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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者瑟堂是重庆市至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天 重庆若瑟堂位于渝中区民生路若瑟堂巷一号，该教堂

主教堂。虽然其外观及内部空问都极为简洁朴素，很 奉若瑟为“主保”，故名若瑟堂。若瑟是耶稣的养父，因传说

少装饰，但其平面形制、建筑构图元素和形体比例仍 中的故事而深受天主教徒敬仰。若瑟堂内每天早晨都有神

体现出成熟的哥特建翁的典型特征，并与重庆的地形 父主持弥撒，每逢礼拜日和天主教的重大节日，都有千余人

条件和地方建筑环境榴融合，因而在重庆建筑历史遗 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宗教活动。若瑟堂是重庆市至今保存

产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通过对重庆者瑟堂的考 最好的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图1)。

察研究和分析，指出其作为宗教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
1若瑟堂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和建筑艺术特色。

关键词：重庆者瑟堂，发展沿革，建筑风格，历史价值 天主教早在元朝至元年问(1294)就已传入中国。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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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强度评定的管理工作，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

因疏于对混凝土强度评定的管理工作而带来的

验收风险，避免因局部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规范要

求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建议有关主管部

f-j制订当试件的混凝土评定不合格时，对不合格

批混凝土制成的结构或构件进行鉴定的管理方

法，使因此产生的质量问题能得到合理、合法的

处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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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清政府的糊涂行为

导致“民人以失险堪虞，因

愤阻而交讧，打毁该教堂真

原堂，酿成外交巨案”。重庆

发生的这起首例教案，最后

由川东道决定，被毁的真原

堂由8省绅首修理，并赔款

20万余元，交由H-I主-教4my．范若厶U／J 7十i／I，． ’义’ 十 )p．乇j

瑟另行卜地修建教堂，长安

寺则交保甲总局及8省绅

首作为办公之用。范若瑟讹

得了20多万元，并有了I-

地建堂之权，于1864年在

城外方家什字建成了若瑟

堂。该堂初建成时是木质平

房，光绪十九年(1893年)

图2 拆平房，建成砖木结构教堂

和附属房屋。堂区占地

3172平方米，教堂主体建

筑面积500余平方米，可容

1000余人进行宗教活动。

1917年，在教堂大门前增

建50余米高钟楼，安置大

圈， 自鸣钟及大小金钟三口。

1940年5月，教堂被日本飞

机炸毁，钟楼坚固未损。

1946年8月教堂修复。从

1952年起，若瑟堂就是天

主教重庆教区主教坐堂。

1992年，重庆市人民政府

发文，确定若瑟堂属市I级文ⅨX'⋯m a∞；，自lJ≈X X

物保护单位。

2若瑟堂的建筑风

格及特征
虽然若瑟堂的外观及

圈． 内部空间都显得朴素而很

少装饰，但其平面形制、建

筑构图元素和形体比例仍体现出哥特建筑的特征。

2．1平面

作为若瑟堂主体建筑的大厅的平面形制为早期

基督教堂常用的巴西利卡式。拉丁文“巴西利卡”

(ba S 1 11 Ca)一词源自希腊文ba S 1 1 1 konS，本有

“房间”、“大厅”、“神殿”、“道路”等义，后来常用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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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王宫大厅，是一种长方形的大会堂建筑形式。古

罗马帝国时期，自监察官波西乌斯于公元前184年率

先在市中心建成其“巴西利卡·波西亚”大厅，这种建

筑式样遂尉然成风，流行罗马全城。基督教成为罗马

帝国国教后，、人们开始模仿这种长方形大会堂形式

来建造基督教堂。从此，“巴西利卡”便用来专指古代

教会这种长方形的教堂平面形式，其布局为一长方

形大厅被两行柱子分隔成中厅和侧廊，中厅比侧廊

宽，而且空间也更高。大厅末端是圣坛，圣坛两侧有

忏悔室、告解室等。圣坛前面是祭坛。教堂主入口设

在正对圣坛的山墙面，门前有一个露天庭院。通向教

堂正厅的门厅是为不能进入教堂参加礼仪的忏悔者

和慕道友所设。“巴西利卡”曾被视为最完美的教堂

建筑形式，在教会史上流行达数百年之久。

2．2立面及外观

若瑟堂的立面构图由垂直的三部分组成(图2)：

位于两边的侧廊和中间的钟塔。侧廊夹住高耸的钟

楼，似乎要把它弹射出去。侧廊的立面被划分为三部

分：下面是哥特建筑中常见的尖券，中间是三层内凹

的圆形假窗，上面是三角形的山花(图3)。圆形假窗

中央有红色的五角星深浮雕装饰，这可能是受到特

定的建筑环境的影响。山花也作了两层凹进，而且中

央有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深浮雕装饰——仰莲，

山花两侧各有一个小尖塔。两边侧廊的立面构图完

全对称。钟楼立面是教堂立面的构图中心，其立面构

图在被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三段：位于最下面的一段

是教堂的主入口，由三层内凹的尖拱券门和门上方

的题字“若瑟堂”构成。题字用碎青花瓷片做成，是中

式建筑做法。中间一层也由两部分构成：下方是两个

并排的三层内凹的尖拱券窗，上方是三层内凹的形

似玫瑰窗的圆形假窗，中央装有一面钟。上面一层是

三个比例十分瘦长的两层内凹的尖拱券窗。钟楼的

檐口装饰比墙身复杂一些，划分也细致一些。

若瑟堂外部虽然没有飞扶壁，但从其立面构图

比例和构图元素中，还是可以看到哥特建筑的特征，

比如钟塔的立面划分：最下面是一扇尺度高大的大

门，中间是尺度小一些的两扇窗，上方是比例更瘦长

的三扇窗，这些都体现出哥特建筑越往上划分越细，

使建筑显得更加高耸挺拔的特征。垂直的线条统帅

着建筑的全身，尖拱、尖券门窗、屋顶上的小尖饰、钟

楼上项上直刺苍穹高达18米的尖塔，都造成这座建

筑向上的动势。

2．3内部空间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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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教堂内部空间有钟楼和大厅两部分组成。钟楼位

于大厅入口一侧，共三层。为了使钟楼体形高耸，第一

层和第三层的空间都很高，而且有窗户采光。第一层

钟楼的内壁有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中常见的尖券拱，室

内有木楼梯通向第二层(图4)。第二层是暗层，空间

低矮。经过低矮黑暗的第二层，来到第三层，顿觉其空

间明亮高大。第三层室内有木楼梯通向钟楼的屋顶，

通向屋顶的木楼梯由两根粗大的圆木梁支承，梁下悬

挂着一口大钟(图5)。

教堂大厅内有一夹层，与钟楼的第一层楼面同标

高。夹层上的位置是为唱诗班所设。站在夹层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大厅的布局(图6)。中厅和侧廊的屋架为

多边形，而半圆形后殿上的屋架则为拱形。教堂两侧

的墙壁上悬挂有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油画，圣坛墙

壁上方挂有圣母、圣父和耶稣的画像。

2．4建筑艺术

教堂及附属建筑的风格十分协调，表现在如下方

面：所有的柱头上都有相同的细部装饰、屋顶上都有

小尖塔、所有的门窗也都是尖券、尖拱形。教堂主体及

附属建筑都用青灰色的砖砌成，因而显得非常庄重、

朴素，体现了教会的禁欲思想。若瑟堂形体挺拔、比例

和谐优美，体现出哥特建筑的艺术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40年代，教堂周围的建筑大都

采用和教堂相同的青砖，外刷煤黑色，在视觉上达到

高度的统一。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后，教堂逐渐被

四周的高层住宅包围，外部视觉大受干扰，但是它那

强有力的高耸的形象在心理上起到了排开尘嚣的作

用(图7)。

3若瑟堂的历史文化价值

教堂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在中国近代

建筑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中国近代建筑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

成的，这些建筑不论是移植西方建筑形式还是中西混

合式，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载体。在近代中西

图7

文化交流进程中，一方面，西方建筑文化的输入是伴

随着殖民主义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是主动的一方：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又不

得不改造自己。若瑟堂大厅入口上方的用碎青花瓷片

做成的题字和侧廊立面中部圆形假窗中央的红色五

角星就是证明。

教堂建筑从西方传入我国后，由于受到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体量规模虽不及西方

教堂那样宏伟而震撼人心，其装饰、装修也没有西方

教堂那样精致而考究，但这些建筑形体中却包含着与

西方教堂建筑相似的比例、构图元素和母题。作为宗

教文化的载体，他们同样传递着宗教文化的信息、同

样营造出宗教的神秘气氛、同样吸引着信徒从四面八

方赶来朝拜。这些教堂建筑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国

的建筑历史和文化，而且丰富了我国的城市景观。若

瑟堂从建堂起到今天，已有138年的历史，它不仅是

我国建筑历史文化发展中不可多得的遗产，而且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还将为人们的生活所使用，是具有生命

力的文物建筑，应该受到建筑历史工作者和文物保护

部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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