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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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以内蒙古地区近代建筑特点为背景，详细阐述7--+四顷地天主教堂这座内蒙古地区近代建

筑的重要代表作品的建造背景、建筑特点、建筑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状况。以及今后对该建筑的保护与再

利用规划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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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近代建筑的分布具有非匀质性，近代建筑活动有从沿海到内地

“梯度”发展的规律。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历史的“三个阶梯”之说。西北偏远地区恐怕要较沿海城市

的发展晚约近一个世纪。

近代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偏远地区，西洋建筑文化对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比我国沿海及其他内陆城市

晚。内蒙古地区近代建筑史的开端，是以1874年天主教双爱堂的建造为标志的，由此揭开了内蒙古自

治区近代建筑的序幕。此后，历经近百年过渡时期，逐渐走上了现代建筑的发展道路。

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内蒙古近代建筑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兴起，仿效，发展和停滞四个阶段。基

督教文化建筑的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内蒙古近代建筑史。它给这个地区的建筑乃至社会文化各方面带

来了深刻变革。目前在内蒙古地区现存较完好的近代建筑，很多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关，而基督教文

化建筑是近代建筑思想史的重要篇章，它记录着近百年来建筑思潮的演变。

18世纪基督教天主教派传入内蒙古地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1900年前，教友约一万五千余。

1900年庚子赔款以后，天主教在内蒙古迅猛发展，加之基督教新教在这一时期于内蒙古的广泛传播，

到解放以前，基督教在内蒙古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全内蒙古教友发展到十五万余名，各教派建立大小

教堂近三百多处①。

与我国沿海及其他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内地城市传教活动的特点不同：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遣使会

就因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确定了“对于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和“以蒙民归

奉圣教”的目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来传播天主教㈤。因此，他们很少在稍大的城镇停留，而是首

先在偏僻的小村落安身，然后进一步着重于深入到草原牧区和人口稀少的农村中去开展传教活动。由于

明末以来蒙古族人民一直崇奉喇嘛教，加之他们大多以游牧为生，为了追逐草原牧场，经常居无定所，

所以传教工作在这些地区进展不大，而在汉蒙民杂居的农村地区却有显著成效(以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

为典型实例)。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范围更是迅速扩大。

《西湾圣教源流》载：“1883年，罗马教廷划分蒙古教区为三：东、中、西南蒙古教区。”西南蒙古

教区比国传教士以主教府“三盛公”为根据地大力向东发展，置地建堂，到1900年河套地区拥有五个

教堂。《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记载：“河套以东，土默川一带教友之分布，几

及百余村，教民总数达数千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府自三盛公(今磴口县)迁至包头土右旗二十四顷地村，

建起总堂——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当时由荷兰人韩默理任主教，管辖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市、固、阳、达

茂、鄂托克旗、河套地区、宁夏、陕西部分地区，后又扩展到托县、和林县、四子王旗、武川县鲁地。

①李峰．两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1960．22～．26

②内蒙古建筑历史编辑委员会编．内蒙古近代建筑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1959



一、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昨天

教堂位于包头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二十四顷地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府

自三盛公(今磴口县)迁至二十四顷地村并建起总堂。距此18年前(1880年)天主教神甫北京人陆殿

英从当地农民高成威手中购得二十四顷土地，他迁来一批天主教徒在此地定居，逐将“二十四顷地”命

名本村，教堂也1由此得名。由荷兰人韩默理任第一任主教，管辖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市、固阳、达茂、鄂

托克旗、河套地区、宁夏、陕西部分地区，后又扩展到托县、和林县、四子王旗、武川县等地。主教府

设于此地共26年。

义和团兴起之前，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发展在蒙古地区居各教堂之首，辖区内共有教徒5680名。

教堂先后开办男女学校、设立修道院等，教务盛极一时，在国外都有一定影响，常在比利时“圣母圣心

会”书报刊物上露面，传播于欧洲及比属刚果天主教徒中w。

教堂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1904年开始重建工程，并由时任主教兰广济任建筑师，

修筑城堡、主教府、修道院等。城堡高大宽厚，土筑围墙，东西1千米，南北O．5千米，墙高12米，

上部宽5米，能对行两辆轿车，费银一万三千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用庚子赔款重建比利时式大礼拜堂，费银七千两。礼拜堂坐北朝南，平

面十字形，面阔26米，进深46．5米，神坛设在北墙，建筑面积12 000平方米。并新建钟楼，钟楼高

30米，内挂从比利时运来的大铜合金钟--N(每口重约100公斤)，钟声清脆洪亮，三钟音节系米、

来、哆。“文革”期间三口大铜钟被毁∞。钟楼上半部为1986年修缮时依原式补加。

教堂之北长列住房为神甫办公室，入门在右前方，门左两室为主公室(荷兰籍主教韩默理曾住此)，

神甫公室左后方连接主教教堂，另有神职人员专用的小礼拜堂，覆瓦高脊，西式，面阔13米，进深7．5

米。教堂位于围墙边近北墙和靠西墙，据史料记载，建成后的教堂及围墙立面远远望去似轮船，钟楼高

耸，尖顶似桅杆，附属建筑似船舱，寓意漂洋过海。1914年扩建育婴院20余间，十年又成立沙街堂、

黄花坪、三格架等公所。

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今天

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目前仅存主教堂、小礼拜堂以及神甫办公室三幢建筑，其余均已被毁。

主教堂建筑风格以哥特复兴风格为主，其间糅和了中国古典建筑元素。平面十字形，中轴对称，圣

坛设在北面。南立面外由于“文革”时加建平房一排现已不能看清其全貌。据当地人讲，教堂原入口即

在南立面，目前教堂使用东侧门为主要入口。

南立面以钟塔为主要构图手段，起统帅作用，墙面构图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形式。钟塔平面方形，

上有尖券形玻璃窗和假券窗，中央有-4,玫瑰窗，这些特点都是较典型的哥特风格。墙上有砖砌叠涩和

券式抹灰线角。可产生较明显的阴影效果，使立面更加丰富生动。

北它面简洁，大片实墙面，中央三个高大的尖券形玻璃窗，窗户高而窄，每个券脚下都有砖砌半圆

形壁柱，做工精美，尺度宜人。三个高大的尖券形玻璃窗外套砖砌尖券(图l～图5)。

东、，隹市面基本一样。墙面开窗以高而窄为其主要比例特征。有三种形式：外套砖砌尖券；平口以

及尖券形玻璃密，前两种窗均有砖砌圆形柱式窗套，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墙上有砖砌叠涩和券式抹灰

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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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有一定知名度，但在广大民众中缺乏影响力。周围缺乏旅游资源，由旅游业所带来的资金与人气

在这里几乎是空白。由于二十四顷地村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均十分贫困落后，教堂周围被破旧的村民住

宅包围。教堂院内的主教小教堂目前作库房使用，混杂在二十四顷地村中学校园内。

③文化因素。文物建筑保护意识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对现存的数量相对较多的近代建筑的保护

意识几乎是空白，没有相关政策给近代建筑保护以支持，更没有相关的媒体以宣传配合。

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明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了黄金时期。包头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大城市更是在“开发

西部”的号令下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建设。大片的旧城区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高楼，许

多近代建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

为了使历史建筑得到更好的保护，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它、体验它、认识它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首先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针对残损现状及其原因，分别采取应对措施，以消除病害，杜绝或防止

相应病害再度发生。对其采取“修补、刷洗、配制、恢复”的保护方案，以“修旧如旧”的方法，力求

达到恢复建筑原貌的效果，延长该建筑的使用寿命，更好地保护文物。

其次，要配合内蒙古包头市萨拉齐镇的“内蒙古小三峡”建设规划，建设以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

萨拉齐关帝庙、清泉寺、朝阳洞、广福寺、清真寺为重点的宗教文化旅游点。

目前土右旗方面正为此展开强大的招商和引资攻势，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各文化旅游点的开

发工作正筹备进行中。这将为旅游区的开发和经营打下良好基础，不仅可以成为区外旅行社的输入市

场，同时还可以成为呼和浩特与包头两大城市市民的短线旅游基地。届时配合教堂建筑周边环境与景观

的规划设计，定能使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成为城市中一处“人气旺”的场所。从而从本质上改变二十四

顷地天主教堂目前所处的尴尬局面，使它获得新生。

郝倩茹 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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