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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护国国隆隆兴兴寺寺大大雄雄宝宝殿殿主主体体完完工工
建成后将是城区唯一一处佛教建筑

26日，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铁塔西侧，护国隆兴寺西区已经初见
规模，大雄宝殿主体已经完工，琉璃瓦已经铺设完毕，现在正在进行室
内木制结构施工。因天气原因，墙体施工及涉及水泥的施工将延后进
行。而西区23亩中，除了大雄宝殿，还有山门、配殿等也初具规模。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在湖边眺望，护国隆兴寺大雄宝殿
远远就能看到，建筑施工时使用的塔吊
还没有拆除。据了解，现在正在进行的
是大雄宝殿内部的木制结构施工。“因
为天气太冷，包括墙体施工等一些涉及
水泥项目的施工要延后进行。”

20 1 3年 1 1月底，护国隆兴寺的修
建工作开始交由东昌府 区 民 宗 局 主
持，由区民宗局摸索着推进隆兴寺建
设 。目 前 在 建 设 的 是 护 国 隆 兴 寺 西
区，总建筑面积为 2 3亩，包括大雄宝
殿、山门、配殿、钟鼓楼等建筑，也都
在建设施工中。“西区的主体建筑已

经能看到雏形，后续建设工作会在气
温回升后进行。”区民宗局工作人员
介绍。

走进看，能看到大雄宝殿的屋顶起
翘平缓，但斗拱及檐柱比较粗犷。据了
解，这正是北宋时期的建筑风格，体现
了护国隆兴寺最原始的风貌。区民宗局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该寺建于北宋，因
此建筑风格应以宋代为主，宋代建筑基
本上沿袭了唐代建筑的的风格，屋顶起
翘平缓，斗拱及檐柱较粗犷，不同之处
是屋面吻式及门窗形式随着时代的变
迁有所演变，显得更精美。

采用北宋建筑风格

其实护国隆兴寺原址并不仅有现在
在建的西区23亩，包括现在的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铁塔都是寺内的建筑。史料
记载，最开始的护国隆兴寺兴建于北宋，
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仅有一处残存的铁
塔，其余建筑都已经损毁。

因此在重建规划中，充分考虑到护
国隆兴寺的历史沿革，无论是整个布局
还是单体设计都体现当时建寺时的风
格，以恢复历史风貌。护国隆兴寺建成
后，这里不只是城区唯一一处佛教庙宇，
也是东昌府区唯一一处。

而按照原定的规划，护国隆兴寺建
设不仅西区一块，在铁塔区域也将建设
铁塔浏览区。原规划中，该寺占地约50

亩，其平面布局为，中为庙宇区，东为铁
塔游览区，西为僧侣生活区，在该寺庙主
入口处设停车场及该寺牌楼，以方便居
士及游客踏寻，为方便僧侣生活及游人
参观，整个区域还设计了通畅的道路系
统。生活区与庙宇区由庭院分隔，庙宇区
与铁塔游览区用连廊分隔，均设通门，且
在分隔廊上设漏窗，人们可通过漏窗眺
望游园景色，可谓曲径通幽。

将是城区唯一一处佛家寺庙

护国隆兴寺的名字大有来历，封建
王朝能叫“护国”，可不一般。聊城的传
说中，有一种说法是，护国隆兴寺旁的
一座小桥，曾经救了朱棣一命，后隆兴
寺被赐“护国”的名号，成了“国字号”。

故事要从明朝初期说起，那时候燕
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反对明惠
帝的南京明朝政府，挥师南下攻打东
昌府时惨遭失败。根据民间传说，在这
场战斗中，朱棣险些被盛庸所擒，靠躲
在当时隆兴寺前一座石拱桥下才躲过
一劫。朱棣当上皇帝后，把聊城的隆兴
寺命名为护国隆兴寺，隆兴寺前面的
石拱桥命名为白玉桥。现在，这座桥的
遗址位于古城区小礼拜寺街，铁塔南
侧。

传说之外，更有史料记载护国隆
兴寺遗址就在古城东北城墙外的运河

边，始建于北宋，兴于明初，是明洪武
帝朱元璋八大护国祝圣道场之一，曾
占地百余亩，被誉为江北古刹、水城佛
国。

著名的聊城铁塔，便座落于隆兴
寺内的东南角。1973年政府拨款重修期
间，在五层塔身和基座发现石函，石函
外陈设有铜菩萨、瓷瓶、宋元古钱多
枚，函内有小型银棺，内有僧人骨灰及
舍利子数十枚，石函外侧有石刻铭文，
文载塔在明永乐年间倒塌，天顺年间
由东昌府僧纲性都、纲性深及隆兴寺
主持祖崇、僧德宁募捐重修。塔为生铁
铸造13层，通高15 . 8米，基座占地16平方
米，上有石刻佛教浮雕图饰，铁塔也是
隆兴寺的标志性建筑，聊城民间曾有

“东昌有三宝：铁塔、古楼、玉皇皋”的
说法。

“护国”为名因救了朱棣一命

护国隆兴寺大雄宝殿主体完工。

水水上上古古城城新新增增多多处处新新““井井””观观
过去井水供饮用、洗衣，有的还曾列入“东昌八景”

27日，记者在中华水上古城四条大街发现，最近的古城景观小品中，新增了许多井，现在楼南大街的商
户们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古城内的水井就无处不在。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古城的几位老居民回忆，若论水
质，西关井属第一。西关井水质纯净，
味道甘甜。清代、民国时期，运水的推
车、拉车昼夜不停，供应古城及东关茶
馆、富户用水。解放初，城内机关、茶
馆、饭馆和比较富有的居民都用西关
水，六十年代以后取水的愈来愈少，
1976年挖河修路时此井消失。本世纪
初重新找出井口，稍后重修，并盖井
亭。

解放前，前菜市街中段路南有
德香居茶馆，主人张德立，天天去街
以南那眼井挑水，比近处的两眼井，
多走半里地之远，因为南井水质甘甜
宜人。

小礼拜寺街有两眼出名的井。有
副地方名联“河东河西两关爷，一穷一
富；沟南沟北双眼井，有苦有甜。”后句
说，小礼拜寺北头一条水沟的南北，有
两眼井。南井甘洌，居民饮用，北井咸
涩，用以熬盐。

历史上，北坝豆腐使用运河之水。

清末以来，运河水时常断流，村民开始
使用井水。北坝做豆腐常用的有两眼
井，村西南一眼，水微咸，可以食用；村
南一眼，水苦涩，不饮用，但出豆腐多，
质嫩。

据一位文史研究者说，靠河临坑
的井一般水质优良，因地下水源充足，
受污染少；老城区、老村庄的井常常水
咸、水苦，因长期有生活脏水下渗而造
成。“自从自来水普遍使用以后，井便
逐渐消失了。如今，遗存下来的井也成
为景观了。

一条水沟南北两眼井却有苦有甜

楼西大街上的古井小品。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27日上午，记者沿着中华水上古城四
条大街走过发现，沿街的景观小品中，新
增不少“古”井：南城门楼以北、路东店铺
的屋后，有一眼背靠特制坡顶挂瓦木架
的石井；楼南大街路东也有一眼背靠木
架而且左边放着木桶的石井；楼西大街
路南还有一眼上面放置辘轳的石井等。

据楼南大街商户、今年65岁的陈玉灿
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古城里的井
无处不在，街头巷尾有井，村前庄后有
井，坑边有井，田间有井，“井自古就是人
们的饮水之源，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陈玉灿是东昌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堠堌熏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清楚地记
得，50年前，他随父亲到古城串街叫卖熏
鸡，那时候，古城内至少有十几眼井。“西
花园街有三眼井。那里有一个大水坑，其
东隔小路还有一个小水坑。大坑北面有
一眼井；大坑东伸入水中也有一眼井，小
坑东还有一眼井。”他说，老人们讲这三
眼井都是古代官府花园(依绿园)里的遗
存，原来供东昌府衙里的官员用水以及
花园内浇花用水。清末以后，这里成为居
民区，三眼井成为民用井。

清代清代两部《聊城县志》中，可知
东昌府区原有许多著名优质井，见于记
载的有隆兴寺井、圣水井、双井、玉环
井、玉女井、义井、济众井和金井等。

隆兴寺井在县志中称为“隆兴寒
泉”，泉指地下水，就是井水。该井位于
铁塔西约六米处，井口直径约一米。解
放后仍然使用，附近住家通自来水后停
用。至八十年代时井水干枯，九十年代
逐渐被垃圾填没。

闸北街南首路西、运河岸上，原有
“双井”，泉清味甘。上有厚石板作盖，石
板上有两个圆孔，两只水桶可以同时取

水。该井俗称“闸口井”。因井离闸口桥
很近，后来桥加宽加长，故址被桥压住
了。

东昌府衙西南神霄宫内曾有“玉环
井”。神霄宫后来废弃，成为“清心庵”，
晚清时有尼姑妙静、妙谛居住。这眼井
在清心庵前院，由白玉石砌成井壁，故
被誉为“古甃铺琼”，列入东昌八景。

古城西北15里聊古庙(原叫高阳氏
庙)前有“圣水井”，传说历史上逢旱年
在这里祈雨比较灵验，故有“圣泉携雨”
之说，也被列入东昌八景。此外的几眼
井现在已经说不清位置。

四条大街景观小品新增多眼井 玉环井圣水井曾列原“东昌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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