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 江 维 多 尔 天 主 教 堂 考 察

广东省高教建筑规划设计院 李传义 欧 捷

    提要:概述湛江市唯一的法国哥特式教堂一一维多尔天主教堂的建筑沿革，在

对现状全面考察测绘基础上，从平面、结构及其建造材料、内部空间及装修、外观、

排水处理等五方面分析其建筑特征，进行历史评价并提出保护与发展建议。

    湛江维多尔天主教堂，座落在湛江市霞山区绿荫路85号，现为湛江市天主教教务委
员会、湛江市天主教爱国会会址及天主教湛江教区主教座堂。建于公元 1900̂-1903年，
属近代法国殖民地时期建筑。

    1899年11月16日，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广洲湾租借条约》，将粤西的吴川县
西南部 (现湛江市区东部)和遂溪县东南部 (现湛江市区西部)划为法国租借地，这就
是历史上的广洲湾租借地。国民政府于1945年将其收回，改名湛江市。

    法国殖民者租借广州湾后，为将广州湾建设成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大兴土
木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建设，并陆续修建了教会建筑、学校医院、办公建筑、
酒店、戏院和居住建筑等等。西洋建筑的大规模兴建，大大加速了广洲湾的城市发展。

西方建筑文化与本土建筑文化逐渐融合，使广洲湾的近代建筑呈现出富有特色的历史风
貌。这一历史时期是湛江市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该时期的建筑不但是历史的宝贵
见证，而且对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起着重要作用。

    解放后，历经几十年变迁，湛江市所保留的法国殖民地时期建筑现在已所剩无几。
它们有的已废置不用、残败不堪，如位于海滨大道南的前法国总督府，有的已另作它用、

年久失修，如现为霞山区公安分局的前法国海关大楼。长此以往，这些历史古迹势将渐
渐湮灭，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对这些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显得十分紧迫。我们
在促请政府部门重视、加大宣传力度唤起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的同时，应抓紧对它们的

考察测绘工作，以便为文物的修复、复原、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历史研究提供依据。
    维多尔天主教堂是最早于广洲湾修建的教会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用途未作改变。

它作为湛江市唯一的法国哥特式教堂，也是广东地区现存的宗教建筑中典型的砖石结构

的代表，其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使它在湛江的城市建设史中有着突出地位，将它列
为城市历史文物建筑进行测绘，保护和恢复它的真正历史面貌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我
们首先对它进行了全面考察测绘。

一 建筑沿革

    公元 1900̂ 1903年，巴黎传教会到湛江传教的神父，设计并指导本地工匠建造了这
座天主教堂，外观酷似广州石室 (现一德路教堂)，因建造年代较广州石室稍晚，故传为
仿造。

    教堂建成后，由法籍神父座堂管理，历经四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1950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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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神父被限制行动自由，1951年被驱逐出境。此后，教堂一直由解放军驻扎。解放军纪

律严明，因此，到1956年第一次恢复宗教活动、解放军撤出教堂时，教堂的一切包括桌
椅台凳均完好无损。1956年到文革，座堂神父为中国籍神父林振芳。文革期间，教堂遭

到了严重破坏，神像、窗愣、窗户玻璃尽毁，小尖塔被敲断，桌椅台凳抢掠一空。
    文革后，教堂成为街道企业霞山机械厂的厂房。后教会出钱让其搬迁，并收回教堂

进行修葺，于1984年12月20日举行复堂典礼。1985年6月，湛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湛江
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将本部设于教堂内。1990年天主教湛江教地区经批准正式成立，教堂
作为主教座堂，成为湛江天主教的传教中心。

二 建筑现状与特征

    1、建筑平面

    教堂东面临绿荫路，前有一小园，面积约375m'，用方柱铁栏杆围住;西面原有园圃，
现己建起高层住宅楼，其围墙距教堂4二左右:南北面均建有平房，与教堂相距仅3-5m.
    教堂的平面按法国哥特式教堂的传统做法，有礼拜堂、神父休息室和一对钟塔。

    礼拜堂采用巴西利卡型制，由长方形的中厅加两边较窄的侧廊组成，能同时容纳1000
多人听弥撒。礼拜堂的长边朝向为南偏东，开有大面积长窗，中厅高于侧廊处开有高窗，

窗户的通花使教堂内光线柔和，显得阴晾舒适。圣坛布置在教堂西端，圣坛之前是祭坛，
祭坛之侧为布道台，均用栏杆与教徒席分开。圣坛之后为神父室，有两层，向南开了一
个侧门。从其楼梯的材料及做法来看，楼梯应是损毁后重建的。二层的简陋气窗则很明

显是近期另开的。正门向东，这与传统的宗教教仪正好相反 (根据教会规定，教堂的圣
坛必须在东端，大门因而朝西)。这可能是受所处位置与道路的关系所限。
    教堂东端的一对钟塔塔尖距地面高达24m，为制高点。两塔在大门的上部有两层平台

连接，估计为唱诗班所用。南塔内有石砌的螺旋楼梯直通塔顶。

    2、建筑结构及其建造材料
    教堂的主体结构按哥特教堂结构体系建造，但较简化。结构体系条理井然，各个构

件的荷载传递关系清晰，无太多的装饰部件。其主体结构特点为:
    中厅及侧廊均使用骨架券作为十字拱顶的承重构件，未使用独立的飞券。侧廊屋面

为平顶，无楼层，其西端屋面有一堵斜墙，主要用于装饰。

    骨架券、独立柱以及侧廊外侧的东西向墙垛使整个教堂的结构近于框架结构。非承
重墙的外墙厚度大部分为260mm左右，最薄处仅为180mm，而且窗户大开;西端中厅的山
墙为承重，厚380mm,

    全部使用二圆心的尖券和尖拱，十字拱的间为长方形。
    教堂局部出现了铁骨混凝土梁板结构。两塔之间的两层平台以及神父室的二层楼板，

均由梁支承楼板，梁截面较小。两塔之间的第二层平台为悬臂梁承板，在此梁的批荡剥

落处露出一段(} 28左右的铁筋，从铁筋的位置看，梁中似只有这根铁筋。
    钟塔内螺旋楼梯的结构做法巧妙。梯级是整块的青石，一端做成圆柱形，在圆心处

上下对齐叠砌在一起，形成受力的柱子;另一端则为长方形，作为楼梯步级，其踢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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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踏面，以圆柱一头为中心扇形伸展，砌入周围圆筒状的砖墙中。

    钟塔的圆锥形坡顶由四根柱子支承，在其相接处，每个方向都有一根(D 28- 4} 30的
铁筋连接两根柱子.作用相当于现代建筑的圈梁，用来抵消坡顶的侧推力。由于这一根
铁筋在砖墙以外的部分没有任何保护层，所以锈蚀严重。
    据当地教务委员会介绍，教堂的地基和墙面绝大部分是青石堆砌的，另从少数批荡

剥落的地方看，抵抗侧推力的墙垛应是用红色粘土砖砌成，砖的模数为260mm X 153mm X 33
mm左右。由于当时的砖并无统一的模数，尺寸由各砖窑的老板自己确定，因此出现这种
尺寸的砖并不奇怪。

    十字拱屋面、钟塔的坡顶传为砖砌。
    当地爱国会名誉主席李河老人回忆，教堂的建筑材料 (如青石，砖，水泥钢筋等)

由外地购买，再用牛车或船运进来，例如钢筋、水泥是从越南运来的。由于当时湛江地

区只有一些小渔村，根本没有生产水泥和钢筋的能力，甚至连砖窑也可能很少，本地建
房多采用青砖和泥砖，因此，这一说法比较可信。

3、建筑的内部空间及装修
教堂的内部空间因中厅与侧廊的高度不同而分为三部分，这三个空间又因为中厅使

用独立柱而相互流通，形成整体，层次丰富。独立柱象是十字拱、骨架券的枝干，整个
结构从地上生起，挺拔向上，在空间的上部交织出优美的韵律。结构构件造成了向前和
向上的动势，先把人们的视线导向圣坛，看到鲜花从中受难的耶稣，继而向上，感受高
窗射进的柔和光线。这一切营造出强烈的宗教气氛，使人产生对 “天国”的向往。

    教堂的装修简朴、明朗，体现了教会的禁欲思想。

    内墙面全部抹纸筋灰15̂-25mm厚。骨架券、尖券、独立柱、墙垛等框架结构的构件、
门窗套以及墙裙，都涂成鲜艳的蓝色，并以白色的线条横向划分，它们之间则扫白色灰
水。由于色彩对比鲜明，房子表现出轻快的性格。
    礼拜堂地面满铺小方阶砖，中间通道是黄色，两边则是彩色小阶砖，从磨损程度看，

铺砌的年代并不久远，疑为后加。
    除了柱头、骨架券简单的线脚，以及骨架券交点处垂下的小小花叶饰外，以教堂内

高大的窗子装饰最盛。窗间墙在开窗的一端向内收成斜面，加强了采光效果。窗顶尖券

的起点处有线脚装饰;尖券内含有一个圆形花窗和两个小尖券。窗楞为多个菱形格子并
列的混凝土预制块。据李河老人回忆，过去这些菱形的格子里都镶着红、蓝、绿、黄等

‘
.
r

，

彩色玻璃，把教堂渲染得五彩缤纷，洋溢着欢乐样和的气氛。可惜遭破坏后，修复时彩

色玻璃没有重镶，只镶上了大块的普通花玻璃，显得有些简陋，只能从仅存的玫瑰窗彩
色玻璃所透出的光来遥想当年的绚丽丰采了。

  祈祷用的长凳是用普通的木材新制的，据说当年这些长凳都是用越南的名贵铁棱木
做的，文革后全部被人搬走了。

    4、建筑外观

    教堂的外观做法比较简洁，没有繁复的装饰线条、雕像、神完等，但因保留了哥特
式教堂的主要特点，仍显得比较宏伟壮观。

    教堂东面采用了哥特式教堂的典型构图:双塔夹着中厅的山墙，垂直地分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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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墙檐头上的栏杆、围着整个建筑的两圈线脚把三部分横向联系起来。正门的门洞位于
山墙底部居中，门洞项部为尖券，没有层层内缩的线脚装饰，尖券之上是斜交线脚顶着
一个十字架，两侧有顶着小尖塔的装饰柱。山墙中部两圈线脚之间，有圆形的象征天堂

的玫瑰窗。钟塔塔尖开有玻璃亮瓦天窗，又有许多砖块突出在几条肋上装饰，是整个建
筑显得最轻盈的地方，

    其他三个面因中厅高于侧廊而分成两层，承重墙垛突出墙面，分成几段向上缩小断
面，顶上都有锋利的小尖塔。环绕建筑一周的墙身勒脚、两圈线脚和小尖塔间的砖砌栏
杆则把它们横向联系起来。

    所有的外墙面及其细部 (包括勒脚、栏杆、小尖塔、线脚、大小尖券、柱头、圆窗
等)都用纸筋灰批荡厚10̂ 25。不等，面层为纯水泥浆罩面，颜色偏黄。墙面做成仿石
的效果，勾缝5m深，缝间尺寸为300mm X 500mm左右。

    整个外观的处理手法十分统一。墙垛的竖向线条占主导地位，构成了轻灵的外观:
所有的建筑局部、细节 (如窗楞、栏杆等的截面)的上端都是尖的，因此整个教堂充满
着向上的动势，钟塔集中了整个建筑的升腾之势，冲向天际。

    总的看来，教堂的外观比例得当、和谐优美，但做工略显粗糙。例如在正门及侧门
所在的墙面，所勾的缝不能很好地对缝，有的甚至多出一条缝;钟塔四个柱的小尖塔南
北塔做法不同;上中下三段窗户的预制窗楞使用了三种不同尺寸的模;小尖塔、栏杆、
线脚、窗的饰柱、尖券、圆窗等均为砖砌后批荡，做法形式基本相同，尺寸却有细微的
差别，显出手工砌筑的随意性。

    5、建筑排水

    建筑有严密的排水系统，屋面排水找坡坡度为3.7%。在柱或墙的中间藏有雨水管，
有特别的排水口(相当于现在的鱼嘴)排出柱或墙外，排水口造型独特，富有装饰性。
现在这些管口都已淤塞，修复时另做了陶制雨水管从天面引至地面。
    有趣的是钟塔的东西面各有一对雕刻成龙头形状的排水口，排泄塔尖泄下的雨水，

与排水口相接的墙面上甚至雕有龙身及龙尾，这是我国的传统做法。

三 历史评价

    殖民统治给当地带来了剥削与压迫，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材料，某种程度上推
动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湛江维多尔天主教堂的建造年代为1900̂-1903年，正处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欧美向现代建筑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急剧发展，技术飞速进步。教堂使用了

成熟的砖石技术，局部用了铁骨混凝土这一在当时比较先进的材料。这些正是西方建筑
技术发展状况在湛江法国殖民地时期建筑中的反映。

    纵观湛江维多尔天主教堂，无论从结构、内部空间、外观以及细部处理上，都是一

座较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与后期的教会建筑或其它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在它身上还
没有多少本土建筑文化的影响，只有中国工匠在教堂上留下的小小龙头排水口，似乎预
示了其后将不断发生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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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护与发展

    通过对湛江维多尔天主教堂的考察测绘，我们有以下两点建议供湛江市政府、市文
物管理局、城市规划局等部门参考:
    I、教堂的建筑特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湛江殖民地的建设方法、西方建筑

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当时欧美国家建筑技术的发展状况，对湛江市的城市建设

发展、世界建筑技术的发展与传播等课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当然，教堂还具
有许多其它领域的研究价值，建议应该及时列为文物进行保护与修缮。

    2、在湛江为法国殖民地时，该教堂对天主教徒无疑具有重要的精神作用，也是法国
人传播其宗教的中心;现在它仍然是湛江市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场所，教徒们对其有深厚
感情。教堂的神秘面纱对普通市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其外观的有较大的可观赏性，
因此，建议在保护复原的同时，征求教会的意见将其有限度的开放，尽量清理其周围环

境，扩大其观赏角度，并在其附近发展一系列的休憩场所、文化娱乐建筑;修复并开放
废置的其它殖民时期建筑;结合附近的海滨公园、儿童公园、文化宫、码头等，在市人

大、政协所在地前形成一个文化活动区，使之成为市民们平时或假日修闲娱乐的好去处。
这样一来，城市的文化氛围中有了历史的底韵，城市景观中增添了新的景点，文物建筑
又可重放异彩。

    第二点建议实施起来肯定具有相当的难度，应首先进行可行性研究，再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深入设计。这些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了。
    湛江维多尔天主教堂是湛江市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只要政府能善加保护和发展利

用，相信它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附 录

    1,基本测绘数据:总建筑面积:949.06.2:占地面积:410.44.2;总高:25. 10m(室外地坪至铁
十字顶);塔尖高度:23. 60m(从室外地坪算起);女儿墙顶高度:12. 55m〔从室外地坪算起)。

    2、考察及测量时间:1998年6月10̂-13日:绘图时间:1998年8月:调查与测绘人员:李传义(广
东省高教建筑规划设计院院长、高级建筑师)、吴松青(湛江市东海岛规划局局长)、吴国立 (厂东省高
教建筑规划设计院湛江分院建筑师)、欧捷 (广东省高教建筑规划设计院助理建筑师)、何佩生(广东省
高教建筑规划设计院湛江分院助理建筑师)、袁广裕(广东省高教建筑规划设计院湛江分院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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