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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住和非居住两大类。前者，供城市人们居住生活之用；后者供 ‘一。

．’ 。城市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和工作之用，又可细分为生产．．营业，，-。一’

’二⋯．，?，办公-服务和其它公用房屋。一，。：．■’：1：、=：．”_。_?=一，。二⋯．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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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年多的时间编出了保定市房产志征求意见稿。编写过程中，，．。
。0． 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许多单位和知情者，。⋯． ．：

’■lI述专门同房管部门的老同志进行座谈。弪过J：。征博采j“多方核一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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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j自远古以来-：A．tfl为了避风雨：宜柄止，供朝贺、临观睁·一，．i
一； +为建造房屋j楼堂．殿阁，亭榭等付盯了代价．作m7贡献j 。

一⋯ 在公元前的21世纪：’我国就有了地’房屋和+啤栏·”．武房雕． +。+，。

l。。。一到了周，。秦，汉，唐?～大型建筑群和大型官殿就屡见不鲜了’ 一¨

，’j一∽’保定是二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距今3 O 0 0至3600

“年前的段商时代(奴隶社会y．今保定城址就有人类乏属。”、． 。，

． 自公元前2 9 5年燕昭王在今城东五里建广养城以来．秦．两
， -，‘．-汉，-后魏i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均在今城址附近建城， ⋯：

～， 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 2 2年)．‘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 ，’+7

，

。1‘

(废马庄村西故城．建今城l，’浚外壕．葺营舍千五百处，疏浚

；．。一亩泉河⋯．．．．．．造船二百艘，运送粮物：保定始具都市规模⋯．一 。．

。金贞桔元年(公元1 2 1 3年)蒙军血洗保州，城池毁为废
‘

墟。其间，．'年长岁久：‘沧桑多变．历史．卜的保定城曾几次废．。 ，。。+

-一

’

，毁，r_移址重建?房产情况已无可考。=1‘一⋯。‘．r’’’、J
’

： ‘。它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 2 2 7年)．张柔莆建保州城．

‘⋯，。4逐渐繁盛，被称为一燕南上大都会”；房产业初具规模。到明．：
’

中叶(’公元1 5．0 O年左右)后；保定已发展成为当时令同四 一，，

．’ +，一，十多个土商业‘大城市之一：一’’：j-：。! ’?‘一： ，～，．”：7 ．．

⋯ ⋯’清初<康熙八年，’公元1 6 6 9年)，’直隶巡抚署设于保 ”

．．⋯。 ．定。随着各级、各类衙署的兴建，商业的繁荣；保定迅速发展 “，’7

成为真隶省的军事：政治：交通i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城内 ．

⋯，。‘， 居住着封建统治阶级(达官贵人：地主)以及众多的各类商人 j

’1

和手工业者。此时，保定的房产业始基本形成。、 ‘： 一 ⋯

1∥，⋯·‘’从张柔重建保州到鸦片战争前；古城保定虽经历了六百多，’。。。

。，．：。年的漫长岁月．但因受封建的经济和传统的影响．房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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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存建筑布局上沿袭北衙南宅、前朝后寝的传统手法。． ，t

。’ ’

伞城建筑以大慈阁，钟楼．鼓楼，夸应楼等高大建筑为中心。
。k

， ，古城中部多衙署．如县署，府署，‘道署，参将署，直隶总督署， ，

等。．这些衙署与寺庙，．都建在主要街道旁。南北大街为-丰要通．： ‘、

． 道．东西大街为商业繁华区。屠宰场．监狱，草料场、仓库则

，，。’ 分布在城内偏僻地带。达官贵人和巨贾．多住在衙署附近和繁 一 ‘

u
， 华区域。始建于唐的古莲花池．金末元初张柔的副将乔维忠将临一一 ．。

漪亭据为宅院j不久；该园归张柔之子张宏范所有。园中的万‘ ”

’

．～卷楼，曾是张柔副帅贾辅的藏书处《而平民百姓则多住在偏街
’

，小巷和城的四隅。这在光绪版《保定府志》第三十六券中有一。 “．’

， ～ 段比较详细的描述，“北与东人恒静缝掖也荐绅也老农老圃也，+ ，

一 贫也迂也南与西人恒动胥也隶也卒伍也商贾也劳也谨也。，I就 ，。

是说，城的北i东部人口稀少，在衙署、府第间隙多住着农民． ：1‘．

：’，一．菜农．果农和苦力；，城的南，西部，人口稠密，多居住着官吏，+。，
j 差役，兵士、商人和治学者。F t n．，。，t一、 一．。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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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等级森严。这在衙署和住房建筑方面表现的都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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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而座落在城内西南的县署。于。“明洪武中创立正堂三间日

。．’ 亲民堂，前有戒坊，坊旁为电户礼兵刑工六科科房，前为仪门，。：．； j

大门三间，二⋯一堂后为川堂，东为库房，．有库为按Jll堂．t后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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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城市中房屋的形制就十分注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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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神圣．用红色；诸侯次之．辟I黑色t黑f J白墙)；一般人用

黄色．实际上是土木的本色．不加修饰《汉代存建筑物的色彩

上才重黄色．如审栩居‘黄阁’'．再从建筑物的规模iJl=．更

是等级森严。唐代甚虿把它写成法律条文。．．．o王公贵族建房

不准使用重拱．屋顶不准装饰藻井：三品以上官吏使用的正房

， 不准超过五间；一般富有者的住宅不得超过三问．不准起建楼

，一阁等高层建筑物，尾顶、、门面更不准甩彩色来装饰，并‘F1．明令。

公布：‘于令有违者杖一百”’。①此后的封建社会．大体均沿

，袭了这一制度。如位于西大街东端北侧的明将洪承畸府第．存

府第内建有二层的楼房一栋．其正房屋顶起脊，却没有使’币拱．

’装饰藻井。又如位于北大街路西的一组向西延伸至大，小纪家。

胡同西’口的四合院建筑群．是明朝征西将军、保定卫指挥．锦

衣卫千户贺虎臣的府第?该府所有四合院的正房多为四间．个

别的为三闻。
’

．． 。，．．． 。。、

一

， 另外”．清时的房屋建筑．在规划上还体现了民族对立?l冗’

县街，府学后街以南一带被划为旗营．是旗人的聚居区。因

此处当时交通方便。靠近八旗会馆(现二中)和府学。
t 一在封建社会．保定在居住方面的等级不仅表现在住房的传

置和占有房屋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建筑物的格^6和质量上。

穷苦人的住房多为板筑墙或土坯墙，大门多为墙垣式．无门屋，

在墙上辟门，略加砖雕装饰。富有者住房的大门为屋宇式，有

．非常讲究的大门，+一般称作门楼。依房主地位，大门有三．五．

．七问之别。七问的屋字式大门，为亲王府第用<并非每间都有
’

门)。门扇装在中柱缝(脊檩缝)的叫广亮大门．门扇有门钉，

上楹用门簪，抱框有石鼓门枕，并有适合主人地位的雕刻和彩

画。门扇设在檐柱处．．叫如意门，为．一般居民用。如意门门口

墙面常多砖雕。就是在住宅的名称上，也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如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住宅，明．‘清时叫府，4民国以后叫官·
’

①《房产通讯》1 9 8 1年第1期第4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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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5．宅，寓、公馆，
‘

。：，

。●

再次．均受着阳宅堪舆<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堪舆为天

地总名．或同。风水，”>．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由于在住宅地

基的地形利用方面受到堪舆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形式变化很

少0除了少数例外，四合院的平面布局几乎均受均衡对称原则

的支配。路北的往宅．大门位置一般都在东南角。路南的住宅．

+夫门的位置一般都在西北角。但正房的位置都在北方。按封建

迷信的说法．住宅与宫殿：衙署，庙宇不同。不能在正南面中

央开门。住宅的大门开在东南角．是最好的方向。东北是次好

．方向·也可以开门，。或建厨房。唯西南是凶方．只能建杂屋或

。厕所之类。有的在大门正对的街侧设影壁．有的在大门西侧设

影甓，加以雕花，图案．福字等装饰。
”

+鸦片战争后．保定的铁路，．公路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有了

发展．城市经济对帝国主义有所依赖。封建社会经济开始解体．

‘逐渐形成半殖【心地半封建的城市。因而，作为城市的主要组成

部分的房屋，在建筑类型、建筑形式等方面随之引起变化。；：

其j．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扩张的同

时，作为文化侵略的宗教也大规模地传入保定。保定城内各式

教会建筑及其附属的慈善机构．学校大最兴起．使旧城面貌发

生了变化。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 8 9 8年)÷法帝国主义者

逼直隶总督荣禄以北关狭小的天主教堂(仅有平房40间)与位

于城中心的lIt清河道署(已改为宾馆)对换。本来互换合同规

定不准改变原官署面貌可是法帝国主义者却拆毁原官署建筑，

改建成了西式楼房a先后传入保定的教会有天主教、基督教等。

各种教会在城关建的教堂、修女院以及附属的医院，学校共十

余处。这些教会建筑群，具有明显的欧洲古典式的建筑形式。

教堂完全按高直或文艺复兴式修建。这些外国建筑形式的传入．

使保定这座典型的封建城市具有了半殖民地的形式；+
。

。其二j原有的城市房屋中，主要是寺庙、衙署．商店、住

●

{
I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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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和连铺作坊。在“新政”．“维新”等口号下，在保定出现

了用近代技术生产的工厂和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l 9 0 1年)，芦汉路全线通车，在西关外建了火车站。此铁

路支线从古城西南郊通过，还在刘守庙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水路

联运码头。沿府河南岸顺刘守庙的铁路沿线几乎建满了仓库、

货栈。宣统元年(公元1 9 0 9年)，清苑聚和纺织厂和庆兴。

蛋厂<工入2 O 0余)建立。l 9 l 7年。，保定电灯公司建、

立。1 9 l 9年，乾义面粉公司建立。1 9 2 0年，火柴公司

建立。这批为数不多的工厂虽然只有6 3 O多问魔屋，但它从7

根本上改变了1日城房屋的结构。尤其是乾义面粉公司(今新中‘

国面粉厂)，其高楼式的生产车间，对古城建筑有一定影响。 “i

保定古有学生城之称。截止清末民初，学府．书院多达30

余所。建于清末，开办于l 9 l 2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系

j仿日本士官学校建筑格局建成，校本部占地l 8 O余亩。大

门在甬侧，隔河有高大的壁照与之相对。门楼高大，面阔三

间，朱漆大门饰以铜钉铜环。甬路两旁有石狮子一对，高丈

许。“校本部分南北两院。北院是生活区，南院是军校的中枢

和教学区。又分东、中，西三院。东，西院为教室与学生宿

舍，各有十排带长廊的青砖瓦舍，布局对称。各排房舍之间有7

长廊相通i两排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墙开月形门，．每院住

约一连学生，俗称一连道子’。(￡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舍，是

陕定城最早的排列式住房。l 9 4 5年日本投降后校舍被拆毁。

j 其三，店铺建筑形式有所变化。清末民初以前的店铺，‘大

多只有一门二窗或二门数窗。结构一般为砖，石，坯．木，粗

细料石基，砖墙或土坯墙镶门窗。门窗为半圆拱。，饰以民间的 ，

半圆卷砖，雕波纹花牙。较大的店铺，‘其门面和入口处采用边

砖雕，镶嵌大门拱圈。在门市房的深部还有后院，大部分是三

合院或四合院。也有孤独的三间、两间或一间的门面房，’无后，

①《保定文史资科选辑》第一辑，第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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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c中等以上的店铺，无论平房，楼房，一般青砖小瓦，楹柱

立架，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如槐茂酱园门市部，．隆昌布店，魁 、，

盛酱园等)。有的临街一面有精细的雕花木隔扇(如西大街路

南的万宝堂国药店)。夜间外立站板围护。其后院大部紧连从

业人员宿舍或货房，有的紧连住宅。至于众多的连家铺和连家 ．

坊的房屋，则普遍简陋。一般是一两间门面，或前店后宅，或

前坊后宅。清末民初后，城区的店铺建筑则变为青砖大瓦。檐

口加山墙垛，．女儿墙或高高的假看墙，平房伪装二层。少数的

门市部还仿建文艺复兴式的柱子。比较典型的是西大街。民国

初时，此处有45家店铺，其中39家店面的建筑为“中西介壁’

却如稻香村食品厂门市部，乐人堂中药店’，中华书局等。，
其四，独院式高级住宅的出现。清末民初后，保定居住建

筑的发展进一步呈现两极分化，主要标志是独院式高级住宅的

出现。l 9 l 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不久，就将清代直隶按察

使司狱署改建为宾馆(实为其公馆)，名日“光园”。，光园”

里，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水榭曲廊，颇具江南风格。l 9 1 6

年，曹锟下令将督署门前西头的大坑填平，为其亲信李彦青建
‘

造了占地七八亩的带有花园的别墅式住宅。又如1 9 2 6年中

共保定市委机关所在地——石家花园，就是民国初保定警察厅 。

长石之朴建的独院式高级住宅。此花园占地20亩，建有假山，

小亭和一幢二层的住宅楼。这类高级住宅的出现，在建筑类型

上打破了四合院的传统，与普通平房和条件相当恶劣的土坯房

对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

、

· ·

城市房屋的发展变化，与不同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密切相关a
’

，．、t ： ，’．

·

o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使保定的房屋遭受重大

损失。他们以焚毁“拳场”，“团铺”之名，毁坏了四城门楼、

城隍庙，莲池书院．贡院，东岳庙、布政使署，按察使署J南大

寺．北大寺、灵雨寺，文昌宫．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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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1 2年．’保定的房屋惨遭灾难性的洗劫。．2月15，El j

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袁的
‘

势力全在北方，乃托词北方不靖，。军旅如林，不能立即南下。

， 并密使曹锟于2月29日在北京．通州，天津，保定等地搞兵变。
’’

先由北京开始，次日殃及保定。。●一时间兵匪玄杂，变兵持枪

对商店．住户破门而入⋯⋯，并纵火焚街衢，烧市场，熊熊大，’

火，直冲霄汉，延亘两昼夜。”“凡百财物，荡然一空。阙阆
‘‘

栉比，悉成灰烬。⋯⋯被烧商店达1 3 7户(实不只此数>o

如庆昌本布庄铺房33间，化为·片焦土。”这次兵变，，“受灾 ．

户达4 O 4 3户：‘经济损失l 0 l 1多万元。其中商行1 2 4 5 ，

( 。户，经济损失5 1 3万多元；居民2 7 9 8户，经济损失4 9 7

l 万多元。。’蟛． ·

?、．、
，- ： ‘，’

．

I ． ‘ l 9 3 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
． 我国。9月24日，日军攻占保定城后，在城内外疯狂屠杀我无 ．

·一 辜百姓，放火烧毁房屋，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全市毁于战火的
‘‘

房屋千余间。闹市区西大街，南大街．。天华市场，处处断壁残’
，

●
．

，垣，，一片瓦砾一．t ‘，，。．! t．一
一 。

’ ● ●

_’
国民党发动的3年内战时期，保定的房屋非但新建无几，1．

。 ’

‘且多有毁坏。1 9 4 6年10月，‘保定绥靖公署命令修筑工事，
’1

’拆除民房3 0 0多问。1 9 4 8年5月起，国民党军队为修筑
’

?工事，不到两个月就拆除比房，商店l 7 0 0多问，’使二百多

户百姓无房可住。南关公园的建筑也遭破坏。 ．．．

’

．、’ 从“七·．七。事变到国民党政权垮台．保定城区的建筑布

．．局基本上保持着民国初年的状况，但房屋建筑日渐衰败。一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定城区的房屋构成具有衙署官宅多、
。 学校多、寺庙祠堂多，会馆多的特点。 ·

+，

’

。。+保定长期为省，府、县治所在地，又是军事重镇，军政衙
‘

．、署多时达72座。保定自元以来封为伯，。疾以上爵位韵就有五人。

，i(￡《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童辑，第20I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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胄居三品以上的为数不少。自京来保定居的历代遗老遗少不在

其数。从明，清到1 9 3 2年间，历任知县、县长共有l 8 9 ·

人。他们都拥有各自的官宅(清以前，各级衙署的主官均住官

宅，一般在衙署的后部)或公馆。诸多的官宅中，目前保存较

完好的数清河道署，它是我国典型的四合院官式墅宅。院落不 j
’

’同．各具特色。巧妙地木雕、砖雕镶嵌出优美的门窗花饰。．7
·

保定城关的寺庙祠堂多达八十余处。如大慈阁，淮军公所、
‘

城隍庙等。仅关帝庙就有九处之多。它们分布在文昌宫东，大．

慈阁后：穿行楼南等道口、草场营坊，南门等地。位于东北郊。

的关帝鹰，拥有殿宇百问．。庙产千亩，1 9 O O年被“八国联

军”焚毁。
‘ ?’

一

。、．‘ ．． 。

． 保定地处京畿门户。清朝以来。一些省份为锯决同乡官宦’

子弟赴京赶考和巨贾经商路过住宿之便，在保定建立了带有封 ·

．

建区域性的公益团体——同乡会，并有各自的会馆a计有三晋 ．．

‘山西)、、浙江(浙绍)、湖广、河南，山东．妥徽、云贵、 ：

．四JIl八个会馆。。共有房屋7 9 2间，分布全城50余处。·

保定的住宅建筑布局．以四合院居多。城区现存的四合院
’

。 大都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6在这些四合院中多居住着有产阶 ．

‘

级和社会上层人物。四合院这种民族建筑形式和当时的社会生

产力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习惯是相适应的。长期以来；人们沿 ．‘，

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制，四合院正好与此匹配。从结构布局来’．

．·看，四合院为居住者提供了较理想的活动空间和人际交往场所。

四合院另一个特点是很规则，基本对称；具有鲜明的民族建筑
‘

． 传统特色。．四合院一般建在胡同里，离开喧闹的大街。四合院

的“四合”本身．也有一定的隔音作用。’因此，住在四合院里，，+

可以得到一种“幽静”的享受。。
? ⋯1 -

。‘众多‘的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市民多住在三合院和纵长 ·

方形‘、横长方形的住宅里。三合院这种建筑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

但一般不受封建堪舆学说的束缚。结构_般为板筑墙，士坯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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