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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明清官式建筑规范，展示心学文化清雅之风

古古城城七七贤贤祠祠预预计计月月底底布布展展完完工工
本报聊城3月17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古城保护与
改造指挥部获悉，本月底，古城
楼西大街西首，清远门内的七
贤祠将布展完工，正式对外开
放。

记者了解到，聊城地方史
志中记载的七贤祠原来并不在
这个位置，在古城保护与改造
工程中，根据四条大街“西文、
东商、南驿、北食”的规划，将原
本坐落在万寿观以西约百米处
的七贤祠，在楼西大街西首复
建。2012年10月1日，七贤祠正式
开工建设，第二年5月1日竣工。

清康熙《聊城县志·卷三·
人物志》曾有记载：“郡城旧有
明儒三先生祠，祀王文定道、穆
文简孔晖、孟清献秋，太守岳和
声复置汝训并逯给谏中立、茌
山张宏山后觉、赵素衷维新，称

‘七先生祠’云。”这是地方史志
中，关于七贤祠的较早史料。而
到了晚清，七贤祠几近倒塌。道
光年间的知府朱锦琮，将七贤
牌位移于启文书院的文昌阁，
上供文昌星，下供七贤。随着时
代变迁，启文书院所在地成了
如今的实验小学，七贤祠早已
无迹可寻。

记者看到，复建后的七贤
祠，规模远胜于从前。七贤祠的
复建，参照国内类似建筑制式，
按照明清风格进行。步入七贤
祠，市民和游客会被其雅致壮
观的彩绘、规整严谨的建筑风
格所吸引。其主要建筑，包括照
壁、山门、东西配殿、仰贤堂、后
殿、碑廊等，建筑总面积达两千
余平方米。

七贤祠大殿七开间，是双
栋前后串联式歇山屋面，前者
为卷棚歇山顶，后者为单檐歇
山顶。后殿、东西配殿等都是五
开间，均为硬山屋面。山门三开

间，也是硬山屋面。所有屋面均
采用灰色筒瓦，门、窗则以暗红
色为主。

七贤祠的大殿，名为“仰贤
堂”，是奉祀七贤的场所。里面
有七贤的立体雕塑和生平往事
浮雕，为今人继承历史文化传
统、延传先贤慷慨正气，提供了
很好的凭证。

在建筑形式上，七贤祠遵
循明清官式建筑规范。作为一
个纪念先贤的肃穆场所，七贤
祠周以墙围，自成一区，是后人
纪念先贤、传承历史文化、延续
国学正气的重要场所。绕过照

壁，由祠堂山门进入，即可望见
祠堂主体建筑仰贤堂，两侧分
别配以阳明祠和心学馆。由仰
贤堂穿过，可见后殿及东西厢
房，左右以碑廊连接。整组建筑
青砖灰瓦，飞檐起脊，仙人走
兽、油漆彩绘、形制适当、样式
多变，空间开合穿插有序，建筑
勾连错落适度，体现着明清官
式建筑风貌之美，既展示出心
学文化清雅之风，又不失纪念
建筑肃穆之气。

如今，七贤祠的布展已接
近尾声，预计本月底可完成，很
快呈现在游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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