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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位于山

西省平遥古城西南

六公里的桥头村，原

名“中都寺”，北宋时

纪念佛祖释迦牟尼

“双林入灭”之说，改

为双林寺。重修于北

齐武平二年 （公元

571 年）。历经维修，

现存多为明代作品。

平遥古城，平遥旧称“古陶”，位于

中国北部山西省的中部，始建于西周

宣王时期（公元前 827 年～公元前 782

年）。是一座具有 2700 多年历史的文

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

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

城墙，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在旧墙

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

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

行过十余次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

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3

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

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

周长 6163 米，墙高约 12 米，把面积约

2.25 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

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

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

城。迄今为止，它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

明、清（公元 1368～1911 年）时期县城

的基本风貌，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

各成一体、交相辉映，堪称中国汉民族

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

平遥城墙建于明洪武三年，现存

有 6 座城门瓮城、4 座角楼和 72 座敌

楼。其中南门城墙段于 2004 年倒塌，

除此以外的其余大部分都至今安好，

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历史较早、保存

较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亦是世界遗产

平遥古城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外，还有

镇国寺、双林寺和平遥文庙等也都被

纳入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

1997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世界遗

产委员会 21 届大会决定将平遥古城

以古代城墙、官衙、街市、民居、寺庙作

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研

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

发展的实物标本。平遥古城是依据中

国汉民族文化思想和建筑风格建立起

来的。现在城墙及城内建筑均保持着

14?—18 世纪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汉

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由

于县城的建立，到清道光三年（1823

年），在平遥古城内诞生了全国第一家

票号“日升昌”。“日升昌”的创立，在中

国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的新型金融业，在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和金融机体

中生成。

镇国寺位于平遥县城东北 12 公里的郝洞

村，原名京城寺，明嘉靖十九年改为镇国寺。整

座寺院坐北朝南，由两进院落组成, 占地面积

10892 平方米，建筑面积 5000 多平方米，早在

1965 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 1 月 13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同年二月正式对外开放，1997 年 12 月

3 日，平遥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寺院最早创建于五代，距今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从寺内碑文可知，元明利用隙地，前筑山

门天王殿，和左右钟鼓二楼，后建三佛楼和东西

厢房，观音、地藏二殿，清雍正、乾隆年间重修东

西两廊。为了有利于僧人修行，所以把寺庙修建

到了山上或一些偏僻的地方。一般的佛教寺院

建筑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设有山门，而一般山

门都有三个门，中间一个大门，常盖成殿堂形

式，两旁各配有一个小门，因此又称之为“三

门”，是为了象征三解脱门之意，即空门、无相

门、无作门。佛教中认为入三解脱门，即可得到

解脱，寺院的山门是佛界和俗界的交界处，三门

并立，显示出佛门的神圣，这里两边小门上所题

的词也显示出了这一点，分别为“崇虚”“垂幽”，

佛教中指真理的本体无所不在，但无形象可见，

虚无即是有而若无，实而若虚之意，“幽”则幽

静、幽闭，一方面意为幽幽的环境，但更为幽静

的学佛的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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