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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主教河南总修院是一组优秀的近代修道院

建筑群。本文在一手测绘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从

多方面进行建筇价值的分析，为它的保护和利用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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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是天主教徒学习、生活、静修的场所。

在中世纪欧洲，是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近代，随

着天主教进入中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修道院建

筑。1929年，在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士的倡议

下，经罗马教廷传信部批；隹并拨款，在开封东郊

修建了天主教河南神哲学院，又称总修院，作为

为河南等地培养神父的场所。在这组建筑建成70

余年之后，2004年暑假，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2001级建筑学专业学生，在张义忠和闰超等老

师的带领下对修道院进行了集中测绘，并在此基

础上，发掘其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为它的保护和

利用提供依据。

1 天主教河南总修院建筑群概况

天主教河南总修院现存建筑主要有大门、主

楼和小教堂，面积如表1所示。主楼平面布局为

合院，高两层，内部有外廊环绕一周，在主入口两

侧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角部设置有楼

梯。主楼正入口在南部正中，北部中轴线东、西

两侧开有小、]，西侧小门通过连廊联系北侧的

“无玷圣母”小教堂。小教堂为东西向的巴西利卡

平面布局，祭坛朝东，主入口在西侧山墙，东部祭

坛后是两层，二层为唱诗班位置。图2所示为主

楼南立面和主楼与小教堂的西立面图。

2 主楼和小教堂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①布局总体对外封闭，对内开敞，这是修道

院建筑的主要特征。修道院作为内省静修之地，

在平面上对外由高墙隔开、对内的庭院却是单纯

而敞阔，以达到内向自省的空间效果。

②总修院将中国传统马头墙做法与来自欧

表1主要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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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主楼南立面(上)和主楼与小教堂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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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建筑在形式上进行了“互译”，从而达到中西

合璧的效果。最典型的做法体现在三处，一是主

楼正入口，其顶部弧线变形有欧洲巴洛克式教会

建筑的影子．二是欧洲修道院的“拱廊”在这里被

翻译成了“柱廊”，三是小教堂东西两山墙用中国

传统层层叠落的“马头墙”做法，达到了西方教堂

所要求的不断上升的效果，而最高处的镂空处理

更使教堂显得轻盈(图2)。

⑧建筑装饰简约而精细。这点以山墙部位的

山花为代表。山花整体保存基本完整。造型中无

论是植物叶、花朵，还是枝干，均构图完整饱满，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另外，构图将山墙上的通风

孔作为整体构图的要素之一，与山花造型浑然一

体。如图3所示，几欲飞动的山花图案和“猫拱

背”的山墙流线造型相得益彰，美伦美奂。

④建筑构件多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做法，重点

部位主要有：a、雀替材料有木和水泥两种，图案

由透雕或者浮雕构成，主要造型是植物的纹饰，

b、勾头、滴水均有两种，瓦当有四种，以上均以龙

和植物纹饰为图案内容，做工精细：c、柱础是圆

鼓造型，d、前主楼处垂脊脊端端坐有两只小狮

子，栩栩如生，为建筑平添几许情趣和亲切(图

4)，e、通气孔铸铁篦子的方形铁艺是四角蝙蝠吉

祥图案(图5)，f、窗式形态上有方形和四瓣梅花

两种。以上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使用不拘泥于固

有形式，既适合实际情况，又使修道院更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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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山墙部位山花

图4主入口两侧“垂脊”上的小狮子

图5 气孔窗的蝙蝠吉祥图案

图6一柱多梁做法

图7 小教堂剖面图

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

另外，在转角部位的梁架做法，颇为独创，出

现有像五梁、四梁等共用一柱的不同处理。这种

方法虽没有中国古建的严谨，但从中也能体会到

设计师的煞费苦心(图6)。

从以上可以看出，天主教河南总修院是一组

沉静、内省的建筑物，是将西方建筑功能和中国

古典建筑巧妙结合的成功建筑作品，有很高的研

究和保护价值。

3 天主教河南总修院近代建筑群作为重要的

近代宗教文化遗产和规模较大、质量很高的建筑群

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它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3 1历史价值

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是在其历史过程中所

产生、积淀的主要价值。天主教河南总修院近代

建筑群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它是近代河南中西文

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天主教总修院全称是天主教神哲学院，是培

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高级宗教院校。天主教河南

总修院是天主教在河南培养神父的最高学府，当

时属梵蒂冈直属修院。修院的课程开设中西兼

顾，既有拉丁文的神学、哲学、乐曲和文化课等，

又有国文课。在近代中国虽然有为数较多的教会

学校，但是作为神哲学院这种培养高等级教会人

员的场所很少。因此，它在记录近代西方宗教文

化传入中国方面，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正如大

门两侧一左一右分别为中文和拉丁文的奠基词

所象征的那样，这座建筑本身和功能相适应，都

体现着中西合璧的特征。在招生的28年间，总修

院为河南九个教区及陕西汉中、安康等教区培养

了100多位神职人员，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发

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大量近代天主教建筑已经销声匿迹的今

天，对于近代开封和河南这段历史见证的建筑

物，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只有寥寥几座，因此它

更显得弥足珍贵。

3 2技术价值

相对于文字和图片记载，历史建筑的物质实

体，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反映建筑的技术价值。

它体现在对当时新技术的引进和传播方面。天主

教河南总修院近代建筑群集中代表了西方建筑

刚刚进入河南时所带来的西方的和当时比较先

进的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在这点上，总修院具

有了在河南近代建筑史上较高的技术价值。首

先是新型材料的使用。当时在中国内地尚没有

普及使用的水泥、混凝土等，都在总修院大量使

用。在建筑设备方面，电器的使用，而且电线为

暗线铺设的方式，这在当时内地都是比较先进

的。另外，在小教堂两侧的厨房和宿舍均修建有

地下室，以储存葡萄酒之用。开封地下水位比较

高，能够做地下室是对建筑材料、构造和施工质

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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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艺术价值

天主教河南总修院的整体布局和造型将西

方的建筑功能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很好地融合

起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首先，总体布局上，总修院采用了欧洲修道院

常用的内院围廊式，这和中国传统院落内向四合

的布局形式顿为一致。从外面看都是高墙大院，而

内部却又是绿树花草、天空小乌的自在沉静。在内

省的院落空间风格方面，中西具有了互通的渠道。

第二、建筑风格上，总体来说，近代中国中西

合璧式建筑的风格，大体上是一种从沿海、沿江

由纯欧式向内地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格渐变。

神哲学院作为天主教的场所，在进入中原腹地以

后，其建筑风格的选择上亦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

统建筑的艺术特色。正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总

修院在建筑文法上对来自西方的建筑形式用中

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了成功的“互译”。这种做法

是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观念的体现。在总修院

建成的前几年，就已经出现了少量这方面成功的

建筑作品，以著名建筑师吕彦直的“孙中山纪念

堂”为代表。虽然这座建筑不应和“孙中山纪念

堂”等相提并论，但却都是“中体西用”建筑处理

手法的成功作品，它们一起成为30年以后以梁

思成为代表的建筑师们所进行的“建筑可译”理

论和实践的先声。

第三、小教堂唱诗班的布局强化了教堂需要

的神秘、沉静的效果。唱诗班布置在祭坛背后的

二楼，声音由二楼开向大厅的窗户传出，这样，在

大厅一层的人们，听到的是由前方高处传出的声

音，和由小教堂高侧窗打进来的光线一起，形成

了一种天籁之音、天神之光的效果。听觉和视觉

在这里与教堂中的行为和为一体，完成了建筑空

间和宗教文化行为的统一(见图7)。

3 4情感价值

历史建筑是人类活动的记忆载体。只有对历

史的全面了解，才能使每一时代的人能够在历史

长河中有一个恰当的定位。正如《世界文化遗产

公约实施指南》导言中所述：“人民生活和活动于

其中的结构应该有时间和空间两个向量。一 除

了少数例外，大多数生灵发现住在一个富有记忆

的环境里是大有好处的。”而建筑物从筹划、修建

到使用都凝聚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向往，

都汇八了人们的辛勤劳动和技艺，从而成为人们

的情感载体。历史建筑的存在是人们对过去记忆

的实在见证和依托，已经成为建筑附近人们生活

过程中的一部分。经过时间洗礼的不同建筑，使

其所在的地区具有了更加深厚的场所精神和文

化内涵，从而使这一地区更具个性和魅力，这使

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人

与人之间的一条精神纽带。天主教河南总修院除

了是其所培养学生的场所之外，在比较复杂的中

国近现代史中，还曾经作为过工厂的办公楼和住

n ≯ j 4 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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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直到今天，它虽已回归教会，但仍在为某些在

当今社会剧烈转型期，未能及时寻找到自己新位

置舯“下岗工人”提供着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庇

护所”，这既是教会的宽宏，也是这所质量很高的

历史建筑所具备的素质。

另外，总修院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其内涵

在精神领域的延展远远大于其他类型建筑，这更

增加了它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综上所述，天主教河南总修院是一组优秀的

近代修道院建筑群，它承载着“西来”的建筑功

能，又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结合的比较成功，

可谓近代”中体西用”建筑的典型代表。它在历

史、技术(科学)、艺术和情感等方面的价值，使对

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具有了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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