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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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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宁夏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银川市天主教堂的历史发展及建筑沿革；分析了银川

市天主教堂建筑在平面形式与内部空间、外部造型及结构技术等方面的特征，以及教堂建筑所具有的中西交融

的特点；探讨了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城市建筑方面的参考意义、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研

究意义；为宁夏教堂式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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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地处中国西北内陆

地区，地势平坦开阔，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历史悠

久，人文底蕴深厚 ’ 银川市是回族居住较集中的城

市，在长期的发展中保持着浓郁的回族伊斯兰文化

特色；同时，它也是基督教文化、西夏历史文化等多

元文化汇聚的城市 ’

$ 银川市天主教堂的历史及建筑沿革

$# 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宁夏的

传教，基督教文化传入了银川地区，其间经历了一百

多年的历史 ’ 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

响下，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形成了一些较独特的建

筑特征，这对于近代以来的宁夏城市建筑、文化及社

会生活等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
鸦片战争后，各基督教派纷纷进入中国 ’ $,?)

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成立后，于 $,,& 年在中国成

立了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蒙古教区 ’ $#!! 年，西南

蒙古教区划分为绥远教区和原宁夏教区（包括河套、

三边和现宁夏地区）D $ E，宁夏主教府本应设在宁夏城

（今银川市），但因当时银川是新传教区，信教人数

少，改设在当时归宁夏所管辖的内蒙古的三盛公 ’
$#!! 年 ( 月 ， 圣 母 圣 心 会 传 教 士 康 国 泰

（F7863G H9>I）首次来到银川，租用了当地人在银川

市北门的一处院子设立教堂，这就是银川市天主堂

的基础 ’ $#!& 年，康神父买下了现天主堂所在地的

一些民房和滩地，建造住房、圣堂和教友住宅 ’ 所建

教堂为东西走向的砖木混合结构式平房，长 !" G，宽

, G，东门为主入口；$#!A 年，教堂建成 D ! E ’ $#?? 年，

旧的银川市天主堂被拆毁；$#," 年，重新修建新教

堂；$#,( 年，又在原址上改建扩建成了现在的天主

教堂 ’

!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的现状及特征

银川市天主教堂位于银川市解放路公园街口，

占地 $ #?" G!，总体环境呈中式院落布局；院内除主

教堂外，尚有修女院、主教楼和办公楼等建筑 ’ 教堂

建筑为哥特式双塔形，对称形式，外观庄重；其长

!# G，总宽 $, G，高 !( G，总建筑面积为 ))( G!’
!" # 平面形式与内部空间特征

教堂是基督教举行礼拜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

所，其平面形式因宗教的需要而产生% 随宗教的发展

而演进 D & E ’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平面对称，东西走

向，堂门向东，西端为突出的半圆形祭台，中间为主

体大厅部分，东端左右双塔是钟楼和唱经楼 ’ 教堂

采用纵长方的拉丁十字式平面，与西端祭台处分别

向南北突出的辅助房间共同构成了呈“工”字型的平

面形式（图 $）’
教堂内部空间较高大，主体大厅高约三层；主祭

台处设置两根通高圆柱，分隔空间，主祭台的屋顶处

为圆形穹顶；祭台南北两侧突出的空间是圣器室、更

衣室兼忏悔室；大厅内摆设木制长条坐椅，地面为水

磨石地面（图 !）’
!" ! 外部体形与立面造型特征

整个教堂建筑为中西合璧式，整体造型比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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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银川天主教堂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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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银川天主教堂整体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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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银川天主教堂主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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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构造方式采用哥特式风格，细部装修及施工做

法夹杂着传统建筑手法 $ 建筑融合了哥特式风格建

筑的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

的特色（图 %）$
教堂主立面朝东，采

用典型的哥特三段式构图

特征，一对钟塔夹着中厅

的山墙，用米黄色瓷砖贴

面，纵向分三段：中段为通

高一层的中厅，设置主大

门，中心感强，饰有字匾楹

联，大门为双扇红色木制

门，设在层层叠涩凹进的

尖券形壁龛式的门洞内；

中 厅 的 山 墙 为 等 腰 三 角

形，三角形正中稍下方是直径为 ! & 的圆形 "! 瓣梅

花玻璃窗，窗沿圆边迭涩凹进 $ 中厅左右两段为对

称的钟楼和唱经楼，共三层：两塔楼一层各设一道次

门，为木制红色双扇门，设在叠涩凹进的尖券形壁龛

式的门洞内；二三层均设一对花格玻璃窗，窗边为叠

涩凹进，窗顶为拱券半圆形；两钟楼顶部为红色四棱

锥体，上设十字架（图 ’）$ 教堂大厅部分的南北两侧

墙面上，开设通高的竖向长条花格玻璃窗，窗顶为半

圆形 $
!% 3 建筑结构技术特征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材料采用就地取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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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银川天主教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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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瓦、木、砖等材料，结构形式采用砖混结构，并

在建筑门窗等处较多地采用了砖砌拱券技术 # 在构

造上较多地考虑了银川地区寒冷、干燥、多风的气候

特征和抗震要求，体现出了更多的传统建筑与西方

建筑融合的特点 #
中国近代主要殖民城市的教堂建筑大多采用正

规的西式教堂建筑形式，甚至有的全盘照搬西式教

堂建筑形式，使用西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 # 比

起这些较正规的西式教堂建筑来说，宁夏银川市天

主教堂建筑在西式教堂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中国传

统建筑元素，用传统的建筑材料、施工手法以及夹杂

固有的传统观念来建造西式的教堂，更加具有中西

交融的特点 # 其建筑形式独特，空间较为简洁，装饰

朴素，经济实用 #

$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所具有的意义

“作为宗教建筑的一种，教堂建筑在建筑史，特

别是西方建筑史中占居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 ” % & ’ 中

国的教堂建筑在建筑史，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

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 中国近代教堂建筑是正统欧洲

建筑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领域，在我国，其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较早也较

多的沿海等地区，而处于内陆地区的宁夏教堂建筑

研究处于初步阶段 # 因此，研究银川天主教堂建筑

的历史发展及特征，可为宁夏教堂建筑的保护与更

新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有较大的历史意义、

城市建筑的参考意义和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

意义 #
!" # 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 传承和延续宁夏近代建筑历史文脉 # 教堂

不仅仅是建筑，更重要的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 # 其

最大价值在于历史价值，一旦失去，就不再生 # 因

此，保护好宁夏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这些资料，就会

使宁夏近代这段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延续，而不致损

失；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较全面研究有所

弥补和帮助 #
" 可为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尤其是教堂建筑

研究领域填补空白 # 银川市地处中国内陆的宁夏地

区，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因此西方文化传入宁夏，其强势稍被弱化，更具有中

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 研究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可

为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尤其是教堂建筑研究领域

填补空白 #
!" $ 所具有的城市建筑方面意义

! 教堂是最典型，也是最具西方文化特色的建

筑类型 # 宁夏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就是教堂建筑 #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在宁夏的城市近代化历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历

程，是城市发展变化的宝贵“印记”，这对城市发展历

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 同时，教堂作为一种特殊建筑

类型，是城市或乡村的一部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与异域风情，还兼具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是城市风

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在建筑形式方面，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形成

了一种有别于东、西方传统建筑的形式，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在此之前几乎是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面

貌# 建筑立面突破了原有的由台基、屋身、屋顶所形

成的横向三段式传统构图，采用了西方教堂建筑的

三段式的纵横立面构图 # 这种带有西式风格的教堂

建筑后来影响到了银川市及宁夏其他类型的建筑 #
教堂建筑中引入的一些西方建筑造型手法和建筑元

素，如虚实空间的对比手法，立面的水平和垂直划

分，尖券形、弧形、半圆形拱券门窗、山花装饰等，均

被当地的工匠模仿运用到民居、商业店铺、行政办公

等建筑中，体现了宁夏近代建筑在中西文化碰撞与

交融过程中的探索与成就( 对今天的建筑设计具有

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
#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采用砖混结构方式( 建

筑材料采用就地取材，建筑的门窗洞等处较多地使

用砖砌拱券，替代了传统的石、木过梁，体现了教堂

建筑的地方特色和“本土化”特征 #
!" ! 所具有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意义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教堂建筑同时兼具宗教文

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载体 #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所

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传播宗教文化，更是推动了西

方科技以及文化在银川、在宁夏的传播 # 教会通过

建教堂，兴办学校、诊所等社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宁夏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 当时

在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有一些人对自然科学与人

文科学有一定的研究，如康国泰神父除热心传教外，

兼搞学术工作，对西夏文化颇有研究，收集了不少西

夏文物，曾与德维则神父用荷兰文著有“西夏文史”

一书 # 另外，一些当地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教会对

欧洲科技文化的介绍与引进，对宁夏当地的科技文

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影响了当地人们的生活 #

& 结 语

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与全国范围的同类建筑相

比，在建筑艺术方面并无卓越之处；但对于银川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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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城市文化历史，它承载了一定的史实信息，尤

其是反映了近代建筑史的信息及保护资料 $ 因此，

笔者认为对银川市天主教堂建筑的保护建设，应在

探索现代教堂的发展过程中，引用新观念、新技术、

新材料、新形式；同时，也需对传统建筑元素汲取精

华加以提炼% 适度考虑地方化，与环境协调，巧于搭

配地方材料% 使教堂更具本土色彩% 使其与新结构、

新材料、新工艺匹配，达到有机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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