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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属于更新世早期的古

人类化石。这一发现证明，200多万年以前，就有古人类在三峡地区繁衍

生存。由于年代久远，祖先们的居住场所没能留下任何建筑遗存，我们现

在实地能见到的大多数是明末清初至更晚时期的建筑。

三峡地区多山，峡谷深切，在这里建房只有依坡就坎，就地采取石材

筑台为基，规模大的还分级垒成平基后再一层层建房，远远望去气势磅

礴、蔚为壮观。山崖特陡又临江的地方，就用砖石砌成柱，达到一定高度

后就坡用石条、木梁、木板连结成吊脚楼，形成风格各异的山村建筑，充

分利用了自然环境和长江水运之便。沿江庙宇在利用有限的地面时显得更

加高明。

现存的明、清古建中，侧面开窗的不多，有窗的也较小，窗框及护网

都是砖石结构，窗的位置高不可攀，防盗、防野兽侵扰效果很好。宽谷地

区的民居木料用得多，门、窗也开得大气讲究。有的地方建有过街楼，

门、窗、楼、路建得既有居住之功又有经商之利，不失为三峡古建中的得

意之作。充分利用自然的有利因素，克服地理结构上的不利成分，千百年

来三峡百姓用自己的实践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营造道路。

清代，四川所辖的三峡地区经历过史称“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长期

移民运动。大量外省人的涌入，极大地促进了包括三峡区域在内的四川的

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为三峡古建迅速融入中国南北建筑的大体系中

提供了机遇。各地不同风格和理念的建筑形式和艺术，开始装点三峡两岸

的山水。



三峡古建中，中国各地流行的四合院式、井干式、干阑式、碉房式等

不同样式的建筑都占有一席之地。经过消化吸收，三峡古建在封火墙的结

构上比江南的同类建筑更高一些，外形上方、圆兼有，遇火情更利于抵挡

山野来风。顶端呈圆形的封火墙与自然环境中山的弧线更接近，视觉效果

更协调。三峡古建中的大屋檐，除了可有效地保护墙体，也方便了生活，

方便了风雨中来往的行人。

三峡古建中的戏台雀替和栏杆上都精心雕有民间传统故事人物群像。

戏台为两层，正面对着两侧厢房前的平地，方便看戏人的出入。大户人家

为了居家安全，有的在房屋外围修建全石材料结构碉楼，高三至四层，每

层设有 望孔和枪孔，碉楼的木质大门足有8厘米厚。这些古建建在接近山

顶的地方，自成山野之中的小庄园。

三峡古建依山就势，在侧门外山沟上架一座小风雨桥与外界连通。站

在风雨桥上闲时可看风景，遇有紧急情况又是安全通道。以人为本的结构

体现在诸多营造之中。

长江三峡的雄奇、壮美、灵秀自古以来吸引了数不清的文人墨客，他

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诗篇、绘画和其他文艺作品。而展现于三峡大地的古

建，在风风雨雨中以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卷，给过往三峡的芸芸众生美

的享受。

三峡古建的外墙装饰注重造型的优美与实用相结合。如在屋檐集中的

出水口塑一条彩色的鱼头，雨时鱼头喷水栩栩如生，晴时鱼头在由蓝色磁

片组成的浪花图案贴饰中活灵活现。雀替雕成鱼尾状，美观实用又暗寓

“年年有余”、“防火”之意。在窗饰上则以动物、飞禽、花鸟的变形设

计，用浮雕手法做成中国传统的“福禄寿喜”、“吉祥如意”图案。用抽

象的几何图形做窗饰的也有。窗饰用料以杉木、黄杨木为主，涂以桐油，

保持了原木的纹理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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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口——民间老人们笃信它能吞山吞水、吞妖吞怪保平安。把它挂在

门楣上，主人心里舒坦。据所见实物的房屋主人说，是“湖广填四川”时

祖先传下来的，算一算已有500多年历史。这吞口造型圆润、漆色牢固且

用民间建筑饰物中忌用的金色，可见工匠思维的独到。

汉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建筑物。丁房阙是

我国已发现最高的双檐汉阙，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人民路，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双阙相距2.5米，右阙高5.6米，左阙高6.3米。建国初

期，忠县人民委员会特建房廊以保护。三峡区域江河纵横，俗话说，“隔

山容易隔水难”，三峡百姓在建造自己的居所时，对周边的道路、桥梁、

水井也作了周密的规划和精心的施工。

秭归县的惠济桥、鸳鸯桥，巴东县的鲁班桥，巫山县的无暴桥、无伐

桥、无夺桥，涪陵区的龙门桥、安澜桥、凤阳桥、龙济桥、善心桥，石柱

县西沱镇的南、北龙眼桥等都是清代中后期的建筑，全为石拱桥。最小

的惠济桥宽不足2米，长约5米，是秭归县原上孝村数百户居民外出必经之

地。

其中以涪陵区蔺市镇的龙门桥最大，长174米，宽8.7米，高25米，为

纵联式三孔实肩平面石拱桥。桥头饰以石质坐式狮，大小为90厘米×40厘

米×70厘米。石狮口含绶带，脚踩绣球，造型圆厚敦实，可以看出宋代狮

雕的风格。桥两侧的雕龙十分精彩，龙头昂首向梨香溪上游，龙尾似从长

江方向摇摆过来，龙眼、嘴、须的造型设计大气厚重，镂空的圆雕手法使

整个龙头充满了生机活力。在高处看此桥如两条巨龙托着桥身从长江上飞

来，如练的长江从桥侧静静流过。二龙之间的绣球上祥云飘飞，浪花漫

卷。朝向东方一侧刻有阴文“日”字，朝向西方一侧是阴文“月”字。当

地老乡夸口说，中国就只两座古桥，一座赵州桥，一座蔺市桥，可见此桥

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三峡最有特点的古建是栈道，最让人动容的是纤夫石：栈道是人工在

绝壁上凿出的路，纤夫石上的条条纤痕是纤夫们血泪写就的三峡航运史。

180万平方公里的长江流域，像一条玉带挂在祖国母亲的胸前。三峡

地区就像玉带上的一颗明珠，古往今来备受人们的关注。

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长江沿线从上海至重庆的主要城市

先后开埠，西方的宗教、教育、艺术也溯江而上，影响到长江上游（长江

源头至湖北宜昌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在

三峡地区明显的标志是出现了一批西式风格的古建，重庆、宜昌、新滩、

巫溪、涪陵、忠县等地在传统的中国建筑中出现的洋房子格外引人注目。

它们的主人一般都是大盐商或长江船舶上的领江，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

广又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大青石的门框上刻有传统的民间花卉图案，房

屋的正立面上凸出的线性造型多了些变化，窗的外部造型也是仿西式的，

有的正立面上建有悬空的吊脚楼式的木质走廊。土洋结合的初级阶段留下

的这批民居，现在让人看了仍叹为观止。

中西合璧的三峡古建，受地域文化的限制，缺乏专家的正确引导，缺

乏对西方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深入研究，只是把传统的技艺和材料与西

方当时的建筑形式生硬地捏合在一起。这两者的结合，没有产生新的个性

鲜明的建筑样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种在三峡地区建筑学上最早

的中西合璧的尝试，让身在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中的老百姓，呼吸到了多

种建筑的新鲜空气，开阔了视野。

宋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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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峡古建中的民居、祠堂、庙宇、道路、桥梁等惠及百姓，百姓对其心存感

激，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是我在采访拍摄时耳闻目睹的。三峡

古建是多种建筑风格样式融汇变化的硕果。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古典传统建筑一样，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的破

坏，这些建筑屡建屡毁，一代又一代善良的百姓、工匠将它们传承保护至今确属不

易。这些建筑多位于高山深谷，人迹罕至，当初建造时的艰辛是现代人难以想象

的。在三峡地区人们从最初的穴居逐步过渡到建筑房屋居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我

在瞿塘峡七道门栈道的崖壁上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仍有人居住的岩洞，烟熏火燎的

痕迹历历在目；而离此不远的白帝城在明清时期复建后就变得富丽堂皇、十分壮

观。人类在进步，每个时代的人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和材料，尊重事实地修复建造遭

到破坏的古建筑，在整旧的同时创新，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现今能看到的三

峡古建与它最初的模样和结构会有一些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通过《古建三峡》让更多的人认识三峡古建、了解三峡。有机会能到这些

古建所在地去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

我的家人多年来在我的摄影工作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支持，这也是我能完成此

书的动力。冯志杰、郑斌、王弘、祝为平、郑杰、姚一龙、熊伟等众多朋友和责任

编辑彭新岸在本书编辑、制作中给予的无私支持与帮助，我铭记在心，并永远感激 

他们。

宋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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