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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称为郑州市区“最后的四合院”的郭家大院，是该地区保存相对完整的

传统民居，虽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是历史街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包含着

居民自身家庭的记忆，同时也承载着有相同历史境遇和生活经验的人们的集体

记忆。从空间形态看，郭家大院由上房、临街房、东西厢房围合而成，是由厢房

北端设置的二门和隔墙分割为两个独立空间的二进式合院民居。新中国成立

以前，郭家大院基本保持、延续了传统民居累世同居共财的传统民居使用模式。

随着社会环境及家庭结构的变化，郭家大院曾经秩序井然的传统四合院内部不

断地被加建、改建，院落及房屋的使用方式日趋复杂化，最终发展成了现在的大

杂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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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历

史记忆，其形成、发展、壮大都是从小规模的族

群聚居开始，历经世代建设、经营、筛选，在一次

又一次思想文化的冲击下日益形成的集体意识

和实体形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多倾向

于扫除那些“充满麻烦”的城市结构，取而代之

的是一种崭新的“理性”秩序。因而，除了少数

优秀历史建筑得以保留外，大量富有地域特色、

文化传统、历史信息及城市记忆的古老街区、历

史建筑、传统民居遭到破坏，造成历史文脉被割

裂、文化空间被破坏，所带来的是千城一面、城

市记忆丧失和城市文化认同的危机。

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省会、中原经济区核心

城市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是我

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文化遗存丰厚，拥有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诸多头衔。

近年来，郑州市经济、人口、交通高速发展，城市

面貌日新月异，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主要经

济中心之一。近些年，随着乡土建筑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的加强和保护工作的推进，郑州市已

有一批民居建筑入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及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社会各界

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日渐认识到保护文化

遗产、留住城市记忆，不仅能够延续城市历史文

化，保护城市特色，还能够加强城市居民的认同

感和凝聚力，塑造城市的精神［１－２］。

然而，在城市的发展和建筑更新过程中，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遗存丰厚的遗址、遗迹

之外，目前郑州市区范围内能完整反映其传统

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区已不复存在，传统民居遗

存也已是凤毛麟角，院落整体保存相对完整的

更是屈指可数。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的书院街，

东临紫荆山路，西临南大街，南临商代城墙遗

址，历史上曾因天中书院在此建设而得名，历史

悠久，处于城市中心地带。伴随着城市漫长的

发展历程，该街区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

记忆，是郑州市传统历史风貌保存相对完整的

历史街区之一。位于书院街的郭氏住宅，始建

于清，为郭姓人创建并世代独姓使用，被人称为

“郭家大院”。近来，该院因郑州市地铁二号线

建设而即将被拆的消息引起媒体及众多文物保

护志愿者等社会各方的关注，被称为郑州市区

“最后的四合院”［３－５］。郭家大院作为该地区保

存相对完整的传统民居，虽规模不大但五脏俱

全，是历史街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包含着

居民自身家族的记忆，同时也承载着有相同历

史境遇和生活经验人们的集体记忆，在历史文

化名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中应得到重视。

此前已有研究者对郑州市历史街区的保护

与发展进行研究探索，分析其形成与发展历程、

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历史街区风貌更新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对街巷空间的尺度、比例、使用功能、

建筑形式的表现等方面也进行分析，并提出保

护发展策略及规划意向［６－８］。本文拟从相对微

观层面，以郭家大院为研究对象，分析在社会发

展及家庭内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传统民居及其

使用方式的变迁，以期为文化遗产、城市历史遗

存的保护积累研究资料。

　　一、郭家大院概况

本课题组分别于 ２０１３年 ８月、２０１３年 ９

月、２０１６年４月，通过建筑测绘、居民访问等方

式对郭家大院进行了三次现场调查。

被称为“郭家大院”的郭氏住宅位于河南

省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与书院街交叉口东北

侧，“书院幽荷”小游园的西北角，以南是“郑州

商城遗址”的南城墙，门牌号为书院街１１２号

（见图１）。据郭家人介绍，清朝时期，由于家中

人多房少，郭家这一支系从东大街迁至此地置

地建房。当时，郭家还在附近有１００多亩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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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街还有一个玻璃厂，生产煤油灯罩和暖水

瓶，经营生豆芽，开杂货铺（卖土特产）、糕点门

市部等，雇有长工两三人、短工若干（麦收时）。

新中国成立前共有老爷（受访者称呼）、４个爷

爷及姑奶、父辈５兄弟及其子女３０人左右在该

院子里居住（见表１）。

　　二、郭家大院的空间构成及使用方式

１．传统四合院的平面形态

四合院是合院式民居的统称，是中国北方

地区常见的院落空间布局形式，是在地势较平

坦地带，按传统的中轴对称、封闭严谨的空间序

列布局的，以满足家族中情相亲、功相助的需

求，体现家族生活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

别的要求［９］。四合院一般由复数的房屋按照一

定的规律围合而成。常见的有四面围合的四合

院、三面围合的三合院、两面围合的二合院等。

以四合院为例，正面的房屋称作正房（上房），

左右的房屋称作厢房（厦子），与正房相对、临

近道路的房屋称作倒座（临街），由此构成一个

四面围合的合院单元。如在此基础上沿中轴线

向后延伸，在正房的后面增加左右厢房、正房，又

可构成一个新的围合单元。以此类推，最终可形

成由复数围合单元构成的院落。这些独立围合

的单元以“进”计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几进”

院落。另外，在围合空间的构成方面，也有以“四

合院”为基础，在靠近倒座的厢房两山墙之间建

隔墙，再在中间开门（如北京四合院的垂花门），

使原本独立的一个围合单元变为两个独立的围

合空间，从而形成二进院（见图２）。

２．郭家大院的平面形态及使用方式

郭家大院目前留存的房屋为传统的抬梁式

坡屋顶硬山建筑，有上房、临街房、东西厢房、西

院临街房。从平面形态看，上房位于院落的南

侧，正门设在院落北侧紧邻书院街的临街房屋

（倒座）中间；东西两侧为厢房，厢房北端曾设

隔墙将院落分割成了两个独立围合的单元，墙

中间开门联系两个单元，隔墙与二门虽已不存

在，但依郭家后人指引，所在位置可以确认。可

以看出，郭家大院是一座由前后两个独立围合

空间构成、座南面北的二进合院住宅。据书院

街老居民介绍，新中国成立前郭家大院周边的

图１　郭家大院在郑州市的位置

表１　郭家大院相关人物

辈分 相关人物（仅体现本文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人物）

曾祖父 Ａ（老爷）

祖父
Ａ－ａ（长子）

大爷

Ａ－ｂ（次子）

二爷

Ａ－ｃ（三子）

三爷

Ａ－ｄ（四子）

四爷

姑奶

出嫁后搬离

父
Ａ－ａ－１

大伯

Ａ－ａ－２

二伯

Ａ－ｂ－１

父亲

Ａ－ｃ－１

四叔

Ａ－ｄ－１

五叔

子 居于Ａ－ｂ－１中间 郭家外甥（表哥）

　　注：　为产权关系者，表中、文中的称谓为受访者对其的称呼，字母及编号表示辈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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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大多是这样有前、后院的二进格局，具体情

况仍需进一步考证。据郭家后人介绍，郭家大

院最初的大门也在中间，为了能多住人，１９１０

年代把门改到东侧。但后来，郭家的后人中有

数人尚未成人便不幸夭折，风水先生认为改门

影响了郭家风水，因此郭家人又将大门改建到

了现在的位置。郭家大院的西侧是郭家人用８

分菜地换的３分地大小的院子，在此曾养过牲

口，也曾建过厕所。原来的东西厢房都比现在

宽，民国时期翻建时，郭家大院东侧邻家房子的

主人是房科（相当于房管局工作人员）。由于

院子在哪、怎么盖都需要房科审批，邻居想要自

己家的院子大一些，在审批时不同意郭家的建

房申请，变相逼迫郭家的房子往西挪，因此东厢

房被迫变窄。为了对称，郭家人只好将西厢房

也变窄，由此建成了现存的规模。

从郭家大院上房（民国１８年建）、临街房

（民国２０年建）、厢房（民国２３年建）、西院临

街（郭家后人讲为民国３４年建）的建造时间上

看，现在的郭家大院应是保持了民国时期的基

本格局（见图３）。

从当时的使用方式上看，临街房中间为大

门、过道，两侧为房，东边一间曾是供来访的亲

朋好友留宿用的客室，西边一间曾是家中的磨

坊。穿过过道（宽１．９ｍ），进入院内，左右各有

厢房一间，厢房的北侧与倒座之间有２．８米的

距离，为遮挡门外的视线，原设有一字型照壁，

现已不复存在。东侧厢房放置杂物，西侧厢房

曾是郭家在从事农业生产、商业经营时期，雇用

的长短工、伙计等服务人员休息、就餐，以及收

纳农具的场所。与厢房内（南）侧相连的另有

左右各三间的厢房，中间原有隔墙及二门，遗憾

的是目前门的结构样式已无可考证。由倒座、

两侧厢房及隔墙所构成的空间是一个独立围合

的单元，为家庭以外的人员活动及家庭生活辅

助性物品的存在空间。内院正面为院落的核心

建筑，即三开间面宽９米的正房（上房），中间

一间开门，大门正对宅院的中轴线；东西两间各

设窗，进入室内，中间与东侧一间由墙分割，隔

墙中间开门；中间与西侧一间由木制隔门分割，

中间设门。中间一间为堂屋，放置牌位、寿匾、

条几、八仙桌、圈椅等，用于举办祭祀、节庆、婚

丧嫁娶等活动，为家族精神活动的核心场所。

两侧卧室为长辈居住：西侧为家族最长者居住

的地方，是整个住宅的主卧室，住着老爷、老奶；

东侧卧室为家族长子居住，住着大爷、大娘。上

房北边两侧左右对称三开间的厢房面宽 ８．４

米，左侧厢房南端的一间独立开门（曾经是郭

家的厨房），中间一间开门，北边一间设窗。两

房之间又有隔墙将其分为两室，北端一间为卧

图２　传统四合院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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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郭家大院复原图
室，中间一间为堂屋，可以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

一室一厅。右侧厢房中间一间开门，南北两间

设窗。进入室内，中间一间与南北两间之间设

墙开门，中间为堂屋，两侧为卧室，也可理解为

现代意义上的两室一厅。厢房是已婚男丁及家

人居住的地方，内院主要是家庭成员的饮食起

居空间。据郭家人说，当时郭家的居住方式严

格遵循了四合院按长幼次序居住的传统。但随

着子女的成长及家庭成员的变化，根据家长的

安排，也时有局部调整的情况。除此之外，郭家

大院基本保持着大家族传统累世同居共财的复

合使用特征。

　　三、郭家大院使用方式的变迁

然而，郭家大院并没有定格于其初建时的

使用格局，随着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其

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老爷（Ａ）、大爷（Ａ－ａ）及二爷（Ａ－ｂ）去世

以后，三爷（Ａ－ｃ）开始掌管郭家在外面的生

意，四爷（Ａ－ｄ，以下以字母编号表示）掌管家

中内务。Ａ－ｄ主张遵循传统，延续大家庭的共

同生活方式，反对分家，在居住生活方面延续了

按长幼次序各居其所的传统，全家人依然同灶

共餐。只是由于人口增加、居住面积不足，将前

院的东厢房改做厨房，将原来内院的厨房改为

未出嫁的二姑居住（出嫁后搬出），打破了内外

有别的局面。另外，Ａ－ａ－１家在上房居住，

Ａ－ａ－２家在临街房居住（大门及过道公用），

Ａ－ｂ－１家在内院西厢房居住，Ａ－ｃ家在西院

临街房居住，Ａ－ｄ家在内院东厢房中间及北边

一间居住，郭家的外甥一家在外院西厢房居住

（后移居外地）。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郭

家人口不断增加，郭家人的居住方式由 Ａ－ｄ

不断调整。但基本延续了传统四合院住宅的使

用方式，保持着大家族累世共财的使用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土地改革政策，郭家内

院东厢房中间、北边一间及外院的西厢房被收

为公产，外姓人开始入住进郭家大院，出现了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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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迅，等：郑州郭家大院的空间构成及其使用变迁

姓同居的状况。当时的郭家虽然没有进行实质

性的分家，但已由大家庭分化成几个各自独立

的小家庭，大院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Ａ－ｃ家迁出大院，西院临街

房转为Ａ－ｄ家使用，其他家庭基本维持了原

来的使用状况。各家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开

始分灶单过，在院内临时性地搭灶做饭，到了冬

天就把灶移到屋内。于是，传统四合院的生活

秩序被打乱，各个房间的使用功能也更为复

杂了。

之后，郭家在人口增加而居住空间不足时，

各自在院落里临近自己房子的位置加建了厨

房。Ａ－ａ－１家、Ａ－ａ－２家、Ａ－ｂ－１家分别

在上房和东厢房之间的夹道里、大门西侧至西

院临街的屋檐下、原来二门的位置各自搭建了

厨房。Ａ－ａ－１家还在上房的西侧加建一间居

住兼做厨房的房间，Ａ－ａ－２家还在内院东厢

房至临建房之间改建了两间平房，临街房东面

又加建了半间做居住用。２０１０年前后，为了方

便老人使用，Ａ－ｂ－１－①又在内院临西厢房

处加建了卫生间（见图４）。另外，郭家大院的

临街房及外院东边改建的两间平房也外租他人

作商业之用，其使用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从以往

单纯的住宅发展为商住两用。曾经秩序井然的

郭家传统的四合院，随着内部不断的加建、改

建，最终发展成了现在的大杂院格局。

如今，郭家大院周边与之有着相同历史境

遇的传统民居已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只是一

些零星的单体建筑。２００３年，郑州市政府下令

保护郭家大院，将院落纳进“书院幽荷”小游

园，成为该园的一部分，对其周边环境也进行了

改造。２０１３年，因郑州地铁二号线的过境问

题，再次将郭家大院推向舆论的焦点。最终，经

各方努力，建设部门对郑州地铁２号线疏散用

地方案做了一定调整，避开了郭家大院，使郭家

大院得以原地保存。如今，郭家大院已成为一

个反映该片区传统民居及居民居住生活变迁情

况的孤例。

　　四、结语

在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城市遗

迹是体现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历史

记忆，它不仅存在于有着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

和历史遗迹中，也遗存于传统的民居建筑中，它

不应仅定格于文献记载之中，也应存活于居民

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郑州郭家大院，从空间

图４　郭家大院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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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看，由上房、临街房、东西厢房围合而成，是

由两厢房北端山墙中间设置的二门和隔墙分割

为两个独立空间的二进式合院民居。新中国成

立以前，郭家大院是由家长调控来保持、延续大

家族累世同居共财的传统民居。随着社会环境

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大院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曾经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井然有序

的传统四合院住宅内部不断地加建、改建，院落

及房屋的使用方式一步步复杂化，最终发展成

了现在的大杂院格局。郭家大院曾多次卷入社

会发展、城市建设的洪流，几经周折最终得以原

地保存。郭家大院无疑已成为反映郑州历史街

区中传统民居及其居民居住使用方式的最真实

载体，不但包含了居民自身家族的记忆，同时也

承载着有着相同历史境遇和生活经验的人们的

集体记忆，是郑州市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经历了郭家大院留存问题争论之后，留

住城市记忆、传承城市历史文化、保持城市特

色、加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城市

精神，已成为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价值新的认

识与肯定，也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错综复杂的所有制关系、现代生活方式与

传统居住空间的矛盾等，仍是制约传统民居存

续的现实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条件的

改善、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进步，传统民居如何

焕发出新的活力，如何创新出适宜的传统民居

的存续形态，仍将是社会各界持续关心并为之

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１］　朱蓉，吴尧．城市·记忆·形态：心理学与社会

学视维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Ｍ］．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２．

［２］　张海燕．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Ｃ］／／田根胜，黄

忠顺．城市文化评论：第４卷．广州：花城出版

社，２００９：９６－１０４．

［３］　王影．郑州“最后的四合院”亟待保护［Ｎ］．郑

州日报，２０１１－０５－２６（０５）．

［４］　王杰（文），张翼飞（图），马健（图）．郑州最后

的四合院［Ｎ］．郑州晚报，２００７－１０－２４（Ｃ０４－

０５）．

［５］　沈翔．郑州城最后的四合院［Ｎ］．东方今报，

２０１３－０５－２４（Ａ１４）．

［６］　李悦．郑州市书院街历史街区更新策略研究

［Ｄ］．郑州：郑州大学，２０１３．

［７］　王大艳．郑州市老城区传统街巷空间探析［Ｄ］．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８］　袁媛，徐维波，韦峰．居住性历史街区保护更新

的规划探索：以郑州书院街为例［Ｊ］．华中建

筑，２０１２（９）：１４０．

［９］　王其明．北京四合院［Ｍ］．北京：中国书店，

１９９９：５．

·２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