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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仙镇传统建筑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 内涵，建筑物色彩朴素淡雅，从选址到门窗、 

雕饰纹样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应，轻灵而含蓄的空间秩序美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美追求。朱仙镇 

不仅拥有以清真寺、岳飞庙等为载体的传统建筑文化，还有以木版年画、庙会等为载体的独具特色的乡村 

民俗文化，是中原特有淳朴民风与西方伊斯兰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对朱仙镇的保护与利用不仅是复原 

和修复文物古建筑，还应该注重修复建筑环境，发扬传统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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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任何文化个性都是 

一 定地域与一定群体对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传承，更是 

对当下文化主体的不同形式的诉说与表达。朱仙镇传统 

建筑与地域文化的联系 ，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文化发展与文 

化表现规律。 

朱仙镇北距开封市区15公里，属开封县管辖，始建于 

战国初期，原名聚仙镇、诸仙镇，后因魏国名士朱亥辅助魏 

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击退秦军，功垂千古，老百姓感念 

其功德 ，修庙祭奉朱亥，视朱亥为仙人 ，将朱亥故里诸仙镇 

更名为朱仙镇。历史上的朱仙镇曾与广东佛山、江西景德 

镇、湖北汉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朱仙镇文化底蕴深 

厚，历史遗存丰富，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4处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2处。1986年， 

朱仙镇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省历史文化名镇，2006年入选 

“中国十大最美村镇”。 

历史上朱仙镇曾经是开封的一个重要渡口，其常见的 

民居院落多为四合院式，符合中轴线对称的中国传统建筑 

特点。其建筑物的檐口线脚、屋面瓦当甚至砖磨线脚及基 

部瓦饰都十分考究，颇具特色。朱仙镇传统民居布局特 

点、色彩体系、建筑装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承载着厚重 

的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一

、传统民居空间布局特点 

文化空间的形成与一定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与历 

史上的曾经辉煌相比，现在的朱仙镇给人以落魄贵族的感 

觉。它曾经的三个伙伴——景德镇、佛山、汉口，如今都成 

为繁华都市，唯独朱仙镇贫穷 、破败 ，鲜有耳闻。但其有许 

多原汁原味的传统建筑及文化流传被保存下来，如历史悠 

久的街巷估衣街、曲米街、炮房街、油篓街、京货街等。这 

些地名带有独特的审美韵味和浓郁的诗意色彩，是研究朱 

仙镇传统街巷布局和建筑院落组合的重要依据。 

朱仙镇被贾鲁河分为东西两部分，通过横跨贾鲁河上 

的五座石桥相连接。从城镇布局来看，整个朱仙镇以贾鲁 

河为中心，纵横交织、横平竖直，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北 

宋是朱仙镇发展的空前鼎盛时期 ，当时整个城镇共有72条 

街道，成为闻名一方的商业重镇，来自山西、陕西、甘肃及 

福建等地的商人纷纷在朱仙镇开设各种商铺。其中，晋商 

的实力最强，在朱仙镇开设票号、修建关帝庙，可以说在当 

时掌握了朱仙镇的经济命脉。陕西、甘肃的商人多经营山 

货皮毛，安徽的商人擅长经营茶业、典当等，福建的商人多 

经营米糖等 日常杂货。朱仙镇的传统街巷多根据经营行 

业来命名。例如，贾鲁河东侧的主要街道有杂货街、油篓 

街、曲米街等，可以推测东镇(朱仙镇贾鲁河东侧的部分简 

称东镇)多为福建商人经营；贾鲁河西侧主要街道有西大 

街、顺河街、估衣街、京货街、铜坊街等，从其街道名称可以 

推断出商铺经营的行业性质。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中国大多数小城镇都进行了开发、改造，朱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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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也不例外。街道拓宽改造使历史上原有的街巷布局发 

生了改变，但今天的朱仙镇仍然具有北宋以来的建筑布局 

特征，依河而建的传统民居以及沿街设市、前店后寝的建 

筑格局方式等都保留着其特有的历史风貌。 

二、传统民居的色彩体系 

传统的存在形式以具体的文化形象表达出独特的地 

域语言，色彩成为地域语言最显著的显现。与色彩鲜艳的 

朱仙镇木版年画相比，当地的传统民居多以材料原色或素 

雅的色调为主。从建筑材料上看，屋瓦多是自然烧制而 

成，呈灰黑色或青灰色；梁柱为了防止虫蛀 ，故意用烟熏成 

黑色，被雨水腐蚀后呈深褐色；墙体大多呈现浅黄色或者 

浅褐色，与深褐色的窗框融为一体。从社会学意义上来 

说，中国建筑具有强烈的封建等级色彩，朱仙镇的民居建 

筑使用了与百姓身份相适应的灰色系。除此之外，灰色调 

的传统民居还可以减弱太阳辐射，给人宁静凉爽之感。 

与大量呈现建筑材料本色的素雅民居相比，整个城镇 

都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树木中，显得低调而淡泊，朴实而敦 

厚。历史上的贾鲁河两岸绿树成荫，而灰色调的民居四合 

院掩映在绿树中，与贾鲁河融为一体，两者相得益彰，体现 

了鲜明的中原传统村镇建筑朴素淡雅的色彩特点。 

三、精美动人的建筑装饰艺术 

我国传统民居通常把建筑装饰作为表现艺术美的常 

用手段。例如，利用传统民居使用的木材、石材等天然材 

质易于雕刻和装饰的特点，运用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如砖 

雕、木雕、石雕等来展现建筑物特有的艺术魅力，或是在门 

楣等处题名作词，或是在额枋上雕刻花草虫鱼、传说故事 

等。朱仙镇的黄家大院作为豫东地区传统民居的典型代 

表，高大华丽，气势宏伟。黄家大院建于清道光年间，采用 

了中国传统的“抬梁式”木构架。抬梁式木构架形成的进 

深比较深远，故通常用在大型建筑物如宫殿、坛庙、寺院等 

建筑中，朱仙镇黄家大院采用此种木构架，可见其地位、建 

筑规格都相当高。 

黄家大院位于朱仙镇西大街，该建筑坐东面西，砖石 

结构，采用传统民居中常见的灰砖和蓝瓦。从外观上看， 

黄家大院华丽壮美，富有特色，室内空问的分割、组织体现 

了视觉空间序列的流动性与和谐美。黄家大院室内气氛 

的营造手法十分丰富和讲究，其室内环境多用各种隔扇、 

门、罩、屏风进行分割。隔扇制作精良，采用云纹、龙纹、梅 

花鹿、四季花等为题材，镂空的效果加强了阳光的通透性， 

使得室内可以接受更多的日照。门、罩及屏风的分割轻 

盈、通透。在室外，山墙上的墀头是垂脊脊饰的重要装饰， 

多采用精美的砖雕，图案形式多为花卉连续纹样，内容多 

采用寓意吉祥的鹤鹿同春。向上翘起的鸱尾，与高大壮丽 

的屋顶形成对比，给建筑物增添了几份纤巧和秀气。鸱尾 

下方多用寓意吉祥的砖雕花饰，朴实高雅。无论是室内隔 

扇还是脊饰墀头的装饰工艺和雕刻题材，无不展现着中原 

传统雕刻工艺的精湛和高超。令人遗憾的是黄家大院在 

2006年被拆毁，所幸房屋大部分建筑构件及门窗、隔扇等 

装饰构件被妥善保存起来，为后人研究豫东地区民居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也为将来修复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管中窥豹，归纳出朱仙镇传统民居的特点。建 

筑多为砖木、土木结构。房屋朝向大多坐北朝南，平面布 

置多为合院空间，院落进深大于面阔，有利于保温御寒。 

建筑材料多采用青砖灰瓦，前面多出厦，形成灰空间。脊 

饰上多采用吻兽并饰以木雕，题材上多雕刻花鸟虫鱼和龙 

凤纹样。建筑立面上讲究明三暗五，窗户多为木格直棂 

窗，山墙和后壁上一般不开窗，体现了中原人士内敛、沉稳 

的性格特征，也反映了建筑物适应区域气候的生态特点。 

四合院落的空间组织是传统儒家思想尊卑秩序的再现，体 

现出浓厚的中原乡土建筑风格。 

四、璀璨动人的公共建筑代表——清真寺与岳飞庙 

公共文化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事实，具体体现出一 

定地域的生活方式与诉说方式。在朱仙镇璀璨的古建筑 

文化中，最为显著的是岳飞庙。朱仙镇原名聚仙镇，明末 

清初有大小庙宇 100多处，七十二路神仙在朱仙镇都有专 

门的庙宇供奉。除了庙宇寺院建筑外，朱仙镇历史上曾经 

有会馆、衙署类建筑，但仅清真寺、岳飞庙、关帝庙被保存 

下来，成为朱仙镇传统建筑文化遗产。 

朱仙镇岳飞庙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79年)，与汤阴、 

武昌和杭州三地的岳飞庙统称为全国四大岳飞庙。《祥符 

县志》引明成化碑记：“集岳庙始建于鄂，再建杭，三建于汤 

阴，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镇。”民间传说中，岳飞拥有卓越 

的军事才能，他曾用五百名精锐骑兵大败金兀术的十万金 

兵。为了纪念岳飞精忠报国的行为，明朝朱仙镇修建了岳 

飞庙，塑造了岳飞及其家人的塑像供后人瞻仰，同时保存 

下来的还有岳飞亲笔书写的《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和《满 

江红》两座碑刻。朱仙镇岳飞庙坐北朝南，为典型的三进 

院落，外廊围合成长方形，整个建筑院落恢弘庄严，碑亭耸 

立，刻绘塑铸，经多次整修和重建，已成为一处完整的古建 

筑群。 

朱仙镇清真寺位于朱仙镇东南隅老虎洞街，始建于明 

代，后在乾隆年间重修，距今已有四百七十余年历史，是由 

赛氏家族、山西商人及被称为“马客”的陕西商人集资兴建 

的，是一个进行商品贸易和宗教活动的多功能场所。后来 

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东寺、西寺、南寺、北寺、中心寺和两个 

女寺共 7座清真寺。其中规模最大、年代最久、保存最为完 

好的就是北寺，也就是如今的朱仙镇清真寺。整个寺院建 

筑采用中国传统四合院格局，坐东朝西，中轴线上依次布 

有山门、碑楼、大殿、窑殿、后 山门等建筑。山门及大殿上 

方悬挂有鎏金匾额5块，分别制作于清朝乾隆、道光、咸丰、 

光绪年间。寺内建筑多采用各种砖雕、石雕、木雕，题材丰 

富、动静兼备、细腻流畅、艺术精湛。大殿采用的透明的、 

独具风格的鱼鳞窗是我国鱼鳞窗存在的孤例，具有很高的 

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清真寺中伫立着一座清嘉庆十年(1805年)所刻的阿 

拉伯文石碑，笔法细腻流畅，是中国现存比较完整的阿拉 

伯文古碑之一。寺内的主体建筑——礼拜大殿高2l米，两 

边有耳房，前有卷棚，后有窑殿，三部分浑然一体。卷棚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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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及后檐栏额上的清代彩绘至今仍清晰可见，弥足珍贵。 

殿内大梁上大面积的原汁原味的花卉、几何图案的清代彩 

绘，线条粗犷、朴素简洁，具有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这些 

彩绘极为罕见，富有伊斯兰特色，是研究清代绘画艺术的 

宝贵资料。 

朱仙镇清真寺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虽然 

饱经历史沧桑，但仍然是河南省保存较为完好的伊斯兰古 

建筑群。全部建筑用绿瓦覆盖 ，用船运来的石柱 ，与水和 

船相连的老巴巴传说，独具特色的鱼鳞窗等，伊斯兰文化 

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和伊斯兰 

文化完美结合的艺术结晶。 

五、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 

朱仙镇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源于其悠久的历史， 

包括朱仙镇木版年画、庙会等，是中原特有的淳朴民风与 

西方伊斯兰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朱仙镇木版年画继承了汉唐壁画的特点并加以发扬， 

具有很高的艺术学、美学和社会学价值，反映出独特的地 

方文化特色和淳朴的中原乡土风格。朱仙镇木版年画内 

容大多来源于广大农民的生产劳动，如《灶神》年画对一年 

二十四节气都有规定，是农事活动的日程表，灶神下面往 

往刻画“聚宝盆”“摇钱树”等寓意吉祥、祈求五谷丰登的图 

案。从民间宗教信仰上来看，朱仙镇年画体现了自然崇 

拜、英雄崇拜、家宅六神崇拜等民间信仰，具有强大的民族 

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从审美情趣上来看，朱仙镇年画体 

现了朴素的农家生活伦理和淳朴粗犷的审美情趣。例如， 

在新婚夫妇门上贴“天仙送子”，在儿童卧室贴“刘海戏金 

蟾”，年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豪爽奔放，体现了中原人民 

勤劳幽默、朴实无华的性格特征。 

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传统的集市贸易活动。庙会期 

间除了有商品交易之外，还有各种娱乐活动，如戏剧、说书 

和杂技等各类表演，各种商贸活动、娱乐活动与宗教活动 

融为一体，是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朱仙镇庙会 

是开封庙会的一个缩影，各种神祗的诞辰13、得道13等都 

有庙会，从年初到年末 ，月月有庙会。庙会跟戏剧表演紧 

密联系在一起，故庙会的13程表成为戏曲班子演出活动的 

重要参考。由此看出，中原戏剧娱神功能同庙会有着不解 

之缘。在朱仙镇，岳飞、杨家将 、包公等都是戏剧颂扬的对 

象 ，说明戏剧是民俗文化的特有产物。由于朱仙镇月月有 

庙会，各地戏班子得以借此相互学习、相互切磋，对正宗豫 

剧祥符调的发扬起到了促进作用。祥符调来源于民间，扎 

根于民俗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至今仍 

有很多忠实的听众。 

民以食为天，中原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开封是豫菜的 

发祥地 ，而朱仙镇是开封饮食文化中的领头军。朱仙镇农 

产品资源十分丰富，盛产无籽西瓜、花生、大豆等。朱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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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特产远销国内外，如五香豆腐干、“德兴斋”糕点、金家 

油茶等。五香豆腐于以“玉裳号”制作的最为有名，历史上 

曾被列为贡品，该豆腐干主要原材料是开封大豆、朱仙镇 

泉水、l4种中药和 4种饮用酒 ，经过七煮六晒等繁琐的传 

统工艺精心加工而成，味道清香纯正 、色味俱佳。与朱仙 

镇特有的多民族交融现象相适应，朱仙镇饮食文化中有很 

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清真食品，如京货街的“德兴斋”糕点、 

火神庙门的金家油茶、赵家的羊肉烧卖等。 

朱仙镇是回民聚居区，与这里曾经是高度繁荣发达的 

商业区有着直接关系。穆斯林先民携带着伊斯兰文明与 

商业文明，一路来到中原，朱仙镇成为穆斯林文化的重要 

集聚地，保存了十分完好的风俗习惯，其传统饮食、伊斯兰 

教信仰等独特的民族风俗文化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发扬。 

六、结语 

文化传统的构建需要得到社会认同，而认同主体从来 

都是地方民众。一切历史文化的叙说方式，都是由一定的 

社会风俗生活决定的。相对于被誉为“石头的史书”和“凝 

固的音乐”的西方古建筑，朱仙镇传统建筑体现出轻灵而 

含蓄的空间秩序美。在传统民居上，这种秩序美体现为天 

人合一的自然美追求，从民居选址到门窗、雕饰纹样都强 

调人与自然的呼应和谐。朱仙镇是这种美的范例，它的魅 

力体现为其在千百年来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无形的艺术 

内涵。当代社会积极倡导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强调 

民族复兴与民族记忆 ，应该充分重视对建筑和地域文化存 

在的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我们不仅要重视朱 

仙镇的建筑构造方式及装饰艺术 ，更应该对其地域文化 、 

传统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文化发展 

中不断开拓创新，实现古为今用、古今相容、古今共美。总 

之，对朱仙镇的保护与利用不应简单地停 留在对文物古建 

筑的复原和修复，而更应该注重对建筑环境的有效修复与 

传统人文精神的进一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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