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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曾是报社记者，现为河
南省开封市杞县乡贤、民俗文化学者、
著名收藏家的张书勇在出差采访时，
看到因城市拆建和乡村改造，乡村、田
野和沟壑的角落里到处是散乱的遭到
人为或自然破坏的古建筑构件。在他
的眼里，这些古建筑构件就像一个个
被遗弃于荒野里的老人，让他有了怜
悯和贤孝之心，于是他决定将这些散
乱的古建筑构件收藏起来进行保护。
他用了近三十年时间，花费了所有的
积蓄和心血。六年前，为了让这些收
藏的古建筑构件重见光明、获得新生，
张书勇决定在家乡的老宅里，把这些
老物件重新立起来，让乡人也能看到
传统古建筑的风韵。经过多次的酝酿

和构思，一座三进四合院的北方传统
民居便在他心中矗立起来。

事有凑巧，物有偶然。一次，张书
勇在一间古玩店里发现了石刻“庆合
堂”的匾额，经考证，此匾为河南省鹤
壁市浚县张洼村遗弃的张氏故宅的老
匾。明代以前，“庆合堂”是张氏族人
广泛使用的堂号之一；明末清初，经受
战乱，“庆合堂”匾额被遗弃在村外面
的水沟里，后又被百姓挖沟渠时挖出，
被遗弃在张洼村旁的河沟旁。经与濮
阳张氏族根地族谱委员会协商论证，

“庆合堂”堂号族人与杞县裴村店乡孟
里寨村张氏族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自古天下张氏多以“清河”堂、“百
忍”堂为堂号，“庆合”与“清河”为谐
音，有“吉庆合美”之意，于是，张书勇
决定在老宅上重建庆合堂古宅，以光
复张氏门楣，传承张氏家风。2021年，
古宅开始破土动工，历经几载寒暑，他
心中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张书勇心中的庆合堂不仅是高大
雄伟、规整壮丽、布局合理、结构严谨
的高大建筑群落，内部还蕴藏着“和
合”文化、“孝悌”文化、天人合一的建
筑理念以及对木雕、砖雕、石雕等“三
雕”艺术的展示。

一是“和合”传统文化的理念。“和
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
要文化形态，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一种充满智
慧和情感的文化。“和合”文化有两个
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
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相互不
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
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行和
合。庆合堂在建筑的规制、方位角度
的选择、阴阳五行的配合、栋宇琼阁的
错落等方面非常讲究，力求创造和谐
环境、追求天人合一的效果，所以庆合
堂建筑在价值理念上既体现了克己复
礼的严谨规范，又体现了闲适自如的
自由境界；在审美情趣上既体现了清
高脱俗的文人士大夫理想追求，又体

现了富贵吉祥的普通大众的世俗品
味；在设计理念上，则体现了阴阳相
对、阴阳调和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规
整 、有 序 、平 和 、内 敛 的 独 特 艺 术 风
格。院内随处可见的庆合堂石刻匾
额、“善为宝”壁画、“致中和”砖雕和

“和合”二仙石刻等，更将“和合”的文
化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清楚透彻。

二是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无景
中造景，于形中立意的美。赏石、花
圃、花草树木、小桥流水遍布庆合堂院
内，这些人造的景观，如一朵朵鲜花，
装饰着庆合堂美丽的容颜，院内与院
外的相互衔接，将人工的景观与自然
景观相互谐调，形成“天上人间”之境，
步入其内，便使人产生了“清风明月本
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自然情趣。

这里的赏石别具一格，有的像朵
朵的莲花瓣，呈绽放状；有的像老虎，
作飞奔状；有的像塔，高耸入云；有的
像云，形状各异；有的错落成桥，线条
舒缓；有的兀立如柱，挺拔有力；有的
面目狰狞；有的和蔼可亲……他们静
静地卧在甬道上、院子里、墙角旁，沉
默无语，像影壁墙一样，把无形的景观
藏在里面，让人产生渐入佳境、步移景
异的理想境界，体会到“山重水复疑无
路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的 豁 然 开 朗
之感。

这里的花草树木有石榴树、竹子、
月季、桂树、梅花……郁郁青青的草本
植物将整个院子撑得绿意盎然、花团
锦簇。赏石后面的石盆里开满粉红色
的荷花，一个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
有的才绽开两三片花瓣，像一个小仙
女穿着蓬松的衣裙；有的花瓣已经完
全绽开了，露出娇小嫩黄的小莲蓬；有
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就
要裂开似的，还没走近，老远就闻到一
股淡淡的清香之气，沁人心脾、令人陶
醉。这里的花草树木皆有形、有意、有
景，真可谓是“情为景声，景为情生”。

这里的水细小，但又活泼生动。
有的像银色绸带，在明月下静静地飘
着；有的像浮动的彩色绸带，在朝霞中
灿烂着；有的像琴弦的旋律，有节奏地
跳跃着；有的像一朵朵洁白的花，在水
中的石头上开着。整个溪流环绕着庆
合堂，让庆合堂也跟着灵动起来。溪
流上的一座座小桥，有的像虹，在夕阳
下勾勒出水的静美；有的像夜泊的小
船，横卧在溪流之上，听流水潺潺地流
淌，仿佛在倾听园中万物生灵的心跳，
仿佛在品味岁月静好的沧桑。

三是“三雕”艺术的重现和展示。
一块青砖、一块青石、一根木头，尽收
中国的湖山诗画，徜徉在庆合堂的廊
院间，仿佛完全进入到一个艺术的海
洋世界里，在这里尽可领略中国文化
艺术之厚、之博、之广、之浩无际涯。
这里布满了出神入化的雕刻作品，它
们风华绝代，底蕴深厚，变化无穷，似
乎向世人诉说着一个个美丽的故事。
庆合堂木雕、砖雕、石雕等“三雕”艺术
兼荣，并收中国古代传统吉祥纹样为
素材，体现了主人的高尚情操和文化
素养以及美好的愿望。

“三雕”艺术中的砖雕主要表现在

影壁墙、壁画、匾额、脊兽上，影壁墙檩
枋以下全部为砖雕，檩枋为回字形边
饰，四个岔角也雕刻卷草和祥云图案，
壁心砖雕精美的凤凰、牡丹和荷花鸳
鸯图案，壁画砖雕有“善为宝”和“二龙
戏珠”纹样，还有一些砖雕的“勤俭”

“毋荒”字样等。脊兽是屋脊两侧的雕
刻，常见的脊兽有龙、凤、狮子等形象，
整个砖雕题材丰富、画面生动，给人一
种紧凑而不拥挤，繁丽而不冗杂，布局
严谨匀称、凸凹处理得当的感觉，无论
是飘动的衣服袖带、飞翔的鸟、奔跑的
兽，均达到了“凿的花能拿起来，凿的
兽能跑起来”的艺术效果。

木雕主要表现在门框、梁斗、窗
花、门楣雕刻，门楣上、窗花上的木雕
刻主要指大门两侧的雕刻装饰，多以
花鸟、人物、神兽为题材，以细腻的木
雕工艺展现建筑的独特风味；梁斗上
的横梁和斗拱，通常被雕刻成各种花
纹和图案，以增强建筑的美感和稳固
性；窗花上常以花鸟，山水等为主题，
通过细致的雕刻表达出自然景观和人
文意境。庆合堂木雕艺术题材多种多
样、内容丰富多彩，有表现人物故事方
面的，有表现亲情和“孝悌”文化方面
的，有表现神话故事方面的，有表现民
间风俗内容的。一组组吉祥如意的图
案，大多是以祝愿人们多福多寿、人丁
兴旺、祈瑞纳吉、阖家安康、百事如意、
天下太平、钱财广进、繁荣富贵等为内
容。庆合堂的木雕艺术布局精巧、繁
而不乱、构图紧凑、疏密相间、巧夺天
工，其题材包含的史学、美学、文学、民
俗学等价值非常宝贵。

石雕主要表现在门枕石，浮雕狮
子、猴子及石刻上。庆合堂的门枕石
是由一块整石雕刻而成。院内的石雕
层次分明，章法紧凑。一般花卉、动物
等都在回纹或通过几何图形的底纹出
现，显得十分细致。这些石雕作品将
我国古代民居建筑圆雕、浮雕、浅浮
雕 、线 刻 等 石 雕 技 法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院门前的石狮、屋顶上的猴子以
及石马、石羊等等，采用圆雕或圆雕、
浮雕结合的方式雕刻；院内的栏杆、花
台、小池、墙基等采用绘画感很强的浮
雕或浅浮雕，雕刻画面内容以寓意吉
祥的花卉、鸟兽以及山水风景为主；石
狮及拴马桩壁画上的石雕则在雕刻手
法上更加多样、开放、灵活。庆合堂石
雕艺术作品题材丰富、技法娴熟，大量
采用了世俗观念认可的各种象征、隐
喻、谐音，将花鸟鱼虫、山石水桥、神话
典故、戏曲人物等雕刻于石，不仅展示
了雕刻艺术的精美，还将儒、道、佛思
想与传统民俗文化融为一体。

春天，庆合堂在四周槐树、杨树、
榆树、柳树等具有蓬勃生机的树木的
映衬下，更显得古朴和雅致。一些盛
放在青砖古木间的簇簇花朵，也让庆
合堂变得妩媚多姿。每一块砖瓦、飞
檐走兽、透雕的窗棂、红漆的门柱都舒
展得那样的精致美丽、美轮美奂。

走进庆合堂，仿佛一下子穿越到
明清的时光里，体验到了一场古人的
生活方式，穿过高大雄伟的沿街门楼，
过风雨廊，徜徉在“耕读第”的浓厚氛

围里，让耕读的理念深入人心，让道德
的格言在此浸润灵魂。当清晨的那一
抹晨阳斜斜地照在西厢房的木窗棂
上，便将窗棂前绣花女子的心思半明
半晦地勾勒出来。俄罗斯作家果戈里
曾经说过：“建筑同时还是世界的年
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而
它还在说话。”

在这里，不要把这些残砖烂瓦当
做无语的老构件来看待，要把它当做
一个人，它或许是一个穿着青布长衫
的厚实老汉，或许是衣着华丽对襟的
风韵贵妇，或许是一袭素色抹胸襦裙
的闺阁女子。在这里，只要静下心来，
闭上眼睛休憩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
个人轻轻地走来，讲述着一段一波三
折的凄美故事。

沿着青砖铺就的甬道，蜿蜒前行，
穿越一处又一处时空，感受庆合堂的
宁静与深邃。青砖黛瓦，飞檐挑角，木
门格扇……庆合堂建筑的美不仅在于
其外在的形制，更在于其内在的文化
底蕴。庆合堂如同一位沉默的诗人，
正用青砖黛瓦和房屋构架书写着沧桑
和厚重的不朽诗篇。

雨天，细密如牛毛的雨丝轻纱一
般地笼罩天地，庆合堂便如仙境中的亭
台楼阁，时隐时现在缭绕的云雾中。笼
罩在庆合堂上空的雨雾，氤氲着古老的

青砖黛瓦，在细雨的洗礼下，显得格外的
明亮、洁净、沉静，仿佛能听到历史轻轻
的低语声。雨雾轻拂着庆合堂四周的槐
树、柳树、杨树、榆树，汇聚成珠，顺着一
片片叶子，时断时续地滴在房檐上、青砖
上、石板上，清越的声音如女子轻击钟磬
一样悦耳动听。

白天的庆合堂和夜晚的庆合堂也
是不同的。白天的庆合堂是沉寂和庄
重的，因有了青砖黛瓦的颜色，便更显
得庄严含蓄，像一个不苟言语的老人
在岁月的时光里静静地沉思。但是，
一到夜晚，当一弯新月挂在庆合堂的
檐角，月光伴着槐花淡淡的清香，向院
内泻了进来，给庆合堂蒙上了一层薄
薄的轻纱，此时的庆合堂显得朦胧而
又安静。当门楼及房顶的亮化灯亮了
起来，这里便流光溢彩，灯火辉煌热闹
起来了。此时，隔着沿街的门楼往里
看，只见里面影影绰绰，热闹非凡，好
像有提着灯笼穿梭于厅堂和环廊的丫
鬟，有几个人围坐一起高谈阔论和饮
酒赋诗的声音，有小儿啼哭的声音，有
更夫敲更梆子的吆喝声……正在此
时，门楼的大门徐徐开启，走出一位苍
髯老者和一俊丽的女子，他们正登上
门前的马车，不知欲往何方？庆合堂
的夜真美，但也亦真亦幻，撩拨得人欲
罢不能，让人恋恋不舍，流连忘返。

“飞檐翘角揽日月，青砖
黛瓦写沧桑。”真没有想到，
在豫东平原的小乡村里，你
竟以这种古朴、厚重的装束
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你像一个满面沧桑的老
人，蹒跚着向我们走来，看得
出，岁月的年轮已在你的额
头碾下了深深的印痕。你一
袭青灰色的棉麻长衫、六瓣
形瓜皮帽、方形平口布鞋的
装束，恰好将你的朴实勾勒
出来，将你风流儒雅的气质
勾勒出来，让你既不雍容华
贵，又不褴褛寒酸，却是那样
的端庄。千年的古运河化成
一条飘带，缠绕在你的腰际，
让你浑身洋溢着古代文人雅
士的飘逸；厚重的鹿台岗史
前文明是你眉宇间的文化标
识，让人一眼便能读出你华
夏文化的根脉所在；你旁边
的孔子周游列国的遗迹，如
一朵朵洁白的小花，点缀在
你纯洁的灵魂里，衬托着你
的风韵，让人一眼便看出你
曾 经 受 过 儒 家 思 想 的 洗
礼……

然而，我真的不知道我
们竟是这样有缘，让我从你
的沧桑里，读出了另外的一
个你。你分明是黑夜里那
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声，是枯
木逢春的那一抹新绿，是浴
火重生的凤凰涅槃……当
一件件残砖烂瓦、朽木断架
像老人一样被遗弃在田野、
沟壑和废品收购站里，而今
又被重新找寻回来，进行组
装复原，重现它昔日的风
采，这怎能不是生命脱胎换
骨的重生呢？

拂去蒙在你身上的灰
尘，便看到你眉宇间的那一
泓碧水和曾经的热望，岁月
的沧桑怎能掩藏得了你的纯
情和妩媚的韵致，你恰似一
娇羞的淑女，半遮琵琶地向
我们走来了。你竟是这样的
美，周身透着迷人的韵致，比
我想象得还要动人。

你就是庆合堂。

古宅新生 庆合堂再现古建筑风貌与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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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庆合堂山门。

图为庆合堂院内一隅。

图为庆合堂山门北墙。 图为“福无涯”沿街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