘氏父子三人，为人
刚正，做官清廉，甚为乡里所敬重。

在苫羊山之西南，现有几处民宅，据苫
山人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为明末清初之
民居。这其中有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兵部
郎中李学诗的故居。这是一处四合院式民

宅，现存有正房六间，进深三米左右；西厢房
为二层楼房，二开间；东厢房面阔三开间，正
房与东厢房之间是二层抱厦；倒座现已坍
圮，从地基轮廓，可见面阔为三间；皆为囤式
屋顶，拱券式门窗。大门开在乾位，影壁是
西厢房之山墙。这样就组成一个四合院式
的庭院，四周房屋围成一个院子，这个庭院
就是“气口”，正房六间，倒座三间靠右，这样
就是东南巽位留有一“通气口”。一个由于
群体组合，而又独具东方文化情调的封闭或
半封闭的中国庭院文化就展现在人们面
前。庭院用来采日月之精华，也是建筑群体
的“呼吸器”，在文化心理上，又是人与人之
间、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融互通的场所。以
农立国的现况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面世界
相对隔绝和眷恋乡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
式，也塑造出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格。这一文
化特色在建筑上便以四合院的空间方式呈
现在大地上。

因后代成家分爨，就在中间砌一石墙，一
分为二，形成东西两个院子，东院便在巽位开
了一大门，成为现在李学诗故居的格局。

自周灭商，分封立国，渐渐形成了以血缘
关系与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左祖右
社”的先后秩序就是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
化心理在坛庙建筑上的文化表达。在中国文
化中，“君子居则贵左”。“左者，人道所亲，故立
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亲，故立国社于
王宫之右。”“祖”在古生代的农村就是家族祠
堂，“社”则是指祭祀土地之神的地方。除去祭
祀祖先之外的场所建设一般都会远离家族祠
堂。从《苫羊山志》“苫山四境图”所标记的祭
祀场所看，大多庙宇建筑在苫羊山的右边。除
石佛寺、三官庙之外，其余已荡然无存。

石佛寺的历史，多为传说。据传有王右
军之书，若据此推测，魏晋时期中国的寺庙主
要以佛“塔”为主，塔处于主要位置。但从历
史记载中看，尚未有佛“塔”的任何信息。石
佛寺历经数次迁移则为事实。寺庙在隋唐代
之后，其建筑构成就走上了庭院式组合样
式。以农为主业的古代中国，同样有“恋地”
情结，不像西方教堂高耸入云。中国传统庭

院建筑的文化倾向和佛教融为一体，形成现
在的寺庙建筑的规制；再者，唐代以后，禅宗
一派是佛教主流，禅宗弘扬不离世间，我心即
佛的思想，所以佛“塔”退出了主要位置，让位
于平面展开的各种佛殿，以有“佛”在人间之
象征。《苫山村志》明·苏则曾有《重修石佛寺
记》，“开山沙门，岁远失所考，不识为何许
人”，明弘治丙辰年，有一位叫李恕的善士，提
供了建寺之土地，迁于此。“殿旧两楹，拓而为
五，佛相三尊……罗汉二九。”还在正殿东西，
塑起了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伽蓝、祖师
殿各三间”，这两座殿应为东西相对布置，按
寺庙规制，伽蓝殿为偏殿。这里的“祖师殿”
所奉或为“达摩老祖”，或为“六祖惠能”，从于
慎行《新修石佛寺》可以看出，石佛寺为禅宗
道场；前面“天王殿，山门如其数”，后有丈室、
禅房。将苏则曾与于慎行两篇游记组合起来
解读，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石佛寺规模宏
大，香火鼎盛；晨钟暮鼓，青烟袅绕。

中华民族是一个淡宗教、浓伦理的民
族。“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
雅崇礼教。”（明·苏则曾《重修石佛寺记》）中
国人和宗教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明《李氏家
乘》《濠翁自叙》有“从族祖读书石佛寺”的记
载，可以说明古代的人们也大都是“临时抱佛
脚”。尚礼尊祖是自古至今根植于中华民族
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

中国建筑材料主要是以“土、木”为主，虽
然有些地方使用石材或青砖，但这两种材料从
五行属性上说也是属“土”。因此，我国的房屋
建设所需用的时间短。但这种土木结构，也极
易倾圮，水灾、火灾皆可让我们的房屋化为尘
土。现今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大多有过重建
的经历，所以能保存至今的古代民宅、村落一
是不多见，二是时间短。即使这样，中国古建
筑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在这新旧传承的过程
中，苫山古民宅、古村落，除了古建筑美学意义
之外，更重要的民族文化性格的表达；这不仅
要我们像尊重老人那样敬仰他、保护他，更需
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解读其中的意蕴及内
涵。

依山傍水以居 循礼有序而制
——东阿县苫山古村落文化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