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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关键词：陕西 回族 建筑 回族是我国的一个“大分散

，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因此各地的回族在经济、文化、宗

教、习俗等方面表现出一种大同小异的状况。其中的“小异

”，便反映出各地回族的一种“地方民族”特色，表现在建

筑上也是这样。回族建筑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作为回族宗教

和文化中心的清真寺建筑上，民用建筑特点很少。本文将对

陕西回族建筑的发展概况及其特征作以粗浅探讨和介绍。 一

、回族建筑的发展沿革 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是一

个形成较晚而形成过程特殊的少数民族。它是唐宋以来经由

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波斯和阿拉伯等各族穆斯林

和元代时由中亚地区大批东迁的穆斯林在中国发展而形成的

、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同其他民族交融、特别是在早

期与当地的汉族通婚后，就汇人了不少汉族血缘成份。这说

明，第一，它是由多种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第二，由于他

们是穆斯林，汇人的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成员也必须信教，

所以回族的主要文化便是伊斯兰文化；第三，由于分散居住

在汉族地区，因而受汉族语言、文化和习俗等影响便深。经

过历史的演变，回族先民的原有文化便逐渐消失或淡化。而

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便形成了回族的新的民族文化

，包括它的建筑文化。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礼拜活动的场所

，作为礼拜的大殿、沐浴室和召唤穆斯林前来礼拜的班克楼

便是清真寺的主要建筑。清真寺建筑还包括回族进行宗教教



育和重大的宗教活动的讲经堂、师生宿舍和大厅。因为进行

礼拜活动时必须面向麦加，所以大殿都是座西向东，而其他

的建筑便分布在大殿前的两侧或者周围。这就是回族清真寺

建筑群体布局的基本格局。 在全世界，由于各地文化、地域

以及建筑风格的差异形成了清真寺建筑的千姿百态，它们反

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地方色彩。就我国的清真寺建筑来说

，其发展便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大约从盛唐到元

代，清真寺建筑大多用砖石砌筑，其平面布局、外观造型和

细部处理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模式；从明初至鸦片战争

以前，清真寺建筑便又趋向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形态，即转向

木结构的殿堂寺字型制，在大殿建筑中大量采用后窑殿并以

无梁殿为其特点，唤礼塔亦趋于楼阁化或者消失，其他如色

彩、雕饰、建筑小品等也都表现出浓重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特

色。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建筑技术的传人，一些新建的清真

寺为钢混结构，并出现了混合功能的楼层式型制。 在民用建

筑方面，宋元时期南方的回族先民巨富很多，他们的豪华住

宅和所创办的学校、医院也与早期的清真寺一样，大多是阿

拉伯式或者中阿合壁的。到了明清以后，由于汉文化的巨大

影响，回族的民用建筑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现在还保

存了不少这样的回族旧宅此外，回族还实行公墓制，墓地的

木、石碑坊和陵墓建筑也颇有特点。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的

坟墓，常常用灰砖箍筑，成长方形，由底部逐渐向上收拢，

并且使正面类似碑形状。较为重视陵墓修建的是苏非派先贤

的“拱北”，有的是从古代北亚穹隆发展而形成的半园形墓

顶，有的则建成为中国传统式的建筑群。至于当代的一些回

族建筑，则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民族特色已不太明显。 二、



陕西的清真寺建筑 根据史料和碑文记载，陕西在元代就已经

有清真寺了，但比较简陋。明初虽然敕建了西安的化党巷清

真寺，但也不是现在的规模和布局。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

到了清代中叶，仅仅在关中就有大小清真寺800多座。至于它

们的构建形式，从西安、汉中、洋县、安康、镇安等地现存

的一些清真寺来看，其型制已与中国传统建筑相仿而汉化了

。 从平面布局上看，这些清真寺都是由许多四合院组成，多

为串连式，也有因地制宜的中心式。前者的大殿都建筑在最

后一层庭院中，大殿前和中轴线两侧是讲经堂、沐浴室和阿

匐的宿舍等。一般不再有唤礼塔，而是由院中的楼阁作为其

象征或演变为藏经楼。这些清真寺的大门位置接街道走向来

决定，有的在正中，有的是侧门，有的反而在大殿的后侧由

通道通到前院。中心式的布局则是在较大的院内修建大殿，

其他建筑分别建在大院的周围，因而建筑布局和大门的开口

便各式各样。 清真寺的大殿是全寺的中心建筑，按照寺院的

规模有三、五、七、九间不同的开间，且明柱较少。较大的

大殿一般由两座殿堂建成“勾连搭”，最后部分缩小为单间

（后窑殿）。在窑殿的西墙正中开有教长领拜的窑龛，俗称

“窑窝”陕西境内中等规模清真寺大殿的前殿大多是梁枋外

露，后窑殿则镶有天花板，较大规模的清真寺由于建筑档次

较高，大殿上全是天花并有藻井，所有的大殿都铺有木地板

，供礼拜时跪拜之用。陕西不同于西北一些清真寺大殿的是

殿前极少卷棚，殿顶一般是歇山顶，平脊上不加装饰或采用

琉璃筒瓦。由于大殿的进深较长，一般便利用前殿的全开间

满装格子门和窑殿两边的全部连窗采光。就现在典型实例来

看，西安市最早的两座清真寺便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大



学习巷清真寺基本上是四合院型式。其三开间的正中大门是

过庭正开，前面是牌楼形的栅门，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寺宇大

门型式。为了进门后不直接露出大殿，所以紧接大门的门庭

便有一座藏经楼，两边开月洞门。大院中的两庭、碑亭、建

有石坊的月台以及大殿，组合得十分和谐，清幽中见其庄严

。而化觉巷的大寺则是由系列院落组成的文庙式。该寺敕建

于明初，在一条长约245米的东西轴线上布置了五进院落。第

一进南北开门，东墙为照壁，院内原仅有高大的木牌坊一座

，现建有南北接待厅。经由“五间楼”的二门进人第二进，

布置有石牌坊和碑亭，经敕修殿（早期的礼拜殿）两旁的垂

花门。便进人第三进生活院落。正中是唤礼塔的象征省心楼

，两边是讲经堂、客厅、浴室和宿舍。砖雕联三门将三、四

进隔开，第四进便是全守的主院落，两旁是宗教活动的大厅

，院中是木结构牌楼型“凤凰亭”、碑亭、海棠鱼池，经由

围绕凤凰亭的石雕栏杆直通月台。月台由五座石门的石栏围

绕，台下两旁是砖雕照壁。宽大的月台上便是巍峨的七开间

大殿，体现了穆斯林尚“十”的宗教习俗。通过大殿台基下

两侧的月洞门，便是大殿后的小院，院内堆小丘，现建有望

月亭。这座清真寺总体布局合理协调，建筑类型丰富，建筑

装饰精湛，一庭院处理得体，它是我国回族清真寺中较为宏

伟精致的一座。 近代以来，在陕西出现了一些新的清真寺。

其中除了仿古的木结构以外，都是新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如镇安县城清真寺。它们保留了四合院的基本布局，但在大

殿或附属建筑的屋顶上大都装饰有绿色的葱头顶，有的也不

再建后窑殿和壁龛。这些新寺院体现了中阿合壁的特点。 总

之，从古到今，清真寺在其建筑功能上都充分注到静思默祷



的安静肃穆的气氛。因为静溢的气氛能使礼拜的穆斯林身心

宁静，摆脱城市的喧扰，在这里找到外部世界中无法找到的

本应属于他们的尊严和社会平等。 三、清真寺的建筑装饰 清

真寺的建筑装饰在内容、布置和色彩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伊斯

兰教与阿拉伯的特点，而在用材的技法上融汇了以汉族为主

的中国建筑传统。集二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于一体。 首先，在

清真寺内严禁使用动物形象，同时又要表现出宗教的庄严与

壮丽的气氛。较高档次清真寺内部的雕刻和绘画，以花卉、

叶藤或卷云等烘托出一段经文，或者以阿拉伯几何图案以及

中国传统的牡丹、松竹、果品、荷花出水、怪石秀峋、文房

四宝等作为画面，来妆点各处的墙壁、门窗等。对于大殿内

的天花、藻井以及窑殿的壁龛两旁，尤其注重彩绘装饰。如

化党巷清真寺大殿内的600多幅明制天花，便是以方框彩画裹

着团花衬托出中间园形的阿文。在壁龛两旁的整个墙壁上，

也用木板镶以瑰丽茁壮的花叶形成伊斯兰教风格的“满花”

，并衬托出库法体的经文，在其上往往运用门罩、垂柱等装

饰构件，使窑殿的正面表现得更加壮丽和凝重，成为陕西清

真寺建筑装饰中的精品。 其次，是装饰的色彩。伊斯兰教在

色彩上是尚白和尚绿的。为了庄重，一些较小清真寺的柱枋

门窗或大殿中的天花板便保持着木料原色而不加彩饰，对往

枋尤其不用红色。即使使用油漆，也大多用淡棕色。枋问更

少花花绿绿的“庙”气、一些清真寺的大殿、“照壁和亭阁

的屋瓦采用天蓝琉璃，而不用过于鲜亮的绿色以便与立面装

修上的兰色和淡棕底色相呼应，从而形成全寺的一种淡雅清

幽的色彩格调。 再次，是装饰的布局。在一些较大的清真寺

内，为了不使全寺过于庙堂化，在建筑装饰中比较注重小品



建筑的点缀，如碑亭、鱼池、假山、楼阁、石栏等。尤其是

各种木石牌坊，虽然显得繁复，但却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以显示尊贵。由于清真寺大多由许多四合院组成，因此便

设置了不同山门、垂花门、过厅门、联墙门和月洞门等加以

分隔和联系，使寺院显得曲折深远又丰富宏伟，各处的山墙

、门梢（或门框）也以不同的花卉为内容对缝砖雕，组成各

种画面，构图多变，刀法凌厉，花枝饱满，栩栩如生。有些

活动大厅的格扇在节日是可以卸掉敞开的。这些格扇和大殿

的门窗下部，大多是以花卉、果品、文房四宝为画面的精致

木雕，玲挑剔透，形象生动。所有的砖雕和木雕虽然全是中

国的传统风格，但与清真寺内的宗教、民族特征却结合得十

分和谐。陕西清真寺内的门窗极少见到阿拉伯式的尖拱顶和

几何棂窗形式。由于清代统治者的民族宗教压迫等原因；在

个别清真寺的殿脊、甬道、碑座等部位，也装饰有龙、龟、

兽等形象，从而留下了一些回族伊斯兰教建筑发展史中的不

幸的痕迹。 四、民用建筑的概貌 陕西回族的住宅建筑同当地

的汉族差别不大，但在某些细节上还是有着一些回族的特点

。 第一，建筑文化的差别。陕西汉族在选择庄址时，一般都

有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的习惯，而对“丁”字路口南向的

住宅认为不吉利，于是便正对巷口立一块小石条，刻上“泰

山石敢当”，或者在屋顶上竖起一面镜子，写着“吉星高照

”。以阻挡由南而来的“凶神”。由于伊斯兰教不信鬼神，

在回族的建筑文化中对这些迷信一概抛弃。另外，在木构架

“上梁”的时候，汉族的习惯都要放鞭炮，杀一只公鸡祭神

，同时给大梁上披上红布，贴上“上梁大吉”的。红纸，回

族虽然对如此，跟又吸收汉族的部分风俗，用红纸写上一段



古兰经文贴在大梁上。像这些习惯，便都反映出在建筑文化

上两种不同信仰的差别及融汇。 第二，住宅平面空间布局的

共同性。陕西较大住宅的平面布局，大多是大门以后有两厢

、过庭、两厦、后厅或后楼以及后院等。由于受建筑面积的

限制，大门几乎都开在中轴线的左侧，这样便可省去在正中

开门时需要建造隔挡外界视线的照壁。这种布局即使没有照

壁，也可以避免外界从正中大门直接望到过庭以至后院。另

外一些宅院却是在大门前构筑一道木板屏风门。至于大门另

一侧的街房，有的向外作为铺面房，或者向内作为客厅。由

于大院都是几进院落，于是便修建起二门和三门，讲究的家

庭还装饰有砖雕门楼。对于较小的四合院布局，除了两边的

单坡房以外，院子的正面往往建成为三间一明两暗的正屋，

明间便称“敞房”。这种四合院大都是城市小户人家和农村

房舍。至于农村中住窑洞的家庭，以正面的窑洞为主，有的

在两旁还有厢房，羊圈和厕所便分别设在厢房的背后。在结

构方面，除了一般的木结构以外，陕西一些地方还有在干打

垒的墙上架起木梁的。总之，陕西回族的这些住宅建筑，基

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住宅布局和结构。 第三，居室功能和布

置上的民族性。由于回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在一些较

大的宅院或主人信仰虔诚的家庭，往往另外辟出一室作为自

己诵经、礼拜的净室，室内的布置也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

。同时，伊斯兰教对沐浴冲洗也有着一定的要求，不分大小

宅院，在每间卧室的门后都砌起一块可盛水和排水的浅小砖

池，上面挂着吊桶，随时供卧室的主人冲洗。对于较小的宅

院，其所以必须辟出“敞房”，则是在婚丧大事中为证婚、

纪念先人时念经以及丧事中停放亡人等提供场所。此外，陕



西回民过去还有睡炕的习惯，妇女们缝制衣服、绣花、做鞋

等也都坐在炕上进行。因此大炕便砌在临窗一侧。后院中也

有同厨房等生活用房连在一起，辟有堆放柴草和马、羊粪的

“柴粪房”。如果有养牛羊和骡马的家庭，牲圈也安置在后

院的一角。这类房舍的使用功能和空间布置又反映出陕西回

族建筑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民族生活习俗。 回族是一个既能

保持民族优良传统而又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因此它的

建筑也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演化。由于民族意识和信仰的凝聚

，清真寺集中地显示出回族建筑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历史性

，陕西的回族建筑和它的使用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着它

的地方色彩。而随着时代的推进及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

的发展、陕西的回族建筑又呈现出多样化的新趋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