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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探访玉皇庙后，唐大华联系上一个微博
博主，这个名叫王科的青年人是长治县八义
镇北楼底村的文化员，他在山西的媒体上看
到对唐大华的报道后，想到村里一处古建筑，
便学起使用微博，找到了唐大华。唐大华的微
博粉丝有 !"""多人，不少人向他提供古建筑
信息。

在北楼底村的发现令唐大华大为惊喜。

和他以往所见的单体或单层建筑不同，这是
一处建筑群，且有钟楼、鼓楼和一座万古楼
都是三层建筑。三座造型秀逸的楼宇映衬在
蓝天白云之下，气质更显俊朗。唐大华说，这
处建筑的主体是明代，但正殿主梁上又有元
代建筑特色的痕迹。几处建筑均已破损，屋
顶全露出大洞，钟鼓楼的楼梯完全毁坏，无
法登楼。

唐大华的微博还引起一些微博大 #的关
注。“微博打拐”和“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
曾邀请唐大华赴京探讨山西木结构古建筑的
保护，他提议模仿“免费午餐”模式，建立一个
基金。公益人士薛蛮子也曾多次帮唐大华转
发微博，扩大他微博的影响力，并经常与唐大
华联络，为他出谋划策。薛蛮子通过微博召集
山西木结构古建筑考察活动于 !月 $%&"日
展开。唐大华说，!月下旬，在邓飞的帮助下，
还将在北京召开一次专门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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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揭开山西木结构古建筑之痛

只要一有时间，山东德州
人唐大华就想驾起爱车，前往
山西长治。那里，有数百处始建
于唐、金、宋、元、明、清的古代
木结构建筑散落于田间地头，
近20年间疏于保护，整日遭受
风吹雨淋，屋顶塌陷，随时都有
消失的危险。“国之重宝”，唐大
华经常痛心地这么说。

从2010年8月第一次到
山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唐大
华已经6赴山西，采集了大量
资料。今年春节以后，他通过微
博“爱塔传奇”揭开山西濒危木
结构古建筑保护的疮疤，引起
强烈的社会反响，他的微博被
山西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关
注，目前已推动个别古建筑的
修缮。一些微博“大V”也与他
积极交流，筹建民间保护山西
木结构古建筑的基金。

不到2年时间6赴山西
从唐大华的微博“爱塔传奇”上看到他

正在山西长治考察古建筑的信息，记者给
他发了封私信，询问他的电话，说想做个采
访。他欣然接受，并说可以依我们的时间，
哪怕在长治等几天都不要紧。
四天后一个周六的下午 &时许，记者

抵达长治市长途汽车站，唐大华已在站外
等候多时，中等身材，长头发，像个文艺青
年。那天碰巧降温，风冷嗖嗖的，他却是一
身短打。拉开后备箱，里面塞得满满的，睡
袋、帐篷俱全。他笑着说，有时候驾车到乡
镇上，不愿意赶回县城，可镇上 '"元钱一
晚的小旅馆着实让人难以成眠，后来索性
带上户外装备，以备不时之需。听说我们还
没吃中饭，他提议开到某个古建筑边吃野
餐，这几次来长治，他已经爱上这种生活方
式，车里常备罐头食品，饿了就幕天席地而
坐，喝凉水吃罐头，甚是快意，关键是节省
时间。每次来长治市长子县，他就住在长子
县的一家宾馆，清晨天还没亮就出发，天黑
了才回去，每天只在晚上回县城时吃一顿
正经饭。来山西这么多次，他竟不知山西的
刀削面长啥样，最近一次才听说长子的特
色食品是猪头肉。
唐大华高中时无意间读到一本中国古

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的著作《中国古塔》，
从此爱上了古塔。他大学读的是机电专业，
毕业后在德州广播电视台做过几年技术，
后来离职开了家计算机公司，成了自由人，
时间上宽裕起来，这才开始独自潜心研究
他心爱的古塔和古建筑。

'""!年，他开始探访全国各地的古
塔，后因对木结构建筑情有独钟，开始与山
西结缘。'"&"年 (月，他第一次来到山西，
起初只是看那些得到保护的国家保护单位
!简称"国保#$级别的古建筑，后来想把山
西的“省保”和“县保”也看个遍，意外发现
许多宝贵的古建筑在近 '"年间由于缺乏
保护，濒临毁灭边缘。

近20年来失修损毁严重
从长治汽车站到第一个木结构古建筑

长子县西鲍村龙王庙，大约 &小时。唐大华
说，长子县这样的古建筑太多了，开车半小
时左右就能从一个到另外一个。的确，当天
下午 )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跑了 *处。
距离公路不足 &""米的龙王庙始建于

元代，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一面照壁和一处
正殿，正殿屋顶尽毁，无门可寻，断壁残垣
间杂草小树丛生。这是唐大华见过的状况
最差的一处木结构古建筑，从目前破损的
情况看，已经没有修复的价值。

唐大华熟门熟路地带我们从断墙的一
处豁口爬上去，拨开密密匝匝的树枝，小心
翼翼地往里走。走到正殿深处，散落的梁木
横七竖八架在地上，主梁直径约 )"厘米
粗，颜色仍然明艳的琉璃碎块藏在泥土和
梁木间，龙头雕花清晰可见，做工精致。这
块脱落的琉璃正脊有元代风格。唐大华说：
“琉璃自元代始，对龙的表现手法通常是整
个龙头，到了明清时期，在建筑上的龙往往
只剩下一张大嘴。”另外，从残存的斗栱和
两层梁之间作支撑的“蜀柱”来看，唐大华
判断这间龙王庙是元代的建筑。

西上坊村的成汤庙，是他见过的最大
的单体建筑，一个殿占地面积就有 )""平
方米左右。最有意义的是这座庙有着明确
的“身份证”。庙前一座石碑及“柱头题记”
上均清楚地记载着，这座庙建于“皇统元
年”，这是金代的年号，远超国保标准，自
&$('年就是县保，但目前已经破损不堪，
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当地古庙每个年代都有修缮，所以每

座庙中都有历朝历代的痕迹。如布村玉皇
庙的主殿是唐代建筑，后殿是金代的，朵殿
又是元代所建。解放后，不少庙做过粮仓，
当过学校，有人修缮，但近 '"年来，它们不
再承担任何功能后，渐渐无人问津，年久失
修，一旦屋顶漏雨，整个建筑的损毁速度就
更快。

! ! ! !唐大华的车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资料集，
里面是他准备去寻访的山西木结构古建筑，
这些资料都是他从网上艰难地搜索来的。他
去的这些地方，有的是县保、有的没纳入任何
保护范畴，官方基本没有资料可查，只能根据
网上只鳞片爪的信息，查找到大概地理位置
摸过去。他开始在博客和微博上发布寻访到
的破损木结构照片后，也有一些网友给他提
供信息。

)月 '(日，山西省文物局发出《关于核查
全省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的紧
急通知》，唐大华惊奇地发现，核查名单里漏
掉了很多本应属于国保级的县市保单位，他
在微博中说：“我只去了山西的一角，难道业
内人士还不如我掌握的资料多？”

学界把元代和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称
为“早期木结构古建筑”，可申报国家文物保
护单位。全国木结构古建筑中，山西省占四分
之三，晋东南地区!主要指长治和晋城$又占
山西省的四分之三。据唐大华考察，仅长治市

古代木结构建筑就有 &""多处，其中长子县
有 +$处，当中又有二十多处可列入“国保”。
为啥不给这些建筑申请国保？唐大华分析，按
照我国相关法律，文物是属地保护，报了“国
保”后又没钱保护，反而被动。

去年 &'月起，他开始在微博上呼吁关注
山西濒危木结构古建筑，产生了他始料未及
的反响。在此之前的两年中，他曾经写信给山
西省各级文物保护机构，均石沉大海。而他的
微博引起社会舆论和媒体关注后，山西省文
物保护机构也开始重视唐大华的考察工作和
考察动向。

在微博上发出长子县布村玉皇庙的资
料后，山西省文物局非常重视。根据长子县
估算的修缮资金，如果只修庙里的三座殿，
需要 (&"万元，假如想把周边环境和道路一
起修好，要 &)""万元。前不久，山西省文物
局和长子县分别召开动员会，为表支持，山
西省文物局特别拨款 +"万元用于修缮玉皇
庙，其余 ,("万元由长子县自筹。长子县已召

集县内的“财主”化缘。目前，玉皇庙的修缮工
作已经展开。

长子县布村玉皇庙外，已经围起施工用
的蓝色护栏。唐大华说，他第一次来时，满院
的草比他还高。去年年底，他最早在微博上发
布的濒危古建筑信息就是这座庙，因为它的
文物价值最高。唐大华对它的断代是唐代。

唐大华认为，玉皇庙正殿主梁梁头伸出，
作为斗栱的一部分，出第二跳华栱!出檐$，这
是唐代的建筑特征；在两梁之间挑着“昂”，也
是唐代的特征。他还特别指出一个叫做“皿
板”的部件。“皿板”从汉到唐时期建筑中使用
较多，石窟和墓葬常用，但在现存木结构建筑
中，这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例。他因此更加断定
玉皇庙是唐代，且不晚于唐中期，年代早于山
西省五台县唐中期的南禅寺，可称得上全国
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古建筑。

但是山西省文物保护局定它是“市保”
时，将它定为“五代”，比唐略晚。在唐大华的
微博发出后，山西省文物局特请山西省古建
筑泰斗级人物柴泽俊给他回了一封信，仍然
坚持玉皇庙是五代时期的作品。

微博推动政府保护行为

“大V”助力推动成立基金

! 王科所在的北楼底村这一座古建筑气势十分恢弘

" 通过微博的力量%玉皇庙已经开始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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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科在微博上找到爱塔传奇%告诉唐大华!左$自己村里也有一座待保护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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