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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佛教、道教与儒教一样，逐渐

成为“正统”的代名词。统治者以“三教”为

武器，对蛮夷巫风特别是“淫祀邪教”进行打

击。民间提倡的“三教合一”，虽然常常不能

得到正统儒、释、道三教的认可，但由于其在

创立宗教、完善教义、赢得大众认可、吸引信

徒等方面有诸多好处，明清至民国时期，“三

教合一”几乎成为民间众口一词的口号。紫云

山寺建立于明朝，现存的建筑为清代所建。寺

门融合了当地民居的特色，富于装饰的门楼中

含有许多白族民居元素。如重檐第一阶的装饰

物是凤凰，寓意着庙里供奉的主神是女性——

斗母。“斗”指北斗众星，“母”（通姆）指

母亲。道经云，斗姆“为北斗众星之母”，意

为“众多星星的母亲”，是道教神祇，为佛教

与印度文化中“摩利支天菩萨”的演变。斗母

又称“紫光夫人”，也是该寺院名紫云山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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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其他白族民居中，

若门楼第一阶装饰物是凤

凰，则直接表示了该户当

家做主的是女性。

大理地处云贵高原与

横断山脉的结合部位，是

个多风地区，常年刮西

风或南偏西风。有一首白

族民谣唱到：“大理有三

宝，风吹不进屋是第一

宝”。所以当地的白族在

盖房时，把正房建在坐西

向东的地方，门窗向东

开，再大的风过来，也只

吹到正方的外墙上，不会

进屋。横断山脉为南北走

向，山坡的缓坡地一般都

在山的东西坡。所以正房

坐西向东，是自然与文化

的双重选择。

紫云山寺庙因此面朝

东方，入门后有白墙照

壁，起到隔断作用，增加

了建筑本身的曲折。左行

便看到古老的庭廊，木石

皆已斑驳。充满时光痕迹

的横披上挂着同样古旧的

匾额，上书“紫云山”。

庭院一派清幽，纵然寺外

游人并肩接踵，寺内仍大

有萧索意味。庭院中种植

有古松、古柏，朝东的朱

红色二层木构建筑是供奉

神像的所在，十分简朴，

只在二层横档处用金粉书

写“斗姆阁”三字而已。

左右厢房虽有人烟，却已

经许久未修葺，所幸木雕

门窗依然保存完好。木门

窗采用浮雕与透雕工艺，

其中样式也有白族民居中

经常出现的玉兔。

紫云山寺在喜洲古镇

清一色的白族民居中，是

另一种同样古老又独特的

风景。然而，虽然紫云山

寺是大理第一批保护的古

建筑，但保护力度仍然薄

_ 木造的建筑飞檐处有铜铃，铃下的悬鱼有辟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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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寺庙的管理与维护资金全靠古镇中的信徒自发捐赠，管理不系统、维护不专业的现象仍然存

在。文物部门认为“凡是涉及文物部分坚决不准动，一点都不能动”，这严重制约了开发和保护

工作。虽然国内普遍存在过度维护导致文物原貌尽失的问题，但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因

为保护不周的问题日渐破败，也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白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交融而并存，通过人民的日常生活不断进行对话、交流和

发展。政府在保护与发展古镇的时候，若只着重于统一主流的建筑风格，而忽视那些特殊却极具

价值的建筑，对古镇的发展来说是巨大的遗憾，也削弱了文化的多元性。当然，古寺的破败与喜

洲古镇旅游开发程度直接相关，目前喜洲古镇接待能力十分有限，古镇里没有干净的厕所，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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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较差，也给游客的游览

带来很大不便。古镇内的电网杂

乱，造成严重的视觉污染，除此

之外，与旅游相关的服务设施相

当薄弱，整个古镇没有明确目的

景点标识和走向示意图，游客进

镇后只能跟着感觉走，古镇内缺

乏导游服务系统，游客对古建筑

风格及其文化内涵不解其意，这

仍需要相关学者对其旅游资源进

行进一步挖掘。

古镇的旅游资源一般都处在

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地方，如将

之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走向市场，

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宣传是十分必

要的，否则古镇永远不会走出深

闺，笑迎宾客。
1.木门窗采用浮雕与透雕的工艺，其中样式也有白族民居中经常出现的玉兔。

2.庭院中种植有古松、古柏，朝东的朱红色二层木构建筑是供奉神像的所在，十分简朴。

2

1

历史·记忆            Historical Memory           寻  迹

90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编辑/设计＿刘文杰

  2016.06 -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