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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古城近代天主教建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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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A@$$DD"

!!"!宣化古城近代天主教建筑是近代基督教建筑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文化及历史价值.
以天主教传入宣化的历史过程为背景$论 述 了 近 代 天 主 教 在 地 处 塞 外 的 宣 化 地 区 的 建 筑 活 动 和 现 存 建 筑 的

概况$之后以这些现存建筑所表现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筑特征为依据$将整个宣化教区天主教建筑发展

脉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并选取典型实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找出在各个发展时期该地区天主教建筑艺术与

技术的特点$为国内此类建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宣化%天主教 %教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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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古城地处塞外$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近代基督教传入内蒙古直至陕西这一脉

络的枢纽地带$在这里存留着的大量近代天主教教会建筑$是近代基督教建筑传入中国由沿海深入偏远

内地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文化及历史价值.

@!天主教在宣化传播历史概况

天主教在宣化的传教活动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法国耶稣会士传教时期’法国味增爵会士传教时期

和成立中国教区后的传教时期.
据记载$@%"D年$传教士徐日昇随康熙帝巡视长城以外地区(@).清康熙二十七年!@%""年"法国派遣

的第一批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中的张诚来宣化传教.第二批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巴多明也于

@%B"年来到中国$并多次跟随康熙皇帝出京来宣$还命北京教区的中籍神甫樊守义到宣化一带进行传

教活动$到@AA!年$该地区共发展教徒DD!人!见*宣化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AA!年A月#@日$教皇格来孟第十四下谕解散耶稣会$@A"D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由法国味

增爵会接管.但味增爵会来中国的传教士人数不多$不敷分配$又正值清廷严令,禁教-$外国人不能自由

活动$所以在这期间宣化一直没有正式的神甫$偶尔有神甫来往居住秘密传教$直到@"I$年孟振生任北

京教区主教后才在宣化成立了本堂.
@"I#年鸦片战争结束$大清国国力日衰$*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保证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随意活动$也为外国传教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I%
年皇帝颁布上谕对天主教毋庸查禁$从此天主教又开始公开活动.此后$宣化有了常住本堂神甫.这一时

期$由于该地区信教人数增多$宣化被升为总堂$领导涿鹿’阳原一带的教务.@"%"年法国人樊国梁任宣

化总堂神甫$@"A@年!清同治十年"北京教区决定把宣化总堂分为两部$以桑干河为界$河北包括宣化’
张家口’涿鹿’延庆等地$河南包括蔚州’西宁!今阳原县"等地$教徒总数达I@D$人!见*宣化县文史资

料+第二辑".
@B$$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全国的教会机构都受破坏.宣化本堂遭焚毁.义和团事件结束后$宣化堂

口利用庚子赔款重整旗鼓$一方面重建教堂$另一方面开始发展教徒$凡愿领洗入教者奉送大洋三块!见
*宣化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教徒人数与日俱增$到@B#%年发展到近三万人.

" 2345!#$$DC@#C#A!!��345!#$$%C$!C@$
:;<=!杨豪中!@BD%C"$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建筑历史研究.



@B#%年!月!罗马教廷为了传教需要!把宣化从北京教区划出!成立了宣化国籍教区!并任命赵怀

义成为宣化教区主教"见#宣化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宣化教区遂成为主教公署所在地!是教区的领导中

心.各地设立本堂二十五处!辖宣化县&万全县&怀安县&阳原县&蔚县&涿鹿县&怀来县&赤城县&延庆县!
下属小修道院&若瑟修女院&备修院&残老院&孤儿院和主徒会.教徒发展到三万四千多人.@B!#年华北

五个教区又在宣化联合成立若瑟总修院!招收来自河北易县教区&山西汾阳&洪洞教区&山东临清教区具

有高中程度的小修道生进修.据记载!到@BI"年前后全宣化教区教徒!%B$$余人!神职人员BI人 "见

政协宣化区委员会编#宣化区志$%.
综上!天主教自清朝初年传入宣化迄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据记载!在这三百年中!天主教会在宣化

教区建立了规模不等的二百多座教堂!数座修道院.这些建筑有的已随时光消逝!也有的存留至今.

#!宣化近代天主教建筑现存状况

据考察!在原来隶属于天主教宣化教区的范围内!现存有@#处近代时期所建的教会建筑!其中八处

是教堂建筑!四处为修会建筑.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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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宣化近代天主教建筑实例

从宣化教区现存的这些基督教建筑的建造年代和实物对比中我们大致可将其发展脉络划分为早&

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遗存在建筑形式上’通常平面是简单的长方形!有中厅和侧廊!立面上很像早期的巴西利卡!但

也揉合进了哥特式教堂的典型特征!如正立面上方的圆形玫瑰窗&顶部的小尖塔饰和侧立面上成组的尖

券细长窗等.在建筑结构技术方面有着明显的中西融合痕迹!主要表现在’这类建筑在正立面上通常与

西式教堂无异!但在屋顶及内部结构方面却基本是中国传统的结构技术.内部用木柱支撑!柱身有明显

的收分!呈梭形!下垫圆形鼓状石质柱础!其上承托传统的抬梁式屋架!屋架上挂木椽!之后铺望板!糊草

泥!外挂筒瓦.在屋檐与山墙面!即教堂的正立面交接的位置则做成中国传统民宅上的盘头.这种早期的

融合可以称之为中西合璧!却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主要有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工匠两方面的原因.曾有

一位英国传教士戴罗描述了当时的窘境’())为筹建新堂!须亲自规画.我等来华!非为营造事业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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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不得不然!遂凭 记 忆 之 力!草 绘 图 样!鸠 工 仿 造."##$这 样 中 国 工 匠

在教堂的建造中可以运用传统的作法!同时工匠 烂 熟 于 心 的 那 些 技 艺

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建造活动%图@&图#’.
中期遗存建造时间从@B$I年庚子赔款后一直延续到#$世纪#$年

代中期!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相对应!这一时期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

动很(自由"的时期.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他们在中国大地上

建造了很多的教堂和修会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趋于富丽!远较前一时

期的建筑规模大!教堂有拉丁十字式平面和长方形平面两种!圣坛端部

平面通常为半圆形!入口有高耸的钟塔!建筑结构也是较为纯正的西式

建筑做法.这时的建筑基本是砖石木混 合 结 构!内 用 石 柱!其 上 用 木 质

拱架!有很陡的坡屋顶!外挂瓦楞铁皮或 石 片.在 建 筑 细 部 也 还 可 以 看

到一些中国传统的因素!如哥特式尖券窗和圆形 玫 瑰 窗 的 做 法 不 是 用

石头雕琢出的玫瑰花瓣!而是直接在圆形窗洞内 镶 上 一 个 很 有 中 国 传

统韵味的木质花棂窗!其尖券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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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天主教堂!它一度成为宣化城市近代史上的 标 志 性

建筑.宣化天主堂整体风格为法国哥特复兴式样!平面为拉丁

十字式!入口设在 南 面!可 容 纳#$$$多 人 礼 拜.教 堂 的 南 立

面有对称的两座钟楼!钟楼尖高#AT.塔身平面分四个部分!

靠近基础的部分呈方形!向上略有收分!之后又变为八角形!

中部为圆形!在塔顶又变为八角形!并在每个边都开细长窗以

便采光&通风和传声.由于当地气候多风沙!这些窗子装有铁

质的百叶.塔身沿立面方向!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呈螺旋式开有

小窗.钟塔内 原 装 有 一 大 一 小 两 口 铜 钟.南 立 面 原 有 三 个 入

口!文革中毁坏!修复后仅存一门!四层线脚依次向内退形成

纵深方向的透视感.门的上方是哥特式建筑典型的尖券形玻

璃花窗.
大堂南面原设三门!现仅存一门.从正门进入!@%根灰白石柱沿纵深方向将教堂分隔出中厅和侧

廊!石雕柱头简单大方!柱与柱之间由拱券连接!形成连续向前的动势!直接导向堂内北部的祭坛.与圣

坛正对着的南端是音乐楼!在礼拜或大型集会时供乐师团演奏.整个内部空间宽敞!从圣坛背后细长的

玻璃窗投进的光线使得圣坛成为整个教堂最为明亮和璀璨的位置.
宣化天主教堂总体结构为砖石木混合结构.石砌基础!墙体用青砖砌筑而成!砌法为一顺一丁!是西

式建筑影响下国内广泛流传的结构方式.外墙每开间均运用了扶壁柱!层层内收!受力稳定.内部中厅

@%根石柱!柱与柱之间发券!但屋顶结构并不完全按照西方哥特式教堂的骨架券结构!仅在拉丁十字平

面十字相交的位置和圣坛位置采用发券!十字交叉位置形成帆拱.中厅则直接采用木屋架.这里提到的

发券也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石构教堂的发券形式!而是在该发券的位置用木构代替石构!骨架券之间再用

木板搭接!形成穹顶!但这种拱券实际上并不起结构作用!是用木装修模拟砖石结构的一种作法.中厅部

位的木屋架做成拱架!从而与整体教堂内部空间相协调!形成拱顶!其上再架一层西式三角屋架!外挂瓦

楞铁皮.在装修工艺方面!早期的砖墙大都是清水砖墙!之后刷一层颜色!有时也在清水砖墙的线脚中夹

杂一些石质的线脚!某些转角部位则用手砍砖做出抹角%图!d图%’.
宣化近代天主教晚期遗存则是基督教本土化的有力表现.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举步维艰!

#B!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卷



传教士的外籍身份无法融入中国传统社会.这些传教士开始意识到建筑对于传教!不仅仅是纯粹的建筑

或美术问题!更是可以利用的传教方式!采用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表现出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尊重和爱好!更易于为中国民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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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教士们开始着华服!说华语!教堂修会也大量运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建于@B#A年的主徒

会!建筑形式有意识的揉合进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据记载@B#A年@$月@I日!赵怀义猝然去世!刚恒

毅立即派程有猷至宣化任代理主教!@B#"年I月!程有猷被命为宣化代牧!A月@日由刚恒毅祝圣!同时

开始着手创立主徒会.他们在宣化城外购得"背山面河#清正远俗之地百亩!于是年秋季正式建成$%@&.这
是第一个中国人办的中国式修会!房屋建筑要求中国式#画像要求中国式!堂内的祭坛和装饰也采用中

国庙宇式.主徒会专收中国籍人员入会!以发扬基督使徒传教事业为宗旨!为缺乏传教士的教区提供协

助人员!编写#翻译和出版天主教书籍.具体特点为殿堂庑殿顶!镶琉璃瓦!前有牌楼门!北立面从主殿向

外伸出一个长方形体块!它的屋顶与主殿相互独立.整个建筑体形复杂!高低错落!类似中国传统的庙

宇!庄重稳定.该建筑于#$$D年#月被立为宣化区文物保护单位’图A(.
近代天主教深入内地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内地城市乃至偏远山村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存!它们综合

着当时建筑学#建筑技术#结构#材料#施工#建筑装饰的发展状况!反映着近代中国中西方建筑文化风格

样式#建筑材料#技术做法的碰撞与融合!地处塞外的宣化地区近代天主教建筑是这一情况的充分证明!
从而为此类建筑的历史沿革#建筑型制和现存状况进行系统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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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宣化天主堂平!立面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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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2条)

1.学位论文 刘青瑜 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 2008
    近代以来,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同时,他们还进行了许多其它方面的活动,如办医院、

办学校、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内蒙古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

概述传教史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教士在内蒙古除传教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进而总结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

会的影响。

    序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和目的、研究的概况、资料情况、研究的方法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天主教传入中国

的历史为基础,重点概述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第二章从医疗、教育、慈善、抗战、传教士对鸦片和匪患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等方面,详细考察

了传教士的社会活动。进而总结出传教士的社会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本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以绥远公教医院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传教

士在内蒙古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第三部分从救济灾荒、兴办育婴院及

安老院等方面具体研究了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第四部分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重要贡献。第五部

分详细考察了传教士对内蒙古社会存在的鸦片和匪患问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第三章以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考古学和蒙古学科学研究活动为重

点,深入探讨了传教士的科研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考古学方面,主要分析考察桑志华、德日进、闵宣化、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并阐述了传教士的考古成就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在蒙

古学方面,文章具体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和赛瑞斯两位蒙古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内蒙古学术界的影响。结语部分将天主

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置于中国和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得出结论。文章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

古开展的各项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天主教传教士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确实对内蒙古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一

方面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通过这些活动也把内蒙古介绍给了世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内蒙古。可以说,传教士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2.学位论文 孙跃杰 古城宣化基督教建筑研究 2006
    古城宣化地处内地，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距北京170公里，地处燕山山脉边缘，是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交汇处，亦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交界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基督教深入内地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传承和枢纽作用。其基督教建筑最早出现于清代，从传入历经三百多

年历史，主要建筑活动集中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史的活跃时期，有记载的230余处，是基督教第四次来华深入内地的建筑实证，并对当地的近代建

筑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依据文献及相关资料进行实地考察，将现存的建筑进行搜罗整理。通过对宣化教区范围内现存教会建筑的考察发现，整个宣化教区现存教

会建筑的分布范围广，建筑特征差异明显，建筑现状好坏不同。基于此，为了更客观的阐述近代天主教传入该地区的建筑活动情况，将按其初建时

的建筑特征进行时期，并选取各历史时期典型实例就其建筑的历史沿革、群体布局、形式特征和建筑结构技术进行细致分析，之后重新将之放回到

教区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整个宣化教区的基督教建筑有了较为客观和准确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就该教区的建筑对于当地建筑及社会文化的

影响进行阐述，并从历史、文化和科技三方面对其进行了价值界定。在文章的最后，针对现存建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出保护与利用的建议，并就

新建建筑的创作问题进行反思和展望。

    整个课题以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为背景，围绕宣化基督教近代建筑遗存展开深入研究，一方面弥补了该地区此类建筑史料整理和研究的空

白，另一方面也为此类建筑的保护利用及新建筑创作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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