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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鸡公山建筑群的建筑文化和艺术价值

甘　 露

（信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位于河南省信阳市郊的鸡公山上目前遗存百余处风格各异的西洋式建筑及中西混合

式建筑物。 中西方建筑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 、渗透，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文章从鸡

公山建筑群的风格、布局、造型、人文历史和园林设计等方面，来分析鸡公山建筑群特有的文化特

征，阐述其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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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公山是大别山的支脉，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南 ３８ 公里

处，是一处集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山岳型风景

区。 同时，鸡公山各个山头和山腰遗存着大量的中西式建

筑，既有异域风情的教堂和阁楼，又有中式庭院和中西混合

式别墅，布局自然，优雅清静，且结构形式各不相同。 在鼎盛

时期，鸡公山共计有中、美、英、俄、日、德、法等 ２３ 个国家风

格各异的别墅建筑 ５００ 多栋。 “桃源真有新天地，十里风飘

九国旗”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也为鸡公山赢得了“万国建

筑博览馆”的美誉。 自 １９３８ 年起，鸡公山被日本占领，日军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原有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 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鸡公山建筑物被拆毁达 ４０％ ，绝大多数房屋四墙孤

存，门窗楼板拆窃一空，诸多公共设施被损毁，目前遗存的建

筑物只剩 １１９ 处，它们记载了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变革，也
演绎了一段建筑艺术的传奇［１］５４。

一、建筑文化特征

“如果说自然是人类灵魂的来源和归宿，那么人工建筑

的屋宇就应该是灵魂在尘世的家园” ［２］３８。 中原地区的建筑

多座北朝南、秦砖汉瓦、人字屋架，结构和造型较单一，仅为

满足居住所需。 而鸡公山上各国建筑不仅风格各异，而且因

地制宜，建筑群与山体环境相协调，这大大丰富了豫南地区

的建筑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１． 风格多样，形态各异

鸡公山建筑群主要以西洋式建筑为主，且风格多样，有
哥特式、罗马式、德国式、拜占庭式、合掌式等，体现出不同国

家的建筑特点和浓厚的民族风格。 整体具有体量适中，层数

不多，布局分散，装饰素雅等特征。 如 １９１５ 年建于鸡公山北

岗的美文学校属于哥特式风格建筑，也被称为美国大楼，当
年主要用途是为了外国传教士和教徒子女就学。 美国大楼

是鸡公山上少有的体量较大的公共建筑，建筑整体为石木混

合结构，主体共分三层，一层为餐厅，二、三层为学生宿舍；建
筑平面成凹槽型，两翼突出，且左右对称；建筑正面每层都设

弧形拱券外廊，房屋正中筑有一座高于屋面的尖形悬钟楼，
钟楼的外廊由下至上分别采用了平拱、弧形拱和尖拱的拱券

形式，楼顶尖上还立一圆形球体点缀，为典型的哥特式钟楼，
显得高耸而神秘。 美国大楼现属广州军区疗养院所有，至今

保存完好。 鸡公山上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较多，像小教堂和马

歇尔楼也都属于此种风格。
距离美国大楼不远还有一幢名为瑞典大楼的欧式建筑，

是瑞典安息会于 １９１９ 年兴建的瑞华学校的校舍，瑞华学校

专门招收长江中下游富商及欧洲各国子女就学。 大楼含地

下室共四层，地下室为餐厅，一层为教室，二、三层为学生宿

舍。 楼平面呈“工”字形，墙体以青石砌就，四面坡形屋顶，
屋顶阁楼上开有用镀锌铁皮制成的虎头窗（气窗）。 大楼前

后分别建有两米多高的石券廊，廊内为两排青砖结构的教

室，教室间的通道宽敞明亮。 整个建筑看起来巍峨壮丽，和
谐典雅，以致很多中国人在这里盖别墅时都纷纷仿效。 此

后，瑞典大楼被以一美元的价格，象征性地卖给了美文学校，
在日军侵占时又遭到破坏，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才得以修

复，现为郑州铁路工人疗养院。
在鸡公山上海拔 ７７０ 米处有一栋北欧别墅同样非常引

人注目，别墅名为揽云射月楼，此楼不仅名字诗情画意，而且

也是山上少有的北欧合掌式风格建筑。 揽云射月楼建筑面

积 ２６６ 平方米，含地下室共两层。 墙体较矮，由片石砌成，大
屋顶、坡屋面，别具一格，屋顶两侧各筑有阁楼。 室内地面铺

设木地板，并装有壁炉，生活设施齐全。 若从鸡公山山腰仰

望此别墅，只见别墅屋顶高耸如利箭，张弓待发，若在月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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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朦胧之际遥望更是形象逼真，所以称之为揽云射月楼。
除了西洋式风格建筑以外，鸡公山上也有中式建筑和中

西混合风格的建筑。 鸡公山管理局前局长房向离在《现阶段

鸡公山》一文中说：“为纪念蒋主席 ２７ 年（民国 ２７ 年，即公元

１９３８ 年）驻节南岗，主持中原会议，特于南岗领袖防空洞附

近修建‘中正亭’（逍心亭）和‘中正林’。”坐落在鸡公山南面

岗岭上的中式构筑物“逍心亭”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

７７ 平方米。 是典型的中式重檐八角亭，亭高 １２． ７ 米，二层亭

阁，顶檐高 ５． ９５ 米，中檐高 ２． ５ 米，柱高 ４． ３ 米。 天棚上彩龙

盘绕，灰瓦重檐，分设八只高高上翘的亭角，上下檐角起伏有

致，相互呼应，使亭体显得端庄而不呆板，轻盈而不浮挑。 不

仅亭内有桌凳，而且亭四周设有古典依栏式长条靠椅以供游

人休息。 据说蒋介石在鸡公山期间，正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侵华日军步步紧逼之际。 每每听到前方失利的战报，蒋
介石心中不免伤痛，因此坊间也称逍心亭为伤心亭。 也由于

这个政治因素，逍心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为了让游

客更好地观景览胜，鸡公山管理局于 １９８４ 年斥资重建了这

座逍心亭，并保留了原有的古典园林建筑风格。
鸡公山上有一幢不得不说的中西混合式建筑，那就是首

屈一指的 “颐庐”，颐庐的四层楼体由花岗岩砌成，长、宽、高
均相等，中轴对称，方正端庄，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结构形

式。 楼门口石狮蹲像，又象征着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威严，可
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去向。 门楼正对地面上有三个

雕刻的圆形图案，代表着“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在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平屋顶上，构筑了两个六角形的中式覆钟塔亭，
塔亭上雕刻着松树、仙鹤、梅花鹿和蝙蝠等中国传统民间图

案，寓意“松鹤延年”“福”“禄”“寿”等。 整个建筑显得富丽

堂皇、雄伟壮观。 颐庐整体除具有典型的中式风格以外，在
局部又多采用西洋式建筑构件，各楼层宽大的敞开式古罗马

半圆形拱券廊和圆弧状的护栏，是典型的意大利庭院式风

格，而门廊立柱为具有优雅高贵气质的古希腊爱奥尼柱式。
门窗上安装的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彩色玻璃，既有宗教的

神秘色彩，又充满欧洲浪漫主义格调。 在娇小的附楼（小颐

庐）和龙腾凤舞的柏树陪衬下，颐庐更显得独具风格、鹤立鸡

群，使其荣登鸡公山诸楼之首。 颐庐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的

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建筑文化的精华，中西建筑元素在此达

到了高度融合，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高超的建筑技术。
２． 依山就势，融入自然

鸡公山建筑依山就势，布局高低错落，层次分明。 每栋

建筑按进深分层处理，设有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以充分利用

空间；同时根据建筑所处位置，因地制宜，随地造型，使建筑

各具形态；鸡公山建筑大多为石木和砖木结构，就地取材，采
用青色花岗岩石料筑墙，不仅节约成本，而且使建筑显得古

朴雅致，与大自然景色更加融合。 鸡公山建筑多为西洋式别

墅，几乎每栋别墅都有观景外廊和阳台，可以尽览“佛光、云
海、雾凇、雨凇、霞光、异国花草、奇峰怪石、瀑布流泉”鸡公山

八大自然景观，且室内设有较大的玻璃窗，又能将美景带入

室内，使建筑与环境更加和谐，同苍山翠岭相融。
如有“飞机楼”之称的 ７６ 号别墅，就是巧借自然来造景

的实例，该楼连地下室共三层，大门入口处立有三根石柱，上
方装有水泥横梁构成的棚架，类似葡萄架，形如老式飞机的

飞机翅膀，故人称“飞机楼”。 别墅以条形石栏围合成半封闭

式的院落，庭院和山体之间形成了隔而不断的连续式空间，
这使院外的树木花草可以自由地穿过虚无的围墙伸进院内。
站在庭院内北望，梁柱又似一个巨大的画框，将自然美景尽

收画中。
３． 历史厚重，人文气息浓郁

鸡公山建筑群诞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当时正处于社会历史的变革动荡时期以及新旧文化的交替

时期，因此建筑多与著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党派、西方

传教士、洋商、军阀有关，每栋建筑都记载了一段历史。 如原

直系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所建的颐庐就充满了传奇色

彩，据说靳云鹗来鸡公山避暑，目睹鳞次栉比的洋房别墅，和
外国人的趾高气扬，感到愤愤不平，下决心盖一栋楼房，要压

倒山上各国的建筑，灭灭外国人的嚣张气焰，由此而修建了

颐庐。 在建造时，靳云鹗师长为了抵制“洋货”，建筑没有用

一根“洋钉”来固定，也没有用“洋灰”来填缝，而是用糯米和

石灰熬成的黏状物来填充缝隙，较大的缝隙还嵌有生铁片，
石墙堆砌的平整竖直。 颐庐竣工时，各地军阀均发来贺电，
武汉还专门组团前来参观道贺。 颐庐的名字也因建设者而

起，靳云鹗，字“颐恕”，取其第一个“颐” 字，和意为茅草房的

“庐”字组合，名为“颐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靳云鹗这种民

族气节，也称颐庐为“志气楼”。 后来颐庐曾经用作小学、中
学校舍，新中国成立后也作过疗养院、电视转播站和宾馆，如
今是“中国少儿手拉手夏令营营地”。

鸡公山不仅景色美不胜收，而且鸡公山故人的魅力也难

以抗拒，这位故人就是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交名媛、蒋介

石的夫人宋美龄，在鸡公山的建筑群中，处处留有她优雅从

容的身影。 美龄舞厅是宋美龄在鸡公山上的一个主要活动

场所，这幢建筑坐落在鸡公山南岗的中心地带，处于别墅群

的中心位置，建筑面达 ４００ 平方米，是一座有着 １２ 个开间的

平房，室内宽敞明亮，四周设有连为一体的封闭回廊，站在回

廊里，回廊周围安装有玻璃，采光极佳，可观云海、听松涛、沐
清风，因此这幢房子又被称为“玻璃房”。 当年蒋介石和宋美

龄经常在此与外国人举行联谊会以扩大影响，民间传说的

“前线吃紧，依然歌舞”也是由此而来。 其实美龄舞厅不仅仅

是一个娱乐场所，宋美龄利用舞厅这个交际场所，招待各国

政治家和外交使节，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赋

予了美龄舞厅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人文气息。 如今，美龄舞厅

已不再是一个奢华的舞厅，而成为见证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变

迁的历史遗存［３］３９ － ４０。
在鸡公山，宋美龄曾常住在位于山顶南岗的南德国楼

内，因此这座别墅又被称为“美龄别庐”。 宋美龄常居于此，
并不只是因为这栋哥特式建筑有着“高大倾斜的大屋顶、线
条明快的尖拱券、修长的立柱和簇柱、彩色玻璃镶嵌的花

窗”，更重要的是南德国楼与蒋介石的行营遥遥相望，体现出

她对丈夫的牵挂和支持。
蒋介石行营背靠狼牙山，前后均是悬崖峭壁，非常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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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守难攻。 蒋介石当年在行营召开过中原会议，指挥武汉保

卫战，鸡公山曾一度成为中国抗日的指挥中心。 据载，蒋介

石的行营原名为花旗楼，为 １９１８ 年汇丰银行老板潘尔恩所

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国防部征用了包括花旗楼在内

的八幢汇丰银行的别墅，并将花旗楼选作蒋介石的行营。 因

为“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还在行营后山修建了一个“中
正防空洞”，并将防空洞的一个入口与行营底层相连。 为了

能承受猛烈的轰炸，中正防空洞为里外两层，呈回字形结构。
外层有走廊、天窗和前后门，内层有会议室和暗室。 防空洞

里还有一条暗道直通前山山坳，以便于紧急情况时迅速

撤离。
站在颐庐上眺望鸡公山景区，只见建筑群高低错落地掩

映在绿树丛林中，只露出别墅红色的坡屋顶和钟楼的尖塔。
在这些历经百年的建筑里，隐藏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和鲜

为人知的秘密，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堙没，如今只能从遗留

的老别墅中感受历史的沧桑。
二、建筑艺术审美价值

１． 造型丰富，注重细部处理

鸡公山建筑形态各异，有方、圆、弧、扁、菱、长、尖等多种

几何形体，有的小巧玲珑，有的造型别致，有的线条简洁流

畅。 屋顶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平顶、圆顶、尖顶、坡顶等，屋顶

上还设有各式虎头窗，使整体建筑充满了西方浪漫主义色

彩。 建筑体门廊立柱多采用西方柱式，如呈曲线排列的马歇

尔楼外廊的 １３ 根爱奥尼克式立柱，表现出一种柔和、典雅的

女性美，而萧家避暑山庄的古罗马塔司干式门廊柱，又显示

出一种男性的稳健和刚强。 鸡公山建筑精致的装饰细部增

加了生活的情趣，千变万化的造型创造了富有审美价值的建

筑艺术。
２． 园林建筑美

鸡公山上的建筑多与园林艺术交互融合。 据悉，在繁盛

时期，各个建筑周围都进行了绿化和园林的建造，并根据建

筑物自身风格、环境因素以及主人个人喜好栽植了各种花卉

植物，如法国别墅周围多种植鸢尾花，荷兰别墅前喜欢种植

荷兰国花郁金香等。 在公共区域还建有独立的花园以供人

观赏娱乐，园内栽有各种西洋式花卉和树木，造就了异国风

情的园林建筑美。 而中国人居住的别墅庭院多喜栽植梅、

兰、竹、菊、松、柏等中国特色的传统植物，形成一派山间原

野、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 至今，鸡公山上还遗留有当时的

各种树木［４］１７。
３． 建筑群体组合美

鸡公山报晓峰与北峰遥遥相望，形成一条平缓的天际

线，看起来比较呆板，而鸡公山上的建筑群虽不是整体规划

建造，但因地制宜、分散布局的方式，以及形态各异的建筑造

型恰巧弥补了这一缺憾。 色彩艳丽、形式多样的屋顶与奇峰

怪石一起重造了一条错落有致、起伏跌宕的天际线，为远景

增添了动态美。 建筑群与自然山体互相衬托，形成一幅优美

的自然风景画卷［５］３６５。
三、结语

鸡公山上建筑群有着较高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我们

不仅要欣赏它们的建筑美学艺术，而且要能品味它们的文化

内涵；我们不仅要保护它们，而且要懂得合理的开发利用其

旅游资源。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内在基础之一，没有文化底

蕴的旅游经济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不能提供较高文化品位旅

游资源的旅游经济活动是难以为继的” ［６］７３。 因此应深入挖

掘鸡公山建筑群的文化内涵，并结合豫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

历史文化发展，来促进鸡公山万国建筑的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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