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派建筑温婉雅致而不失富丽，一

向受到世人的瞩目。此前几个月，成龙

捐献徽州古建筑的新闻铺天盖地，对其

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徽派建筑由此

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尤其是古建筑的保

护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切。

其实，徽派建筑只是安徽建筑史上

的杰出代表之一，在漫长的人居历史中，

皖人因地制宜，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居

住文化。只不过从总体来看，仍以皖南

的徽派建筑最具特色，并辐射影响了皖

北、皖中的居住格局。

而能反映和折射居住文化的，又以

府衙官署、名人旧宅、西式洋房、乡土民

居为最。居住的历史，其实也是风土人

文的历史。因而，居住文化所指向的，安

徽历史上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或许

正是本期策划要告诉读者的。 名人旧宅：皖籍名人的起居过往

胡宗宪尚书府：“徽州第一家”

胡宗宪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兵部尚

书，也是一位抗倭名臣。

胡宗宪尚书府即胡宗宪故居，坐落在

安徽绩溪龙川村，它建筑精巧、布局独特、

设计巧妙，以“门阙多、马头墙多、古巷多”

而著称于世。

胡宗宪尚书府誉称“徽州第一家”，是

徽派建筑的标志。历史上曾以“七世同

堂”传为佳话，虽人口众多，分而居之，但

分居不分家，彼此和睦相处，故此居又有

“二十四个门阙”之雅称。尚书府熔从善

堂、松公家祠、徽州官厅、文昌阁、蒙童馆、

土地庙、轿亭、余庆堂医馆、小姐楼、逍遥

斋及后花园中的徽戏园、寒香园、惜月亭、

佛园、梅林亭等为一炉。

赛金花故居：归园仍在，香魂已逝

赛金花闺名赵灵飞，是一个具有传奇

色彩的中国女子。赛金花故居地处黟县

西递、宏村之间，现已成为著名景区。

景区内有赛氏旧居、赛金花亲手栽种的

海棠花、赛金花使用过的水井、书斋和其它

景物，辟有赛金花故居资料陈列馆，以及一

富商赠予赛氏的一处徽州园林——归园。

归园采用了徽州传统的造园手法，巧

于因借，通过女儿墙、漏窗，将园外山容树

色。园内亭台楼榭、假山池桥、曲径漏窗、

修竹古樟与傍水而建的直廊、曲廊、爬坡

廊一同勾勒出一幅醉人的江南山水画。

登峰顶，归园全景尽收眼底。放眼望去，

可见远处青山、近处田野、周边的古民居

村落与整个景区融为一体，自然协调。

如今，归园仍在，只是香魂已逝，永不

归来。

西式洋房：居住文化的“西风东渐”

怀远古建筑群：中西合璧的精品

位于怀远县西门岗怀远一中院内

的古建筑群，是现今皖北地区保存最

好、规模最大的中西合璧的古建筑施工

设计群。沧桑百年，屡遭兵燹，仍有十

栋古楼屹立于荆山北麓、卞和洞旁，令

人叹为观止。

其中，北校区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柯德义来怀远

传教创办含美学堂（怀远一中前身）时兴

建的小西楼、中楼、花厅。南校区有美国

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罗跃南之父维廉先生

创办民望、民康医院兴建的七栋门诊、住

院和办公楼。

现存的古建筑群，除花厅，余者皆为

中西建筑艺术碰撞的结晶。外观马头墙、

老虎窗、鱼鳞小瓦、雕梁画栋、飞檐斗角，

为典型的中国民族建筑风格；而内部结构

中的地下室、转梯、壁炉、百叶窗、起边花

纹地板及楼与楼之间的暗道，则是典型的

欧式建筑特征。虽迭经战乱破坏，仍保持

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原汁原味。古楼旁有

古花园一处，古桥一座，古井古泉三眼。

芜湖古建筑：日式建筑的两个组团

自1876年开埠通商后，安徽芜湖就汇

聚世界近代建筑的地域风格和造型流派，

天主堂、领事馆等西式建筑令人流连。

芜湖不仅有大量的西洋建筑，还有东

洋建筑。二战期间，日军在赭山顶设有警

备司令部。日本建筑在芜湖尚有两个组

团，一是江岸路的日本领事馆，后来是日

本海军的乐园，二是永平里的日本公寓。

芜湖的日式建筑使用了近代建筑的材料

和工艺，在建筑功能上更加人性化，如烤

火用的烟囱、屋檐下透气的圆孔、推拉窗、

踏踏米等。

令人感兴趣的是，西洋建筑登陆芜

湖，引领了芜湖的建筑审美情趣，就连徽

派积淀深厚的老城也抵挡不住“洋风”。

芜湖肖家巷翟家花园、淳良里的胡宅等不

仅崇洋，还效法古罗马的拱券甚至吸收古

希腊的立柱。这些都成为典型的中西合

璧建筑风格。

胡宗宪尚书府

安徽居住文化：瓦楞飞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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