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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州地区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相邻县市与西部、南部偏远地

区，以清代、民国时期的建筑为主。按照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方式划分，郑州地

区的民居建筑大致有结构严谨的合院与楼院、窑洞、窑房结合的民居三种类型。

郑州地区现存的民居建筑遗产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方面

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南平原过渡

地区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资料，是郑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

当下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实并不乐观。因

此，要做好郑州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应让社会各层面真正

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和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

遗产；二应深化科学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

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探索各自独特的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三应

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方式，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四应遵循客观规律，

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五应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

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工作，探索多方力量参与保护的工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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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中比重

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部分［１］，而民居建

筑又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

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经历了从单个建筑保

护到群体建筑保护的过程。自１９６１年始，国家

陆续将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建

筑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２年国

家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２００２年又提出

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明确要求保护文物

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

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从而赋予了历史文化

村镇特定的文化地位。２００３年国家又设立了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制度，

对“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以

更好地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

或者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

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地方

各级政府也陆续将一大批历史文化村镇和民居

建筑遗产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这些举措为有效保护民居建筑

遗产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作为农业大省的河

南省在此方面的入选数量并不多。２０１２年９

月，经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

落”。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属于行

政性的概念，包含的范围更加宽泛，强调农耕文

化聚落载体的完整存续状态，强调在物质保护的

同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立足于保

护传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保

护由具有重大价值的单体建筑（建筑群）发展到

反映传统风貌、地方民族特色的片区，再到注重

物质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及注重农

耕文明存续状态的传统村落，国家已通过法律、

行政手段将其纳入了较完整的保护体系之中。

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公布的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中，全国有４１５３个村落入选，其中河南省有１２４

个村落入选。河南省的传统村落、民居也得以受

到更多的关注。

民居建筑研究作为乡土建筑研究中的一个

子系统，起始最早，成果最为丰硕。然而，业界

对河南省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相对欠缺。

在被称为“中原民居的补遗之作”的《河南民

居》问世之前［２］，河南省民居的整体状况甚至

还不甚明了。以郑州市为例，其作为国家中心

城市、河南省会城市，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诸多头衔，但目前

在郑州市内及周边除遗存丰厚的遗址、遗迹外，

能反映地域风貌的民居建筑越来越少。业界近

些年也对其给予了广泛关注，但除局部案例研

究偏热外，仍有大量列入传统村落与保护名录

的民居建筑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鉴于此，本

文拟对郑州地区（辖６区、５县级市、１县）现存

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分析其时空分

布特征与类型，提出保护发展策略，以期为同类

研究提供参考。

　　一、郑州地区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情况

　　目前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中入选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共计６２处。本研究对同时入选国家级和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

案例做重复计数，共计７３处（次），具体见表１。

１．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情况

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国共公布了７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地区共有３处入选，全

部位于巩义市。其中，康百万庄园于２００１年入

选，张祜庄园和刘镇华庄园于２０１３年入选。河

南省于１９６３年公布了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名录，截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共公布了７批，郑州

地区共有１１处入选，其中７处分布在巩义市，３

处分布在荥阳市，１处分布在上街区。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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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６月公布了两批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２２处，其中巩义市６处，

新密市４处，荥阳市、新郑市各３处，惠济区、中

原区各２处，登封市、上街区各１处。

２．入选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情况

截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我国共公布了６批、共

５２８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郑州地区惠济

区古荥镇入选第４批名录。截至２０１４年４月，

河南省共公布了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郑州地区共有６处入选，其中登封市２处，巩义

市、荥阳市、惠济区、上街区各１处。

３．入选各级传统村落情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共公布了４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郑州地区共入选４处，其中登

封市２处，新密市１处，荥阳市１处。２０１３年６

月，河南省公布了首批省级传统村落，截至

２０１８年１月共公布了５批，郑州地区有２６处入

选，其中登封市１５处，巩义市和新密市各４处，

荥阳市３处。

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见图 １。由图 １

可知，在７３处（次）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中，郑州市区

范围有６处入选（中原区２处、惠济区４处），占

总数的 ８．２％；与市区南部相邻的新郑市（３

处）、西南相邻的新密市（９处）、西部相邻的荥

阳市（１１处）共２３处，占总数的３１．５％，６０．３％

的入选者分布在市区以西及西南的上街区（３

处）、巩义市（２１处）和登封市（２０处）。

　　二、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

分析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以

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在其

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包含了已入选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不可移动文

物。因此，第三次文物普查是目前内容最全面

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资料。本研究以其为基础

资料，结合实地调查与相关研究成果，对郑州市

民居建筑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在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郑州市被登录的六类不可移动文物

总计８６５１处［３］，在涉及民居建筑的古建筑、近

表１　郑州地区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情况

位置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河南省文物

保护单位

郑州市文物

保护单位

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

河南省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

中国

传统村落

河南省

传统村落
合计

巩义市 ３ ７ ６ — １ — ４ ２１
登封市 — — １ — ２ ２ １５ ２０
荥阳市 — ３ ３ — １ １ ３ １１
新密市 — — ４ — — １ ４ ９
惠济区 — — ２ １ １ — — ４
新郑市 — — ３ — — — — ３
上街区 — １ １ — １ — — ３
中原区 — — ２ — — — — ２
二七区 — — — — — — — ０
管城区 — — — — — — — ０
金水区 — — — — — — — ０
中牟县 — — — — — — — ０
合计 ３ １１ ２２ １ ６ ４ ２６ ７３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ｃｈ．ｇｏｖ．ｃｎ／ｃｏｌ／ｃ１１６４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河南省文物局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ｗｗ．
ｇｏｖ．ｃｎ／ｗｗｚｙ／ｎｏｄｅ＿２７９７．ｈｔｍ），郑州市文物局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ｊ．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２１．ｊｈｔｍｌ），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ｆｇｗｊ／ｓｚｆｗ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ｂｕｒｄ．ｇｏｖ．ｃｎ／ｘｃｆｇ／ｊｓｂｗｊ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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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

现代重要史迹与代表性建筑三类中，以民居、宅

院、民宅、古宅、旧宅、老宅、住宅、大宅、临街房、

家寝、大院、老屋、庄园、山庄、府、旧居、故居、窑

洞等命名的民居建筑共有３０７１处列入名录。

１．空间分布

在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名录的民居

建筑中，郑州市上街区（９０２处）以占到入选总

数（３０７１处）２９．４％的比例，位居榜首，其后依

次是登封市（５３６处）、新郑市（３７９处）、巩义市

（３４２处）、荥阳市（２３４处）、中牟县（１８７处）、

新密市（１８１处），市区范围的二七区（１１３处）、

管城回族区（９０处）、中原区（８３处）、惠济区

（２３处）、金水区（１处）总计 ３１０处。显而易

见，郑州市区范围内的民居建筑仅占总数的

１０．１％；与市区东部相邻的中牟县、南部相邻的

新郑市、西南相邻的新密市、西部相邻的荥阳市

等共９８１处，占总数的３１．９％；半数以上的民

居建筑分布在郑州市区以西及西南与市区不相

邻且相对偏远的上街区、巩义市与登封市，与入

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的分布情况相似。

２．时间分布与建筑风格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绝大多数的民

居建筑是在民国（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占比５５％）与

清代（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占比４３％）建造的。中国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西方建筑引入中国，近代建筑开始产生，截

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这期间中国的建筑处于

承上启下、中西交汇融合时期。民居建筑中官

僚、豪绅等在宅邸建造中采用中西合璧的建筑

风格、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河南省入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大庄园中的刘镇华庄

园、张祜庄园是这一时期民居建筑的代表。刘

镇华庄园多处房屋采用了西方建筑风格；张祜

庄园则以本地传统建筑风格为主，个别院落因

引入外来设计师的设计而融入了我国南方建筑

风格和西方建筑元素［４］，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

征；康百万庄园则采用了纯粹的河南传统建筑

风格。

３．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

按照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方式，郑州地区

的民居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１）结构严谨的合院与楼院

合院民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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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互分离的

抬梁式构架房屋组成的院落（见图２），常见的

有两座建筑围合的二合院、三座建筑围合的三

合院，以及由临街房（倒座）、左右厢房、正房构

成一个围合单元的四合院。也可在此基础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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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向后延伸，在正房的后面增加左右厢房、

正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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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进）或多

重院落。院落外围墙壁高大，不开窗户，具有很

强的私密性和防御性。比如，入选中国传统村

落的登封市大金店老街，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

的登封市垌头村、朝阳沟村、刘村等村落中遗存

的合院民居等，都是按照中国北方传统合院的

空间序列布局的。而入选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荥阳市油坊村秦氏旧宅、巩义市刘家大

院，以及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新密市吕楼村民

居等，则是将位于院落中心位置的正房建为两

层甚至三到四层的多层楼式单体，以一栋正房

或正房间加两侧厢房三栋单体楼围合成楼院

（见图３）。楼院通常位于宅院的最后一进院，

与前院的客厅形成前厅后楼院的合院布局。这

种设计不仅增加了可使用空间，更加突出了私

图２　合院民居

图３　楼院民居

密性和防御性。

（２）窑洞

郑州市座落在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相接的

地带，市区西部形成一道十分明显的分界线，郑

州市西部各地直至西部郊区在嵩山的北侧，北

临黄河，南北宽度约五十公里左右，是原生堆积

的黄土原，其间围绕河流有众多冲沟，其中分布

的窑洞形式包括被学术界称为靠山（靠崖式）

窑、天井窑（下沉式）、明箍窑（砌筑式）三种类

型。靠山窑是依天然地形适当修整后横向挖

窑，并在窑前留有建房的位置，最终建房构成窑

房结合的封闭院落（见图 ４）。巩义、荥阳、上

街、新密是郑州窑洞民居的主要分布区，以靠山

窑为主。天井窑是在没有可直接利用的山崖

时，先向下挖一个方地坑，四周形成直壁，然后

再依据需要开凿出的可供居住生活用的窑洞

（见图５）。郑州地区的下沉式窑洞主要分布在

巩义市西南部，入选第二批河南省传统村落的

西村镇东村的下沉式窑洞是目前少有的仍有少

数村民居住的村落。明箍窑是在平地上直接用

砖石土坯等发券砌筑而成的，是在地势平缓、黄

土堆积层浅薄或岩石外漏等不具备开挖窑洞的

图４　靠山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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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常见的窑洞形式（见图６）。登封嵩山南坡

及其群峰之中，大部地区岩石突露，仅在南部颍

河谷地和嵩山东坡存在薄层黄土堆积，整个登

封黄土窑洞分布数量不多。在无黄土堆积层的

地区，如登封南部的柏石崖村，则是利用石料等

依山或临山造窑，也有窑前建房或围墙形成院

落的。

（３）窑房结合的民居

按照中国传统合院的空间序列布局，以靠

图５　天井窑

图６　明箍窑

山开挖的靠山窑或在平地上砌筑的明箍窑洞作

为上房，结合抬梁式构架厢房与倒座，由此形成

窑房结合院落（见图７）。根据经济条件与使用

需求，也可建起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的多进院

落，如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康百万庄

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等就是中原地区保存

比较完整、建筑质量较好、防御功能较完善的典

型代表。

随着黄土高原的消失，京广铁路以东窑洞

民居几乎不存在了。方顶村、东村、柏石崖村等

的靠山窑、天井窑院、窑院结合民居，虽没有康

百万庄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等官僚、豪绅

宅邸设计精巧，造型华丽，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

民居建筑，体现着农耕文化的传统与生活方式，

反映出劳动人民依势而建的质朴智慧。

　　三、郑州地区民居建筑遗产特征

１．时代、空间结构特征

郑州拥有３６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在经历了

金元时期的战乱之后，人烟稀少，土地荒废，农

业衰退。明朝时期推行移民制度，山西等地的

迁民先后到河南落户，与前代相比，战争破坏大

为减少，社会较为稳定，人口增长很快。清和民

国时期，村落、民居建筑也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

期。现存的传统民居建筑大多是这两个时期的

遗存。１８４０年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图７　窑房结合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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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少部分民居建筑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

多数延续了当地传统建筑样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因战火匪患，民居建筑除满足基本生

活需要外，出于居住方面的安全，建立坚固的防

御系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成为必然。因此，

以聚族而居为基础的合院、庄园堡寨都体现出

封闭、自保的特征。除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三大庄园外，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方顶

村依山势砌筑寨墙，寨内靠山开窑、平地建房、

寨外耕作，形成一个战时可守、平时可耕作的生

产生活防御一体化的村落形态。同样入选第五

批河南省文保单位，位于巩义市新中镇灵官殿

村的泰茂庄园是清咸丰初年张氏家族依山而建

的，共有六层，房屋、窑洞相结合，空间错落有致

紧凑和谐，形成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建筑群。

２．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郑州座落在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相接的地

方，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差

异明显，山地、丘陵、平原各种地貌均有分布。

郑州市西部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２／３，山崖沟

壑纵横，是中国窑洞民居分布的东南边缘地带，

无疑也是下沉式窑洞、窑洞与合院结合的民居

地带。郑州市东部平原面积占郑州市总面积的

１／３，在这一地区窑洞民居几乎不存在。除此之

外，由于历史上天灾水患、战火匪祸带来的影

响，郑州东部平原地区遗留下来的民居建筑遗

产较少且分散。近年来，随着经济、人口、交通

的高速发展，郑州地区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

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加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取得的辉煌成绩有目

共睹。然而，目前郑州市区内能完整反映传统

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区已几乎不复存在，除商城

遗址和少量文物尚存，传统民居遗存已是凤毛

麟角。

现存分布在郑州市区以外的民居建筑遗产

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方面

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等

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南平原过渡地区农耕文

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稀少且不可再生的历史见

证和进一步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比如，方顶

村出于防范选择山峦沟壑砌筑寨墙聚族而居，

保留了较完整的村落系统，体现了居民生产、生

活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窑洞民

居分布的最东南边缘地带窑洞与合院结合民居

中较完整的遗存；而入选第五批河南省文物保

护单位的巩义市芝田镇官庄村刘家大院（也称

“王家大院”），最初是王姓家族由山西迁至巩

义后，在“又没有做高官，又没有做生意，做庄

稼勤俭出产积攒建造”的四个联排大院与一座

高楼，是一个具有防御功能的民居建筑群；登封

市大金店老街是在郑州地区遗留的传统村落中

仅有的传统商业街区，依自然山水地势布局而

建，至今仍保留着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农耕文

化，以古寨墙为界，寨外耕作，在寨墙范围内保

留着较完整的传统商、住街区，其中有一些仍保

留着“商、住、坊”一体化的格局，较好地遗存了

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以其宏观的形象反映出

与其他村落的差异。

　　四、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

保护、开发和利用

　　随着河南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郑

州市已涌现出一批入选各级保护单位、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以及在第三次文物普查

中被公布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然而，实质

性的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则只能算刚刚起步，

保护开发模式仍处在探索之中，如被列入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巩义三大庄园已开发成旅游

景区，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氏旧宅、董

天知故居与一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获得了政府

的出资修缮，入选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的方顶

村、入选河南传统村落的吕楼村、海上桥村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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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社会资本推进相关项目开发。但是，已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并列入２０１６年中央财政

支持范围（河南省共３４个）的郑州市登封市大

金店镇大金店老街、徐庄镇柏石崖村等传统民

居现仍为普通居民使用着，未见保护到位。

目前，遗留下来的传统民居除存在农村普

遍出现的空心化、居民老龄化等复杂的外部问

题外，还存在老朽化、居住环境与现代生活不相

适应等居住生活方面的内部问题。对于居民而

言，生活环境是第一位的，保护文化遗产是第二

位的。在原有的家族制度、家庭结构、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瓦解后，居民为提高生活质量、改

善生活环境，对传统民居实施了翻建、增建、扩

建等改造，致使老建筑遭到破坏、损坏，传统民

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状并不乐观。

以往被忽视、未受广泛关注的普通老百姓

的民居建筑，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彰显

着鲜明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等交融形成的地

域特征。传统民居的变化发展难免影响到传统

文化、地域特色的延续与发展方向。因此，应充

分认识到：传统民居是构成郑州地域特色文化

景观的重要物质要素，是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

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尽可能多地保护传

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

态传承，应成为乡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方

向。应认识到尊重本地区既有的文化价值、传

统特色的必要性，传承好包括优秀的传统价值

观、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在内的传统文化，保护

好河南省农耕文化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应注

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

然性，在保护居民利益，寻求实现乡土建筑与地

域环境和谐相处、地域文化传续的前提下，合理

控制发展、适度开发，使其注入新的活力。

为加强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

开发利用，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转变认识，让

社会各层面真正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

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是有重要保护价值的

文化遗产；二是深化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展深层

次、多维度的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文

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明

确各自的特色与保护利用的核心，探索各自独

特的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发展问题；

三是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方式，针对

城镇环境与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新需求，制

定适宜的保护策略，科学改善生活环境，解决传

统居住空间与新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四

是在保护实践中应遵循客观规律，充分挖掘民

居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优势，准确定位，科学控

制，适度发展，使传统民居焕发新的活力，有甄

别地吸收、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民居保护的成

功经验，同时吸取教训，切勿重蹈覆辙；五是应

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协调各

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监管工作，探

索多方力量参与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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