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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州关帝庙的匾额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不仅对关帝庙的建筑起到标识和修饰的作用，也是关帝庙的

点睛之笔。文章重点阐述了关帝庙匾额的形制造型，从纹样与色彩、书法风格等方面对解州关帝庙匾额

的特征进行探究，揭示了解州关帝庙匾额的文化内涵，为现代设计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匾额的优秀传统

文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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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que of Temple of Guan Yu in Xiezhou integrates various artistic forms, which not only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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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difies the architecture of Temple of Guan Yu, but also serves as the finishing touch of Temple 
of Guan Yu.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hape and modeling of the plaque of Temple of Guan Yu in 
Xiezhou,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que of Temple of Guan Yu in Xiezhou from the aspects 
of pattern, color and calligraphy style, reveal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plaque of Temple of 
Guan Yu in Xiezhou,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dern design to better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pl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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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河南洛阳关林庙、湖北宜昌当阳关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关帝庙。后因历代执政

者的重视，解州关帝庙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式建筑群。解州关帝庙于陈隋时期创

建，宋大中祥符年间扩建，之后明清两朝大规模重修、扩建形成现有的建筑群规模。作为河东“八景”之

一的“祖庙飞龙”，就坐落在解州关帝庙，为其增添了自然与人文交融的风采。解州关帝庙具有中国独

具特色的古建筑群落，这些建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布局严谨，遵循传统礼法制度。匾额作为解州关

帝庙建筑中重要构成元素，具备空间标识和指引功能，同时也担负着重要的教化使命，体现着次序和仪

式等[1]。匾额形制的不同，代表着其文化内涵以及应用方式的不同，例如装饰纹样的艺术造型及其精神

内涵；匾额色彩搭配遵循传统配色审美，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匾额文字的书写，极具高超的书法艺术

价值和独特的精神内涵。 

2. 解州关帝庙匾额的形制造型  

解州关帝庙中匾额数量众多，以匾额形式分类有竖匾和横匾之分，以材质分类可分为木质匾额、砖

刻匾额、石质匾额和丝帛匾额。经过实地调查走访、查阅文献，此次共收集了 108 块匾额，木质匾额有

97 个，石质匾额有 9 个、砖刻匾额 1 个、丝帛匾额 1 个，总结出解州关帝庙匾额的形制特征。  

2.1. 竖匾 

竖匾又称为斗子匾、斗匾，因其平放时形如古代装粮食的斗，故此得名。由一块平板围加 4 块斜板

组成[2]，少数极简类型仅有一块平板，竖立起来悬挂。竖匾造型庄严肃穆，在古代象征着严格的等级制

度，常悬挂于宫殿、寺庙和大门，如“崇宁殿”匾(图 1)。解州关帝庙门上的竖匾都是红底金字，榜书，

四周以云龙、如意修饰，如“关帝庙”匾(图 2)、“文经门”匾(图 3)、“武纬门”匾(图 4)。这些匾额与

关羽的身份和地位相匹配，关羽由汉寿亭侯到关圣大帝形象身份的转变，建立帝王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同

盟，形成命运共同体，确保国家的稳定[3]。 
根据竖匾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通名，根据建筑的形式进行命名，如“门”、“庙”、“殿”、

“楼”等。解州关帝庙除却上述竖匾属于通名之外，还包括“午门”匾、“崇圣祠”匾、“刀楼”匾、“印

楼”匾、“御书楼”匾；二类为专名，表达思想观念与施政理念，内涵极其丰富，如“协天大帝”匾、

“伏魔大帝”匾，这两匾属于竖匾中的极简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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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hongning Hall 
图 1. 崇宁殿 

 

 
Figure 2. Guandi Temple 
图 2. 关帝庙 

 

 
Figure 3. Wenjing Gate 
图 3. 文经门 

 

 
Figure 4. Wuwei Gate 
图 4. 武纬门 

2.2. 横匾 

横匾的使用较为灵活，室内室外皆可悬挂。解州关帝庙横匾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主要类型为矩形

横匾。矩形横匾根据边框的装饰情况分为无边饰横匾、边饰横匾和变型横匾。 

2.2.1. 无边饰横匾 
解州关帝庙存有众多的无边框横匾，最简洁的形式为“黑漆金字一块玉”，即在长方形黑漆板上刻

字描金，简称“一块玉”[2]，如“君子亭”匾(图 5)和“结义亭”匾(图 6)。“君子亭”匾额体现关羽忠诚

守信的君子之风，面对曹操的重金邀请，关羽封金挂印，走上千里寻兄之路。刘备待关羽亲如手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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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遇之恩，关羽即使身陷曹营，依然心系刘备，誓与刘备同生共死[4]。“结义亭”匾额生动体现了关羽

义薄云天的形象，“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结义亭所代表的结义行为，不仅是三个人之间的情

感结合，更蕴含着团结协作的精神。 
 

 
Figure 5. Junzi Pavilion 
图 5. 君子亭 

 

 
Figure 6. Jieyi Pavilion 
图 6. 结义亭 

2.2.2. 边饰横匾 
所谓边饰横匾，就是在匾额的边框上进行雕刻绘画的艺术处理，融合传统建筑彩画纹样与家具制作

工艺。这类匾额的发展兴盛于乾隆时期，到了慈禧主政时期，繁复的吉祥纹饰成为当时的流行范式。边

饰横匾在解州关帝庙现存匾额中占比最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龙边金字匾 
龙边金字匾是在矩形匾额的边框上雕饰祥龙瑞云，并悬挂于重要场所，如“忠义参天”匾(图 7)、“威

灵震叠”匾(图 8)。 
 

 
Figure 7. Zhongyi Cantian 
图 7. 忠义参天 

 

 
Figure 8. Weiling Zhendie 
图 8. 威灵震叠 

 

(2) 缠枝牡丹匾 
缠枝纹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以牡丹组成的缠枝纹，称为“缠枝牡丹”。解州关帝庙的缠枝

牡丹匾有“协天大帝”匾(图 9)和“威灵震叠”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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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变型横匾 
变形横匾就是常规横匾的边框轮廓不再遵循方正的形式，而是将边框轮廓作出丰富、奇特的造型。

解州关帝庙中有一方横匾名为“德配尼山”(图 10)，呈云朵状、小巧玲珑、风韵飘逸，造型新颖，造型别

致。“德配尼山”意思为关羽的品德可与孔圣人媲美，是对关羽忠义精神的极致赞美。关羽获得了与孔

夫子相对的“武圣”地位，被称为“武圣人”和“关夫子”[5]，各地还为关羽创建了“武神庙”。 
 

 
Figure 9. Xietian Dadi 
图 9. 协天大帝 

 

 
Figure 10. Depei Nishan 
图 10. 德配尼山 

3. 解州关帝庙匾额的纹样与色彩  

3.1. 纹样 

 
Figure 11. Shenyong 
图 11. 神勇 

 

 
Figure 12. Wanshi Renji 
图 12. 万世人极 

 

 
Figure 13. Yibing Qiankun 
图 13. 义炳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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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州关帝庙匾额的纹样繁多，包括祥龙、行云、金蝠、牡丹等。这些装饰纹样由简单到复杂，映射了

关帝庙中建筑群内部的等级序列、尊卑关系。例如崇宁殿中的“神勇”匾(图 11)、“万世人极”匾(图 12)
和“义炳乾坤”匾(图 13)，分别由清高宗、清文宗和清圣祖亲自御笔题写，匾周边行龙环绕、装饰精美，

体现皇家的威严。 

3.2. 色彩 

解州关帝庙匾额采用双色法进行色彩配置，即红、黄、蓝、黑两两搭配组合，常见的有黑底金字、蓝

底金字、红底金字、黑底红字，特殊的有黑底绿字、红底绿字等。纯色搭配视觉张力明显、冲击力强，能

形成对比效果。这些色彩展示了视觉效果，还融合了隐性的文化寓意。 
黄色和金色在传统礼制中等级居顶，历来是皇家专属用色，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黄色象征权威，代

表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二是金色代表贵金属，象征财富。因此，金、黄色具备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

值，成为一种高贵重要之色，被皇家建筑广泛应用[1]。解州关帝庙中的匾额用金、黄色搭配红蓝二色，

相得益彰，尽显雍容华贵。红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在匾额中承载着喜庆、庄重、热情的情感寓意，

是官式建筑的专属用色。 
同时，红色以其高饱和、高冲击力的特点作为底色与金色文字搭配，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官式建筑

的庄严肃穆。匾额文字富含书法艺术，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出自名人名家之手的书法匾额

同古老的建筑一起成为文化的遗产，是一道蕴含丰富的人文风景[6]。 

4. 解州关帝庙匾额书法风格 

为了展现匾额的宏伟大气，匾额文字大多呈巨幅体量，书写难度高，对书写者的要求也高。由于

题匾者的师承、书法修养以及笔墨技法不同，因而匾额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字体。解州关帝庙匾额多于

清朝、民国以及现代所成。受到清代官方书写范式的限制，建筑匾额书写字体限定为楷体，因为楷书

字形端庄、整齐划一，用在皇家建筑、宗教建筑上容易识别，因此清朝将这样的楷体“榜书”称为“馆

阁体”[7]。 
清代书法审美深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构建起“端方正直”为核心的审美范式。因此在书风上，

清代帝王提倡以端正、规范为首要的审美观，目的是规范统一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相适

应[8]。解州关帝庙现存匾额的书法严格遵循规范，大多以楷书、榜书为主，偶有行书、隶书、篆书和魏

体。楷书的笔法及形体平直端庄、端严整饬，符合官方的审美要求。 
匾额书写者的身份由高到低分别是帝王、皇亲国戚、官吏、社会贤达及名流。关帝庙建筑由南向北

分布开来，进入关帝庙最开始的匾额是“结义园”(图 14)“山雄水阔”(图 15)，字体丽秀圆润、苍劲有

力，为清乾隆时期知州言如泗手写。后面崇宁殿有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御笔题书的“义炳乾坤”匾、清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赐的“神勇”匾、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御书的“万世人极”匾。清圣祖书法学习

董其昌[9]，笔法平稳、书体规整；清高宗承学赵孟頫的书法，字体圆润均匀，结构婉转流畅，匾书既有

承平之象，又有雄武之风；清文宗书法深受赵孟頫影响，端庄严谨、骨肉丰满、刚劲有力。清圣祖匾额和

清文宗匾额中上部皆有钤印，分别为“康熙御笔之宝”“咸丰御笔之宝”，清高宗匾额中上部题有“钦

定”二字，足可见皇帝对关帝庙建设的重视程度。 
清朝皇帝给宗教名胜之地赐书，暗含深刻的政治寓意与目的。自汉代以来，宗教逐渐被统治阶级纳

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帝王为维护统治，往往把宗教作为治理工具，构建“君权神授”的天命授权。清王

朝入主中原后，竭力推行文化认同策略，通过赐书宗教胜地等方式彰显汉文化在宗教传统中的尊崇[10]。
解州关帝庙三教融合，皇帝赐书制匾，有利于国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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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Jieyi Garden 
图 14. 结义园 

 

 
Figure 15. Shanxiong Shuikuo 
图 15. 山雄水阔 

5. 结语 

解州关帝庙匾额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其纹样符号、色彩搭配、造

型设计与书法艺术共同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内涵。匾额从诞生之日起便见证了中国古时朝代的

更迭，它与政治形态、经济发展、文化思潮同频共振、密切相关。由于匾额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

社会功能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因此，对于解州关帝庙中宝贵的匾额，要从批判性继承的视角，将匾额蕴

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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