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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泰州古代建筑

黄炳煜

远古时代的人类，为了遮蔽风雨和避免毒蛇猛兽的侵害，创造

了建筑。《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

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建筑是人类同自然斗争

的产物。

我国现存的古建筑，反映了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建筑

是艺术，是凝固的艺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建筑列为艺术类，是

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戈理在他的作

品中称建筑为石头的书。建筑经过人居住使用后，还会在其中发生

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风花雪月等人文故事。

一、泰州现存的古建筑

泰州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有 2100多年的历史。在城市发

展进程中，先人们创造了无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留给我们丰富

的文化遗产。现存古建筑，数量多，品种全，特色明显。粗略统计一

下，大致可分为 16个类型。1.城池：老城，城河。2.历史街区：城中街

区，五巷涵西街区，渔行街区，涵东街区。3.寺庙：南山寺，北山寺，西

山寺，光孝寺，城隍庙，关帝庙，都土地庙，华陀庙，管王庙，泰山行

宫，都天行宫等。4.民居：进士府第，武举住宅，盐商住宅，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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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科宅第，钱桂森故居，吴希彭故居，吴同甲故居，以及宫氏、王氏、

汪氏、夏氏、陈氏、李氏，戈氏住宅等。5.园林：日涉园，梅兰芳公园

（明清古民居建筑群），泰山公园（内有移来的明代建筑泰山行宫二

殿）。6.书院：胡公书院，内中的祠堂正在落架大修，可望全面恢复。

7.试院：扬郡试院，以前考秀才的地方。8.祠堂：石氏宗祠，岳武祠，

胡公祠，崇儒祠。9.民国建筑：中山塔，泰来面粉厂，日涉园洋楼，红

万字会，李明扬宅。10.公共建筑：钟楼，会馆。11.桥梁：孙家桥，泰山

桥，演化桥，州桥，暮春桥，税务桥（原中市河上大量的桥梁多埋在

地下，以后如恢复中市河，那些桥都可以挖出来）。12.水井：城河汉

井，斗姆宫六朝井，唐代卓锡泉，宋八角琉璃井、义井，明万历纪年

井，清天禧井。13.墓葬：泰州建筑重要的遗存（明代胡玉、徐蕃、陈明

德等墓，建得很密封，墓主人尸体及随葬衣饰保存完好。14.木雕：门

楼，卷棚，窗格。15.砖雕：门楼，檐口，垛头。16.石刻：抱鼓石，墓前石

人、石马，戒台石，柱史坊等。

现存的泰州古建筑，比起从前不知少了多少。十多年的旧城改

造，拆毁的古建筑是有目共睹的。护城河之内的旧街道、旧房子大

多被拆，只剩下城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泰州不愧为历史文化古城，

古代建筑实在是太多太多。主要因为明清以来，泰州少有兵灾，是

太平之州。古建筑最怕的是战争火烧，一把火能把经营几百年的城

市毁了。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呼吁下，泰州大规模

旧城改造时，一些珍贵的古建筑，如名人住宅、大屋顶的寺庙等，大

多被保存了下来。令人高兴的是，在近年来的文物普查中，泰州又

发现了一大批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

二、泰州古民居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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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人在建筑上很有讲究，泰州建筑有自身的特点。

“黛瓦灰墙青砖地，前厅后堂轴线排；屋面弧弯瓦头翘，举折平

缓用粗材；抱梁荷墩巧雕刻，堂屋穿斗厅屋抬；楠木柏木材质优，只

油不漆色和谐；方格窗芯木柱础，落地屏门隔可开；柱头卷杀方木

椽，仿木砖雕饰门外；门前石鼓八字墙，砖磨照壁显气派；封闭宁静

遵定制，典雅朴素讲实在。”

下面就泰州民居从八个方面作些介绍。

一是外观简单朴素。泰州明清民居与粉墙黛瓦的苏式民居不

同，硬山屋面，盖灰色的蝴蝶瓦。屋脊用磨砖垒叠成一道又一道平

行线，精工细作，俗称清水脊。做脊的望砖每块都要加工磨面，抬头

望去，宽窄相间，有暗有明。脊头高高翘起，底座是个长方体，上面

加两道弧形，然后最上面再加个圆，就像天空的太阳与圆月，用大

方砖加工而成。早期的脊头，较为简洁，素面无花纹，后来雕刻有暗

八仙、蝙蝠、寿桃等图案，再后来不断增高，用磨砖搭起双喜或多寿

字型图案，很是气派。正脊当中，俗称龙口，大多数龙口用的是扇形

方砖，起初为素面，后来也雕刻有吉祥图案。除大门外，房屋四周砌

墙，不开窗子。砖墙用青砖，大多用三顺一丁格式包皮砌筑，俗称清

水墙。砖墙很厚，厚厚的砖墙给人以稳固的感觉。

二是结构科学合理。泰州明清民居采用穿斗或抬梁式框架木

结构，檩、梁、柱节点紧密配合，坚实牢固，有人称作是“圆作扁做”。

柱头有卷杀，柱下垫木础。墙体只起挡风避雨和分隔空间的作用，

如果拆去砖墙，能把整个屋架抬走，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能。当地震

来临时，地面摇晃，震波传到房子基础，因基础不深，影响较小。有

的地基用整砖干摆，砖基间有缝隙，震波来时就会分散。地基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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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柱础，柱础与地基相连但不紧靠，震波传到柱础又减轻了一些。

柱础上架柱子，柱子同样与柱础不是一体，震波从柱础传到柱子再

减轻一次。柱子上的梁架，全用榫卯互相扣紧，一般的摇晃不会脱

开。所以地震发生时，古建筑质量好的房屋，是比较安全的，最多是

屋上瓦片掉些下来，整座房子不会轻意倒坍。我们看到泰州的一些

优秀古民居，有的已历经数百年之久，其间也曾有过地震，但木结

构仍然完好如初，如无重大天灾人祸，每年进行一次小的维护，再

过二三百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三是建筑材料考究。泰州明清民居所用砖瓦，大多来自里下河

的小砖窑。泰州里下河，是由泻湖平原慢慢发育而成，数千年来，黑

色的土壤里，含有不少有机物。这种下河的土壤，不粘不松，是做砖

瓦最佳天然材料。经过烧砖窑师傅几百年的摸索实践，形成了一整

套烧制青砖黛瓦的经验。他们从荒地或河床挖来泥土，用几十道工

序，对泥土加工制作，最后放入高温窑炉火烧，出来的砖瓦，色调一

致，规格相同，强度高，耐腐蚀，是建房上等材料。过去大户人家建

筑房屋，都要到下河溱潼、戴窑一带包下几座砖窑，专门定制砖瓦。

建房用的木材都是从上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运来的杉木、楠

木、柏木等优良木料。这些木材，强度高，韧性大，抗腐蚀，至今泰州

仍有不少楠木厅、柏木厅，税东街明清住宅就有一座楠木厅和一座

柏木楼。

四是装饰实用精巧。泰州明清民居看不到雕梁画栋，也没有特

别精雕细刻的部件。但大门外大多装刻有花纹的石质园形或长方

形石鼓，石鼓之上安大门，防潮又防盗；门前的屋檐下，用青砖磨成

仿木椽的砖砌体，左右两边建有八字形墙，以增壮观，门对面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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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较为精美的砖雕。两侧山墙的垛头、博缝及后檐出跳，也都用

砖磨成道道内、外弧的曲线，精致而又素雅；厅屋前檐下是把望砖

磨成与弯椽配合得极为精确的轩廊，抬头望去令人赞叹不已，其制

作所耗费的人工和材料可想而知；还有那梁架上的短柱与蜀柱部

位，不是简单地用几根短木，而是安装高浮雕和透雕雕刻成荷叶

墩、栌斗、山雾云、抱梁云构件，不仅能满足结构上的要求，又恰到

好处地进行了装饰，真可谓两全齐美，别具匠心。

五是遵守封建定制。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制规定“凡庶民庐舍，

不过三间五架，不许有斗拱，饰彩色”。现有泰州明清民居，最早建

于明代中期，距颁布定制已 150多年，但这里的居民建房仍然严格

遵守定制，不论主人官阶多高，资财多富，一律三间一进，结构五架

梁，为增大室内的进深，就在五架梁前后加一个轩廊或一个单步

梁，没有一间是七架梁的实例。但五架梁的梁架粗壮惊人，远远超

过结构需要的许多倍。这可能是由于制度只规定了房屋梁架的架

数，没有限定用材的粗细，房屋的主人就以此来体现自己身份与富

有。也正因为梁架用材粗大，几百年过去了，民居仍然相当坚固。这

明初的规定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晚期，在清代泰州建一栋住房还是

五架梁、三间房，即便建五间的也是在三间房的两边各接上一间套

房，上面的屋脊也是当中三间与旁边的一间各有不同，反映出泰州

人自古以来办事从不乱来、自行其事，表现在建房上，是长期遵守

规矩与定制。

六是适合自然环境。泰州冬冷夏热，所有民居的主体建筑一律

朝南而建，冬暖夏凉，民间有“有钱要买朝南住”的俗语。三间一进，

少则三进，多则五进、六进，最多的达七进，从前往后建在一条中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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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有的是二条轴线，最多的还有三条轴线。如涵西街吴希彭故

宅，现在仍保留有三条轴线。泰州这里不像北方，很少见到四合院

民居，不在前后两进之间的东、西两侧建厢屋。大概是东西向的厢

房，冬天冷夏天热，不适合居住。而是在前后两进之间，用两道围墙

相连成小天井，构成一个又一个小院落，自成一体。天井小，占地

少，但能够满足采光、通风、排水的各方面需要。每进之间可分可

合，前后相连而又各自独立，封闭中更显得分外宁静。

七是注重以人为本。20多年前，泰州受江苏省文化厅的委托，

举办过一期古建筑测绘培训班，对泰州一些明代建筑进行过初步

测绘。从当时调查实测的数据得知，泰州明清民居面阔在 11~14米

之间，进深为 6.4~9.6米以内。面阔与进深的比例约为 1∶0.6~1∶

0.7，前檐高度在 3~3.6米左右，脊檩高都在 4.2~5.8米上下。这种规

格的民居无论空间的大小和尺度的高矮，都与人体比例较为恰当，

人们生活其中舒适自在，房屋主人的地位特别鲜明，人与房以人为

本。但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有的民居表现得很矮小，特别是现代

人看来，住在里面不舒适，如五条巷里的大多数民居，又矮又小，只

是不属于泰州古民居的主流。

八是格局封闭内藏。泰州民居一般自成一体，俗称“各家归各

家”。相邻两家各有各的山墙，大门对面有的砌有照壁，挡住门前的

空间，不让人从远处看见，大门一般并不高大，往往在住宅的东南

方，只有一小间，看上去并不起眼。进入大门后，迎面是影壁，当中

设个砖雕佛龛，或是个大的“福”字，进了门也看不到里面。只有再

往前走，过了影壁墙进入仪门，才能看到里面的厅屋。厅屋当中与

后面步柱之间，安装 8扇屏门。在厅屋里看不见后面堂屋。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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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墙上，极少开窗，四周更是筑起高高的围墙，把整座建筑完全地

封闭起来，内部藏匿起来。

三、关于泰式建筑

1987年 7月 4日，北京的建筑专家张驭寰先生，专程来泰州考

查泰州古建筑。张驭寰在实地察看了多处泰州古代建筑后认为，泰

州古建筑内容非常丰富，种类多（民居、庙宇、祠堂），建筑很有特

色，三进四进很完整，对称布局（中华民族的传统，中轴线对称），柱

子复盆式清代鼓镜式很普遍，柱下放木础（其他地方没有这里普

遍），柱子有收分，梁架有特色，月梁很普遍，同其他地方不同。

张驭寰说，他在全国走过不少地方，发现的明代建筑主要有山

西赵城洪洞、山西襄陵汾城丁村、安徽皖南地区、江西景德镇、浙江

宁海、苏州东山，再就是泰州。

全程陪同张驭寰考察的省文化厅文物处长蔡述传，在结束考

察的座谈中，建议把泰州古建筑叫泰式建筑。张先生表示赞同，认

为可以称泰式建筑。时隔不久，张先生又派他的研究生李荔来泰州

作深入考察。李荔考察后说，泰州明清建筑有地方特色，特别是单

体建筑外观朴实，细部处理别具匠心，与泰州地方志上所说泰州人

朴实无华的性格完全吻合。

上海同济大学花十多年时间主编了《中国民族建筑》一书，收

集了全国各地重要民族建筑。而江苏卷中介绍的建筑就只有苏州

与泰州两处。去年山西古建筑研究处新创刊的《文物建筑》也刊载

了泰州古代的建筑，并配发了大量照片。《中国名城报》对泰州明清

建筑特色作过刊载。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建筑式样的提出，一是要有一定的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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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现存的明清建筑数量多，在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中，占

的比重大。二是要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在阮仪三先生参与编

制的《泰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泰式建筑的特色有详细记

述，这位同济大学的知名教授对泰式建筑的特色是认可的。三是这

种式样的建筑不仅发生一地，还要有一定的地域影响。现在泰州北

边的兴化，泰州东边的东台、海安、安丰，泰州南边的泰兴、黄桥等

地，都保留有相似的泰式建筑，表明泰式建筑有一个较大的范围。

四、关于五条巷的形成

有人说五条巷为元末洪武移民时所建。如果从建筑学的角度

看，我认为不是。

在元末朱洪武与泰州张士诚争夺天下的较量中，张士诚败而

为寇。朱洪武对张士诚的老家泰州充满了仇恨，对拥护张士诚称帝

的苏州人也不怀好感。如果将苏州人迁来泰州，无论如何不可能找

个空地方，集中建房，让他们继续安居乐业过日子。

早期的泰州地方文献上，见不到有五条巷的任何记载，只有清

代中晚期的《海陵竹枝词》上，才开始有关于五条巷的诗文与记载。

现在的五条巷内，没有一处明代建筑，连清代初期的都没有。在民

国二年（1913年）《泰县城厢图》上，我们看到距今百年左右，位于五

巷北头福善庵、打狗汪一带（青年北路东原三中附近），还是无人居

住的空荒之地。如是元末所建，到民国二年时已有 540多年，不至

于还是当初建的那些人家，巷子还是那么短，北边仍然那么荒凉。

五条巷的建设也不是统一安排的。民国二年泰州城厢测绘的

图上，五条巷呈东南西北走向，所有巷子南边的开口都不邻稻河，

而是缩到里边。五条巷子的宽窄不同，头巷至二巷、二巷至三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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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近，三巷至四巷比前面要宽，四巷至五巷更宽。五条巷子的长

短也不一样，头巷最长，四巷最短，尤其在四巷至五巷的北头，有一

座延生庵，还有所小学，实际上那里住的人家很少。如果是明初“洪

武赶散”时规划所建，则巷子宽窄与长短当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徐 进、沈 嵘、顾 佳整理）

黄炳煜，1943年出生，曾任泰州博物馆副馆长、泰州市文

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文化部文物局泰安

培训中心古建筑保护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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