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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豫东民居瑰宝———叶氏庄园
□记者 乔小纳 通讯员 王彬 李全立 唐涛 文/图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古建筑类型按照建
筑物的性质与功能分类，主要有宫殿建筑、民居建筑、礼
制性祭祀建筑、宗教建筑、陵墓建筑、桥梁建筑、军事防
御体系以及古典园林等类型。 按照建筑风格，大体又分
为亲切宜人的民居建筑，庄重严肃的庙宇、道观建筑，雍
容华丽的宫殿、府邸建筑，温婉秀丽的园林建筑四类。

在我们沙河岸边，就矗立着一处民居古建筑群———叶

氏庄园，它默默诉说着明清时期的周口地区，特别是清
代的繁荣昌盛和突出的经济社会地位。叶氏庄园是河南
省 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重要民居类古建筑
之一，其他三处分别是巩义康百万庄园、嵩县两程故里、
安阳西蒋村马氏庄园。

������叶氏庄园位于周口市商水县邓城镇，由当
地依靠水运而发家的叶氏家族修建，始建于清
康熙年间，到咸丰时形成了“三进堂楼院”“五
门照”“高门台”三个大院为主的叶氏庄园建筑
群， 鼎盛时期占地达 30 亩， 现存房屋 160 余
间，建筑面积 1980 平方米。

“三进堂楼院”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
组院落，原占地 6500 平方米，现存房屋 96 间，
其中第三进为“堂楼院”，堂楼明三暗五，两厢
楼直接搭建在堂楼上。 所有楼房均为青砖垒
砌，同型青砖七卧一立，岔分砌法。 此楼为叶氏
庄园中最高的一座， 从楼门可俯瞰邓城全镇。
“五门照”原占地 7500 平方米，因大门到后堂
楼五道门都在中轴线上得名，现存房屋 33 间；
“高门台”因其院落地势高而得名，原占地 6000
多平方米，分内外两层构成，现存房屋 34 间。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5058 处，其中古建筑 2160 处。 叶氏庄园就
是这 2160 处古建筑精华的典型代表之一。 叶
氏庄园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建筑规模较大的
清代民间庄园之一，是北方较典型的四合院组
群建筑，其砖雕、木雕、石雕等体现了清代中原
民居建筑的艺术水平。 叶氏庄园 1986 年被确
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被确定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叶氏庄园现存一宅三院，虽然占地两万平
方米的原貌已经无法看到， 但通过气派的大
门，也能想象到当年的恢宏气势。 目前叶氏庄
园自西而东有三座院子： 一号院 “三进堂楼
院”，二号院“五门相照”，三号院“高门台院”。
它们都是灰瓦硬山式建筑。

一号院中建造最早的一处院落是大厅院，
主要包括大厅、东西厢房、护院楼。 护院楼顾名
思义就是起到保护、看家的作用，这是当时供
叶家仆人居住的。 整个建筑是两层，第二层的
窗户要明显小于第一层，因为第二层通常是不
住人的，是放杂物的地方，所以只需要一定的
通风就可以了，而且两层建筑还能起到防盗作
用。 一号院中的东西厢房不是供居住用的，而
是作为小型接待室，供清代州、县官下乡巡视

居住。 整个大厅高挑、宽敞、颇具主人翁气质，
据资料记载，大厅院是所有院子中色彩最明艳
的，大厅房梁和斗拱处在以前具有非常鲜亮和
豪华的色彩。 但是由于后来修葺，现在看到的
颜色就比较统一。 除了来客接待，大厅院还是
举行议事和叶氏本族一些重要活动的场所。

穿过大厅院就来到二厅院，与一厅院的张
扬不同，二厅院相对清净、朴素。 这个院子由三
座楼房组成，主要是叶氏晚辈居住。 东西厢房
遵循的是男东女西、长左次右的传统习俗。 在
堂楼屏风正中挂有一孔子像， 左右各有楹联，
写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穿过二厅院是堂楼院，其后门上方的砖雕
非常精美，从上往下依次雕有花朵、鹿、蝙蝠，
寓意“福禄双全”，蕴涵美好寄托。 堂楼院最后
的主人叶海荣就在此居住，其他子孙住在两侧
的厢房。 除了“福禄双全”，还有用镂雕的手艺
呈现出的八仙过海，以及圆雕等各种雕刻。 整
个建筑群二层楼是相通的，这种建筑结构叫转
厢楼。 堂楼院和前两个院子恰好构成了马鞍
型，即“取意为安”。 其实在叶氏庄园的原貌中，
是有护院存在的，同样也有马厩，也设有学堂
等，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系。 可惜的是
除了基本院落结构，一号院的其他功能建筑如
今已经看不到。

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 就来到了二号院，
二号院现存的建筑非常少，不过从空旷的地基
和门楼中可以依稀看出中轴对称的建造布局。
但二号院大门上的木雕很有欣赏价值，叫“百
龙竞翔图”， 看起来好像有无数条龙要腾空而
出，极具视觉冲击力。 庄园的墙非常厚实，坚固
而宽阔，这就凸显了它的防御功能，另外还能
起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三号院现存建筑也是非常之少，但是对比
三个院子会发现，它们的建造风格跟当时的社
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比如康乾盛世时造的一号
院 ，气派恢宏 ，而到了三号院 ，大多房屋是平
房，也不见了二层小楼的格局，可见当时动乱
背景下建造之仓促。 从仅存的建筑中，可依稀
窥见几百年来叶氏家族的沉浮命运。

三个大院为主的建筑群

������叶氏庄园是北方较典型的四合院组群建筑。实际上，在中
国古代，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合院式建筑都是最常见的建筑
形式，一般为长方形，可分为四合院、三合院等不同的组合形
式。 这类合院式建筑一般坐北朝南，对称布局，主要建筑布局
在中轴线中后部。 庭院正门以内，沿着纵轴线，纵向布置若干
庭院，组成有层次、有节奏的空间。 这种纵向空间上的序列设
计，既彰显了主院落和主体建筑的重要地位，也丰富了建筑的
层次与节奏感。

叶氏庄园的空间布局，就是遵循了这一布局特点。合院式
建筑的规划布局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和礼教制度

的产物，既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使尊卑、长幼、男女、主
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也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和舒适。

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聚族
而居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常见的社会组织方式。这一特点，在
古代民居建筑的布局上也有着突出的体现———以庭院为中

心，四周建筑向心而筑，形成合围，庭院建筑周边以围墙或回
廊连接，形成封闭空间。可以说，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布
局手法都十分普遍。北方，像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河南
的康百万庄园、叶氏庄园；南方，安徽的西递村、宏村，浙江兰
溪的诸葛村、武义的俞源村，福建的三坊七巷，它们的平面布
局无不如此。 即便是平面形状看似特异的浙江、广东、福建的
土楼与客家围屋，其布局精髓实质上也都遵循这一特点。

为了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 中国先民们往往会利用建筑
对阳光、水分的强度进行科学调节。 为此，北方建筑更注重向
阳保温，南方建筑注重通风除湿。

具体来说，北方地区由于纬度高，往往四季分明，而且温
度和空气湿度偏低，因此民居院落尽可能向南北纵向发展，以
汲取更多阳光；墙体与屋面较厚重，门窗数量少面积小，有利
于室内温度的保持，形成“冬暖夏凉”的居住环境；同时由于雨
水少，建筑屋顶大多比较平缓，也大大减少了经济投入。

在低纬度、高温、高湿、多雨的南方地区，民居多以高耸的
单体建筑围合成天井院， 建筑屋檐加长， 可以减少阳光的直
射；高峻的屋顶可以将雨水迅速排走。 另外，屋面去除厚厚的
木基层与灰背，直接挂瓦，也有利于通风散热；墙体通常比较
薄，门窗数量较多，面积较大，还经常在北部增设门窗，利于空
气对流，通风除湿。

另外，在西北甘肃、青海地区还有一种四合院，院墙高耸，
建筑多为密梁平顶，称为庄窠，特别有助于春季避风沙、冬季
保温以及日常安全，是东西部民族建筑文化融合的结果。

（下转 8 版）

典型北方四合院建筑

堂楼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