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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研究

１. 会馆的源流及其类型

会馆是中国明、清两代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明、清时代异籍人

在客居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与活动场所。

明中叶以后，直到清代咸同时期，各类会馆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

象。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寓京官绅非常希望自己故乡的子弟科举及

第、入朝为官，开始将会馆作为安顿来京试子的理想场所，遂使会馆服

务于科举一时蔚成风气，并呈现出由京师向各省府城市扩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由商人设置专门服务于商业的会馆也不断出现。一般认

为，商业性会馆最初见于明万历时期的苏州。这类会馆首先在京外的商

业重镇崭露头角，继而进军京师，又再向全国各地扩散。商业性会馆成

为明清会馆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散布于全国各大都市和工商城镇。举

凡会馆兴盛之处，其商品经济发展亦达到很高的程度。四川等地移民会

馆的大量存在，也成为明清会馆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标志。移民会馆的

设立，是移民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它可以联络感情、沟通消息、维护移

民的利益，逐渐发展成为在政治、宗教、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相当影响

的组织。

清咸同以后是会馆的蜕变分化时期，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会馆也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增益自己的新功能，逐步从

地缘性为主转变到商业性为主，以至最后自然而然地融入商会组织之

中。

会馆一般可以相应地归纳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业会馆、移民会馆

三大类型。明清会馆多种形态并存，不同类型的会馆各有其特征与主导

功能，但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同乡籍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性，

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为同乡籍的流移者提

供服务，实施管理。

２. 重庆会馆的发展盛况

明末清初频仍的战乱、瘟疫和灾荒，使四川人口锐减、土满人稀、

田地荒芜。清王朝实行招流返籍政策，特别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定

居，形成了始于顺治末年、盛于康雍乾、止于嘉庆年间的移民大潮，这

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1。

重庆会馆建筑的大量出现，既与重庆社会的“移民特质”密切相

关，也是重庆借助长江水运之地利、在明清两朝完成了由四川军政中心

向川东商业重镇的历史性转变的直接产物。由于四川三面环山，只有东

部长江水路便于与外省相通，因此川东重镇重庆便成为移民从长江水路

进入四川的第一个大落脚点。到1812年，重庆府人口已逾234万，其中

85%是外来移民2。诸省移民在重庆建立了各自的会馆，从1759年的《巴

县志》可知，当时已有5个外省的会馆，即江南会馆、湖广会馆、陕西会

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3。“到1892年，重庆已有广东、浙江、福建、

湖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江苏、安徽）、山西、陕西、云贵

（云南、贵州）等9个外省会馆”4，表明重庆与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经

济联系的加强。考查历史，当时全国只有18个省，而重庆就拥有9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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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实际包含12省，且规模都不小，由此也折射出重庆当时在全国的重

要经济地位。

民国时期，据向楚主编的《巴县志·庙宇》记载，重庆的会馆建筑

仍有9处可寻。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重庆会馆建筑由于相继受到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轰炸、1949年9月2日空前绝后的“九二”火

灾、“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等各种人为破坏而逐渐从城市中消

失。

３. “湖广会馆”遗迹之辨识

昔日重庆诸多的会馆已绝大多数不复存在了。今天在渝中区的东正

街、洪学巷、太华楼巷、东水门上巷、东水门下巷一带，还集中保留了

一大片会馆建筑遗迹，它们依山、背城、面江，坐落在呈30度角倾斜的

临江坡地上，这就是人们习称的“湖广会馆”。

现存“湖广会馆”建筑遗迹万余平方米。对于这片会馆建筑遗迹的

基本情况，根据史料及现场测绘所取得的证据辨识如下：

3-1 广东公所

在下洪学巷19、33号，现状建筑遗存为一进四合院格局，看厅与戏

楼相对，左右附有厢房，四周高墙耸立。从洪学巷进入后，左侧有一个

牌楼式入口，上部牌楼的翘角、飞檐、瓦垅、滴水具全，中嵌一块匾

额，饰浮雕草龙纹，上刻“广东公所”四个楷书，标明了建筑的身份。

遗憾的是牌楼的翘角、飞檐、瓦垅、滴水以及匾额均坍塌毁损于2000年

的一场暴雨。不过此次坍塌却使得入口的下部形式暴露出来，为2002年

的现场调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牌楼式入口的下部中央为一壶门，门眉

上刻“南岭观瞻”四个篆字，两侧各有拱门，门眉上分别刻有隶书“川

汀”、“岳峙”。这些文字概括了广东公所的落位与山水形胜。据此或

可推断出广东公所始建之初，其前面尚无建筑物遮挡，亦即广东公所的

始建要早于其前面的建筑物。

通过现场调查还发现：看厅分前后两厅，呈勾连形式，看厅的后墙

上有雕刻精美的漏窗和依稀可辨的门洞。由此可知现状建筑遗存实为历

史上广东公所之一部分。

3-2 齐安公所

在下洪学巷36、44号，现状建筑遗存为两进合院，主体建筑

呈“凸”字形，布局依中轴线排列，由下往上依次为戏楼、天井、看

厅、抱厅、大殿。高墙围合，刻有“齐安公”文字的墙砖随处可见，为

判断建筑物身份提供了依据。主体的两侧是若干附属建筑。

该建筑的现状入口位于洪学巷一侧。进石门即是天井，天井右边是

一造型典雅的琉璃歇山顶戏楼。戏楼对面是看厅，有前、后两厅，呈勾

连形式。前厅右侧有一石门，似为历史上齐安公所的主入口。门额上面

用青花瓷片镶嵌“齐字公所”四个大字，标明建筑物身份无疑。后厅界

高敞的抱厅与大殿相望，后厅与大殿的脊梁上均刻有“嘉庆丁丑岁孟春

月彀旦立，光绪已丑岁黄洲阖府重建”文字，中饰太极图。从上述题梁

文字等资料可以推测，齐安公所应该创建于1817年，经72年后的1889年

又事重建，建筑遗存实为湖北黄洲的地区性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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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禹王庙

在太华楼巷7号有一古代建筑群遗存，现仅存戏楼、天井、走廊和

顺走廊方向排列的殿宇数间。天井有一个侧门，门眉上阴刻“奎璧之

府”四个古凿苍劲的大字，据工作人员讲此处是禹王庙后门。殿宇建筑

脊梁上刻“楚省两湖十府绅粮士商捐资重建，大清道光丙午岁律中中吕

月彀旦”文字，据此视其为禹王庙建筑遗存当属无疑。

在芭蕉园25号有一规模较大的古建筑，从其与以上古建筑的位置关

系看，也应该是禹王庙的组成部分。其周围建筑据称在抗战期间被日机

炸毁，现已全部是近现代建筑砖石了。

与上述两组古建筑平行，还有一组规模更大的古代建筑群（现105仓

库），其主体建筑大体依中轴线排列，分别为前殿、戏楼、看厅及侧

殿。此组古建筑是禹王庙的组成部分。

经过以上辨识可知，今天所谓的“湖广会馆”实际是包括禹王庙、

广东公所、齐安公所在内的一组规模宏大的会馆建筑群，这一会馆建筑

群始建于清初，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历代多有培修，现存实物以晚清遗

迹为主。

那么为什么人们今天以偏概全、将其统称为“湖广会馆”呢？究其

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是鉴于“湖广填四川”在重庆城市发展历史中的重

大影响；第二是这群建筑遗迹中既有湖广省的省级会馆（禹王庙），又

有湖广省黄洲的地区性会馆（齐安公所），而广东在历史上也曾隶属于

湖广行省。

４. “湖广会馆”的建筑艺术

象“湖广会馆”这样规模宏大、建构精美的古代建筑遗迹，在重庆

绝无仅有，在成渝两地亦属罕见。现存完好的戏楼、厅堂、廊房及其附

属的雕刻饰物，布局与造型独特，做工精湛，民俗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建筑结构既有浓厚的地方传统特色，又有外来的建筑风格，具有重要的

科学研究价值和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4-1 群体布局艺术特色方面

三个会馆分别依据各自的东西向主轴线布局，既自成一格，又彼此

之间互有关联，且呈南北向沿长江排列，有一气呵成的整体气势。

三个会馆均为传统的合院式平面，但是又能够根据各自的规模与所

处地形，因地制宜，在高差几十米的坡地上，综合运用“台、挑、吊、

坡、拖、梭、靠、跨、架、跌、爬、错、分、联”等手法，悬虚构屋，

临坎吊脚，分层筑台，灵活、艺术地构成了婀娜多姿的山地独特风貌以

及重重纵深叠进的院落空间形态，建筑与场地有机融为一体，展示出高

超的山地建筑群体艺术。

三个会馆还非常注重利用地形的起伏，处理屋顶的造型与层叠关

系，形成了丰富的“第五立面”，取得了“高低俯仰皆成画，前后顾盼

景自移”的全方位视觉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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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就势的院落空间形态

动感强烈的“龙形”封火山墙

广东公所高耸封闭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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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单体造型艺术特色方面

三个会馆综合运用了悬山、硬山、卷棚、歇山等丰富多样的传统

屋顶形式，亭、台、楼、阁、殿宇、回廊等多种建筑形式，以及“五

花”、“猫拱背”、“大福水”、“金形”、“龙形”等封火山墙形

式。例如在对于封火山墙的使用上，齐安公所那动感强烈的“龙形”封

火山墙，直奔长江飞泄，有若双龙锁大江之态势，又恰似双龙探江饮

水，造型蔚为奇观。

在建筑风格上，广东公所既反映了重庆本土的山地文化特色，又融

入了外来的建筑特色，它那与众不同、高耸封闭的围墙就突出地体现了

客家围屋的造型意韵。

在建筑色彩方面，局部采用绿瓦、黄墙，使会馆建筑突显于大片灰

调的一般民居之中，增强了建筑物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4-3 细部雕饰艺术特色方面

遗存的几个戏楼是会馆建筑中的重心，也是充分展示雕饰艺术的重

点所在。齐安公所的戏楼飞檐翘角，角梁端部饰圆雕龙头、飞鹰，凌虚

而飘逸。

广东公所戏楼的角梁之下饰屈蹲负重的力士，形象栩栩如生、憨态

可掬，戏楼的额枋上饰二龙戏珠，极为鲜见的是龙头系镂空圆雕，嘴内

含珠可以转动，而龙身则采用浅浮雕，整体形象活灵活现，巧夺天工。

撑弓在满足受力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也是极尽雕饰之能事。一根百

余公分的撑弓上竟然镂空圆雕了几十个呼之欲出的人物全身造像。

此外驼峰、雀替、吊瓜、天花、门窗、柱础都无一例外地倍加雕

饰。

整个会馆建筑群可谓遍饰浮雕镂刻，题材广泛，制作精美。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齐安公所前院四周墙体上的木刻“二十四孝图”，不仅造型

生动，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会馆建筑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伦理教化作

用。

5. 结语

曾经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中领尽风骚的“湖广会馆”建筑，由于时代

的变迁，在浩瀚历史的尘封中久矣！

然而，事物的发展又往往呈现出螺旋式的轨迹。在21世纪中国传统

文化全面复兴的大潮中，遗存至今的重庆“湖广会馆”建筑已经成为展

现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重要物质实体和独特的文化地标，其地位显

矣！其价值大矣！其健康状况却又令人堪忧矣！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无

法再生的宝贵历史遗产，我们该如何保护好它，使它延年益寿，已成燃

眉之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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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饰精美的斜撑

形象栩栩如生、憨态可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