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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庙飞来殿，建筑面积540.43平方米（含

月台）,宋元时期修建，是西南地区少见的、保存

极其完整的古代木构斗拱建筑，原为供奉道教

东岳大帝的庙宇，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

筑的珍贵实物依据。1956年，飞来殿被定为四

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保档案

“飞来之殿”身世迷雾

▶▶▶自仙山峨眉向北眺望，位于绥山
镇大庙村飞来岗上，一座名叫“飞来殿”的古
庙静静伫立。“宝殿自天外飞来，峨峰从地下
堆起。”史料记载，庙内山门的门柱上曾有此
楹联，盛赞飞来殿的雄伟气势和巧妙结构。

在峨眉山市星罗棋布的名胜古刹中，大
庙古建筑群因“小众”，反倒更像是一颗“遗
珠”。“现在，来观赏大庙古建筑群的游客以
建筑爱好者居多。”7月13 日，峨眉山市博物
馆馆长代成刚介绍，大庙古建筑群现存宋元
明清多代木构建筑，总建筑面积 2119.6 平方
米，总占地面积 19432.18 平方米。古建筑群
背负峨眉群峰依山而建，包括九蟒殿、香殿、
飞来殿、毗卢殿和观音殿等。其中，飞来殿
最具文物考古价值和古建筑学研究价值。

“蜀中少见”静待“出圈”

看见唐宋看见唐宋 触到元明触到元明

大庙飞来殿

历史文献显示，飞来殿原是道教奉祀
东岳大帝的庙宇，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这里
开始修建佛教殿宇，称“飞来寺”，从此“佛、
道共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飞来殿中东
岳大帝铜像被毁，殿中不再塑立神佛像。

记者从山门沿着中轴线拾级而上，直
至飞来殿，感受到的是林木葱郁、鸟语花
香、建筑雄伟。

“大庙飞来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为保护文物古建，按照相关规定，庙内
不再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代成刚说，虽不
见鼎盛香火，但飞来殿在当地百姓心中，一
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每年农历正月初
八，附近百姓会按例前来赶庙会，祈求延年
长寿、国泰民安。”

由24根楠木柱子撑起的古庙飞来殿，
不仅承载了人间祈愿，亦在历史的发展过
程中，扮演着诸多角色。据代成刚描述，大
庙古建筑群曾作为私塾、小学、中学置办场
所，更有三线建设者家属、乡镇企业员工入
住于内。故事“飞来飞去”，不变的是飞来
殿的古建筑学价值。

飞来殿为木结构、单檐、歇山式素筒瓦
屋面，抬梁式梁架，八架椽前后乳栿剳牵用
五柱，柱子平面布局为减柱造和移柱造，面
阔三间 18.2 米，进深四间 13.3 米，通高
13.15米；檐下施斗拱36朵，为六铺作双杪
单下昂，重拱计心造，昂尖上卷成象鼻式，
第二跳华拱刻龙头或象鼻置于昂下；前檐
柱上盘旋两条金身泥胎蟠龙，塑造精致、栩
栩如生……

飞来殿系四川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
宋元木结构殿堂。梁思成曾如此评价飞来
殿：“蜀中少见”“边远地带保存古法每较中
原为多”……

“看见唐宋、触到元明。”建筑风格常见
于北方，却坐落西南的飞来殿，让我国不少
古建筑学者发出感叹。

提及飞来殿屹立千年而不倒的缘由，
代成刚指着大殿两侧倾斜的楠木立柱表
示，飞来殿在建筑力学上采用“侧脚”建造，
整个建筑呈现八字梯形稳固结构，加上斗
拱、月梁等卸力构件的运用，以及三面环
山、地势稍高、地质空气相对干燥等因素，
让飞来殿得以经千年雨雪风霜，仍岿然自
立。

代成刚同时也坦言，除当地群众或专
家学者、古建爱好者外，飞来殿确实鲜为世
人所熟知。“面对空空的殿宇，如果没有建
筑学相关知识，普通人难以理解其重大价
值，自然无法像报国寺、万年寺等名胜古刹
一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临近中午，记者看到，有中小学生来
此研学参观、绘画写生，也有外地游客
走进飞来殿仔细品味、合影留念。

2020年3月，大庙飞来殿完成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维
修保护，并重新免费对外开放。重
新面世的飞来殿，随着网络的传
播，以及研学活动的兴起，开始
被越来越多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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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马锐 唐诗敏 文/图

在峨眉民间，记载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
的石碑《峨眉县重修东岳庙记》上，有一则关于飞来
殿的传说：“庙址神所有自择，尝一夕有风雷之变，
迟明小殿岿然……”

雷雨交加之夜，一座殿宇从天外飞来，自然是神
话。飞来殿究竟由何人何时所修建？

1939年 10月，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来到乐山
地区，重点考察了夹江杨公阙、乐山大佛、白岩山崖
墓、峨眉山寺庙等古建文物，其中便有飞来殿。

考察过程中，梁思成于原紧接飞来殿的香殿内
额上，发现了“洪武二十四年”题字。他依据此项发
现，综合蜀地气候湿润、明代以前建筑难以保存的常
例，认定飞来殿为明代建筑。但梁思成亦在《西南建
筑图说》中表示，飞来殿“外壁施额坊二层，其间置
心柱一处，犹存唐宋遗风”。

198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飞来殿和香
殿进行落架维修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施工人员
在香殿前檐栏额下皮发现墨书题记：“至治二年岁次
壬戌十二月甲工……”至治二年（1322年）为元代年
号，这推翻了梁思成关于飞来殿为明代建筑的判断。

“与此同时，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施工人员在飞
来殿前檐角梁上发现了一根约60厘米长、刻有‘元
大德戊戌年’（1298年）题记的方锥形铁钉。”代成刚
说道，“可以肯定，飞来殿主体梁架结构至少为元代
重修后的遗物。”

既然考古证据表明，飞来殿在元代经历重修，那
其始建年代是否更早呢？有两个方面可以做一些推
论：

一是文献遗存。元泰定四年《峨眉县重修东岳
庙记》石碑记载：“庙之经始亦莫能究，但载淳化、宝
祐间断碣略云……”；《四川通志》记载：“飞来殿，宋
淳化中重建，元大德中再建，明万历中重修……”

二是建筑形制。从建筑美学角度对飞来殿进行
考究，其建筑形制符合宋代《营造法式》中标准的五
等材小殿的建造规范，这与梁思成“犹存唐宋遗风”
的感受相吻合。

“由此，飞来殿的始建年代应可追溯到宋代。”代
成刚说，时至今日，飞来殿的初始修建年代依然有争
论，但普遍意见均模糊指向“宋元”时期。

吴一峰（1907—1998）浙江平
湖人，早年私塾发蒙，1922年拜冯
超然为师，1926年毕业于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中国画系。后与刘海粟、
朱天梵、潘天寿、马企周等名家相
识，获益良多。1932年，吴一峰随
黄宾虹入川，受聘于四川艺专、东
方美专教授，遂留寓成都。

吴一峰性喜游历，自号“大走
客”，足迹遍及神州。他30岁时，就
在上海、杭州等地举办“吴一峰蜀
游画展”，初露才华，作品惊艳世
人。

吴一峰居蜀65年，亲山亲水，
实景写生，单是行脚峨眉山就不下
十余次，峨眉山春夏秋冬的风光，
都是他笔下常见的题材。其画风
也与雄秀山景特点相契合，变得雄
健蕴厚、奇峭苍浑。

山水画《峨眉胜概》，是吴一峰
1990年的力作，作品显然是由写生
画稿创作而成。画家基本忠实于
峨眉山地域、地理的原貌，以传统
的高远、深远、平远的法则构图，从
近景透过中景而望远景。近景为
万年寺，中景为华严顶，远景为金
顶，凭借绵延的山峦，展现出纵深

幽远的空间。作品层次分明，境界
阔大，用笔刚劲秀俊。细致描绘云
雾、丛林、寺庙、山道等景物的

“形”，且比例增大，使之成为画面
主角，以增强作品的“实感”。整个
画面，采取重彩画法与水墨淡彩相
结合，丰富了作品的色彩效果，呈
现出一种介于青绿山水和水墨山
水之间的面貌。《峨眉胜概》是吴一
峰晚年的作品，先生丹青绘峨眉，
倾情释放，笔墨更趋老辣，色彩也
更趋鲜艳。这炉火纯青的笔法，寄
托着画家多么深沉的情感啊。

画面抄录唐代李白《登峨眉
山》诗落款，附题识：峨眉胜概。 元
月，淛西吴一峰，年八十又四。钤
印：老吴淛西人也、吴立之玺。 此
画于2017年11月入选在北京画院
美术馆举办的“峰高千寻·客行万
里——吴一峰艺术文献展”，并刊
载于《客行万里：吴一峰年谱长编》
（四川美术出版社）。

吴一峰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
写生大家,是“借古开今”的传统
派。其作品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伦
敦大英博物馆收藏；出版有《吴一
峰蜀游画集》《吴一峰国画选》等。
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曾题词赞
誉：“独步又一峰，前景不可量也！”

吴一峰：《峨眉胜概》寄深情

■ 郭明兴

《峨眉胜概》 资料图片

飞来殿大门前的龙形雕塑

飞来殿修缮碑文（拓片复刻）

大庙古建筑群修缮以前（摄于1981年）
峨眉山市博物馆供图

飞来殿大庙古建筑群入口处飞来殿大庙古建筑群入口处

动动手指，疫情防控信息统
计、民生服务事项等足不出户就能
办理；一键呼叫，高龄独居老人能
够随时随地找到社区工作人员得
到帮助；智慧停车，业主通过手机
应用程序就能查询到家门口的停
车位空余情况……近年来，不少地
方积极探索建设智慧社区，越来越
多的智能化成果应用到社区场景
中，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安全便利的
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

日前，民政部等 9 部门印发了
《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
见》，明确了智慧社区建设的总体
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
勾勒出美好的社区数字生活新图
景。

智慧社区是充分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
段，整合社区各类服务资源，打造
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
社区治理新形态。近年来，我国一
些地区已经开展了智慧社区的探
索实践，建设了一批社区信息系
统，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也以智
慧化的形式进入城乡社区，为群众
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社区服务。

打造智慧社区，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拓
展应用服务场景，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在实际建设中，要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政务服务、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就业、健
康、卫生、医疗等服务“指尖办”“网
上办”“就近办”，同时聚合社区周
边生活性服务业资源，建设便民惠
民智慧生活服务圈，真正满足居民
的多元化需求。还要考虑到不同
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突出以
城带乡、急用先行、梯次推进、迭代
更新，推动多样化的生活场景数字
化。

打造智慧社区，在做好硬件建
设的同时，更要注重数据共享与安
全。与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
相比，我国当前的智慧社区建设中
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一些已
建成的智慧平台存在各自运行、功
能分散、兼容性差等问题，还有一
些 地 区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存 在 短 板
等。因此，构建新型数字社区需要
各部门、各地方形成合力，强化系
统观念，进一步推动数据共享、业
务融通、工作协同，充分依托已有
平台，因地制宜推进智慧社区综合
信息平台建设。

打造智慧社区，在拓展智慧化
服务场景的同时，也别忘了线下渠
道。要积极扩展数字化支撑下的
线下服务功能，支持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提供专业化、
特色化、个性化服务。同时强化数
字技能教育培训服务，助力未成年
人、老年人、残疾人共享智慧生活，
消除数字鸿沟。

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
字社区，值得期待！

让智慧社区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 冯华

研学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