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千万复建护国隆兴寺
将打造成聊城第三座标志性建筑，铁塔纳入景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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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本报聊城 8 月 23 日讯(记
者 刘铭) 聊城利用招商引
资，将斥资 6000 万元复建聊
城护国隆兴寺，打造成除光岳
楼、山陕会馆之外，聊城第三
座标志性建筑。

根据东昌府区旅游局关于
聊城护国隆兴寺建设项目规
划，寺区选址在原隆兴寺旧
址，占地面积 30 亩，按照宋
明建筑风格在规定范围内，规
划庙宇区和游园区等，并将铁
塔融于方案之中进行保护。依

据院体详细规划，将重建寺
门、大雄宝殿、天王殿、藏经
阁、钟鼓楼、法堂、地藏殿、
伽蓝殿以及五百罗汉堂、万佛
楼、祖堂、禅堂、念佛堂、讲
堂、观月楼、临水阁、步云
楼、水韵楼等，项目共分为 3
期工程。

重建后的护国隆兴寺为南
北四层院落、东西三排跨院的
格局模式，总体架构根据传统
四合院及寺院园林规划模式，
按照步步登高的古建格局，总

计需要建设数十座建筑。
该项目将通过“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行业指导”的原
则，政府严格把握规划，然后
招商引资，盈利模式主要有门
票收入、“香火”收入、举办
大型法事活动收入、佛教用品
销售收入等。项目预计投资总
额6000万元，收益回收期为 6
年。

据史料记载，聊城护国隆
兴寺始建于北宋、兴于明初，
为洪武帝朱元璋八大护国祝圣

道场之一，曾占地百余亩，被
誉为“江北古刹、水城佛
国”。据《乾隆大藏经》记
载，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
真可禅师曾住锡于此，并做
《隆兴寺重修募化缘起疏》。
寺内铁塔通高 15.8 米，地宫
出土有辟支佛舍利子 41 颗、
石棺、银函等宝物百余件。

据介绍，重建后的护国隆
兴寺，将打造成光岳楼、山陕会
馆之外的聊城第三座标志性建
筑。

阳谷斥资百余万

维修山西会馆

本报聊城 8 月 23 日讯(记者 凌
文秀) 阳谷县张秋镇山西会馆始建
清朝，是市级文保单位。近日，当地政
府筹资百余万元落架维修山西会馆，
拟再现当年繁华风貌。

山西会馆又叫关帝庙，是山西商
人所建存放货物及聚会的场所，位于
阳谷张秋镇南街、古运河西岸。

张秋镇文化中心站站长孙金涛
介绍，山西会馆属于清代建筑，是聊
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古运河申请世
界文化遗产重要申遗点。

在会馆山门正楼顶下嵌有一石
质匾额，长 2 .0 米，宽 0 .6 米，边饰线
雕飞龙和花卉图案，中书“乾坤正气”
四个行楷大字，该匾落款为“康熙癸
酉孟秋榖旦，山陕东西商人同创建”
字样。孙金涛说，由此判断山西会馆
最晚也应建于清康熙年间，比山陕会
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还要早。

山西会馆现存大殿、东西耳房及
戏楼，由于年久失修，梁椽腐朽坍塌
严重，雨季大殿有倒塌危险。张秋镇
政府联合当地企业投资 100 多万元，
制定了详细维修方案，报请阳谷县委
县政府和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
于 8 月 8 日动工对山西会馆全面落
架维修。

维修后的山西会馆将再现当年
风貌，展示张秋古镇丰厚的历史底
蕴。

护国隆兴寺整体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