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牌坊从形式上分，只有两类——

一类叫“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

另一类“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

峰是明楼的正背。如果分得再详细

些，可以每座牌楼的间楼和楼数多少

为依据。无论柱出头或不出头，均有

“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

等形式。顶上的楼数，则有一楼、三

楼、五楼、七楼、九楼等形式。

而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四

类：一是功德牌坊，为某人记功记德。

如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四世宫保”牌

坊，是明朝万历皇帝为四世宫保当时

新城人兵部尚书王象乾所建。二是贞

洁道德牌坊，多表彰节妇烈女，在安徽

歙县有许多这类牌坊。云南楚雄黑井

镇有一座节孝总坊，是清朝末年由慈

禧太后下令建造的，表彰本地的节烈

妇女。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多为

家族牌坊，为光宗耀祖之用。四类为

标志坊，多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作为

空间段落的分隔之用。

而无论是怎样的划分，我们都无

法精确地将徽州地区的牌坊一一分

门别类。如家喻户晓的棠樾牌坊群，

由“义”字坊为中心，按“忠、孝、节、

义”的顺序，由中心向两边半弧形排

列，鲍灿孝子坊、慈孝里坊、鲍文龄妻

汪氏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渊吴

氏节孝坊、鲍逄昌孝子坊、鲍象贤尚

书坊，这七座牌坊在向我们诉说着封

建社会的忠、孝、节、义四大伦理道

德。而同样位于歙县的许国石坊是

这里牌坊最高级，也是全国

唯一的“八角牌坊”，也就是

等级最高的一座古代的牌

坊，又名“大学士牌坊”，俗

称“八脚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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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牌坊，一段传奇，历经千年任雨打风吹去，或穿越历史光阴傲然挺立任后人揣度前尘往事，或身断

数节随尘埃一起沉入浩瀚苍茫的历史渐渐远去，或被后人重新修葺再现先辈的功绩品行。

世情冷暖，历史功过，是是非非。

我们无意评判，怀着敬畏的心情，这一次我们踏上了前往徽州的路途。西递、棠樾、唐模……在这里，徽

州古建“三绝”之一的古牌坊，一次次带我们领略了那穿越千载岁月的沧桑与荣光。 陈明 朱玉婷/文

汽车一路往南，呈现在我们眼前

是一片一片典型的青砖黛瓦马头墙的

徽派建筑。这就是徽州，一个古往今

来从来不缺乏文化底蕴的地方。而在

一片片徽派建筑中，一座座高大而威

严的牌坊随处可见。

转念间，便是一段历史沧桑。

可能是在某条路边，可能是在某

个学校门口，也可能是在某个商业中

心……这样的牌坊随处可见，在徽州

遇见历史，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在皖南徽州地区，牌坊是与民居、

祠堂并列的闻名遐迩的建筑，被誉为

古建“三绝”，这是徽州文明的传承与

记载，折射了古老徽州曾经的荣光。

古老的徽州大地上建起牌坊数

以千计，历经沧桑巨变，如今我们很

难统计处在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到

底建造过多少牌坊。但据相关史料

记载，至今仍有百余座牌坊伫立在这

片土地上，默默讲述着这里的古老传

说。

除了在皖南徽州地区有大量历史

遗存下来的牌坊，在我国的其他城市也

留下了许多牌坊。

老北京的牌楼比别的城市多。数

百年国都，使北京牌楼也就多起来。元

大都时，全城分为五十坊，明代分为四

城三十六坊，清代分五城，但坊没变，这

也是北京牌楼多的一个原因。北京有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几处热闹的商业

区，都因有过一座或四座牌楼而得名。

后来人们慢慢地把牌楼二字省略，上世

纪 50 年代初这些牌楼又被认为有碍交

通而被拆。但是“老北京”仍很难把它

们从记忆中抹去，因为这些牌楼与附近

街道建筑群构成的场所，不仅仅是交易

之处，而且是露天客厅，富有人情味。

澳门“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象征，也是

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历史上苏州

街巷中也多立牌坊，可惜解放后大量拆

除移建。昆明金碧路上的金马坊与碧

鸡坊，据说设计神秘，金马坊六十年出

现一次双影交错的现象，几乎成了老昆

明的象征和镇城之宝，视为昆明的“凯

旋门”，可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被毁。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建有中国的

牌坊，牌坊已经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使

者。

1988年在加拿大唐人街建有“中华

门”牌楼；伦敦的爵禄街头街尾及麦高

田街，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建立起3

个牌楼；英国曼彻斯特“唐人街”中心竖

立着一座“曼彻斯特中国城”中英文字

样的牌楼；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埠商业

区矗立着一座目前美国最大的中国式

牌楼；日本横滨市的中华街有七款颜色

不同的中国牌楼；英国利物浦于2000年

1月31日建成利物浦乐华坊；毛里求斯

路易港市中心皇家大道上，1997 年“香

港回归”前建立了一座高大的中国牌

楼；澳大利亚卡勃拉玛打市的中式牌

楼，耗资35万澳元所建，筹建时间达四

年，有人甚至认为是全澳

最美观的一座中式牌楼。

张亚琴 整理

文明的传承交流使者

历史 猝不及防的遇见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

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

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

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又

名牌楼，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宣扬

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牌坊也是祠堂

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

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开

始用于祭天、祀孔。棂星原作灵星，灵

星即天田星，为祈求丰年，汉高祖规定

祭天先祭灵星。宋代则用祭天的礼仪

来尊重孔子，后来又改灵星为棂星。

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

清登峰造极，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

念碑式的建筑，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

功德标榜荣耀。

从《歙县志》、《徽州古牌坊》等资

料来看，古徽州最早竖立牌坊是在元

朝，即位于现歙县郑村街道北侧一个

巷口的“贞百里坊”。但也有专家学者

认为，槐塘村的“丞相状元坊”可能是

宋代所建，才是古徽州大地上最早的

牌坊。

无论如何，明清是徽州文化的鼎

盛阶段，同时也是徽商最为辉煌的时

期。徽州的牌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

兴建得最多，也最为豪华。

明清 徽文化鼎盛时期

牌坊 忠孝节义的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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