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隍寝殿

位于县城文化广场西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城隍庙创建时间待考，明嘉靖七年（1528 年）重修，清咸丰年间再修。城

隍庙原为一建筑群，有正殿、配殿、寝殿、东西廊房、戏楼等 50 余间。现存城

隍寝殿，殿内原供奉城隍睡像。

城隍寝殿，三开间，面阔 12 米、进深 8米、高 5米，悬山顶。前后檐有斗

拱十六攒，五脊两坡，实花脊高 1米，小灰板瓦盖顶，筒瓦间扣。殿内有明柱六

根，柱础为红石，上圆下方。

1938 年，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来到襄城，曾在城隍庙前进行抗日爱国

动员演讲。演讲那天，万人空巷，各界群众云集在戏楼前的广场上，庙前的大青

石狮、树上均爬满了人。冯玉祥以沉重的声调描绘了东北三省人民在日寇铁蹄下

的悲惨生活。冯将军说：“我们的国家就象这棵树（指着士兵预先准备好的道具），

我们的家像筑在树上的鸟巢，树一砍，窝要倒，蛋要打，鸟就四散逃亡，再也没

有安乐的地方了。”鼓励人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当亡国奴。

城隍庙毁于抗日战争年代。解放初仅余头门、戏楼、寝殿。1956 年建人民

影院，将戏楼、头门扒掉，城隍寝殿因辟为革命烈士纪念馆而免毁。

今在城隍庙遗址上建起一条漂亮的街市，称戏楼步行商业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