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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宅子是明代山

西按察司副使胡来缙

居所，创建于明万历

十 七 年（1589 年）。

南宅子大门外临街有

一棵千年古槐，当地

人称南宅子为“大槐

树下”。其建筑布局

主门三开间悬山顶，

大门上书明代榜书“副宪第”三字，

“副宪第”三字表明了主人的身份。

明间镶补节孝牌坊，上题楷书“太学

生胡松秀之妻蒲氏”，胡松秀是胡家

的第十二代。

从历史中走来的文物古建筑，与

“活着的现实”相交融。著名古建筑

专家罗哲文等人先后四次考察南北

宅子后赞叹其是“典型的明代官式风

格，典型的明代官式气派”。胡来缙

和胡忻父子因为官清廉，有功于世，

去 世 后 均 被 万 历 帝 诰 赐“ 崇 祀 乡 贤

祠”。原来在南北宅子的门前有为崇

祀父子二人而修建的二座高大跨街

牌坊，矗立于大街中央，气势宏伟，左

侧牌坊匾额上书诰赐“父子乡贤”四

字，为明户部尚书李三才题。右侧牌

坊上书诰赐“恩纶三锡”四字，以纪念

胡氏父子。

据《胡氏宝乘》考证，秦州胡氏起

源于帝舜，发展于唐宋，昌盛于明清，

遍及华夏，子孙绵延。秦州胡氏第一

代为胡国用，祖籍安徽省凤阳府五河

县 人 ，明 初 追 随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打 天

下。1369 年，胡国用随徐达的部队

攻克秦州，随部队驻防而落户天水。

今麦积区马跑泉镇胡王村多为胡氏

后裔。营建南宅子的主人叫胡来缙，

为秦州胡氏第六代传人，字仲章，号

东 泉 。 明 嘉 靖 戊 午（1558 年）科 举

人 ，中 举 后 被 破 格 任 命 为 大 兴 县 县

令。在任职期间，为官清正，不畏权

贵，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后加官正四

品至雁门兵备道，兼任山西省按察司

副使。因为按察司为一省的司法和

监察长官，所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

会明王朝，胡来缙才有资格修建这样

规模的宅院。

南宅子所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

四合院建筑形式构建，每个四合院是

以正厅、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

院而形成的布局传统。四周房屋相

连，走廊相通，即使雨天亦可免雨淋

之苦，胡氏民居虽为四合院，却不同

于北京四合院。北京四合院无论正

房或厢房均为马鞍架结构，而胡氏民

居除正房与倒座为马鞍架结构外，厢

房则采用俗称一坡水的天水民居构

建方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由于

主人的官员身份，胡氏民居建筑风格

较普通民居显得高大、庄重、气势恢

宏、肃穆凝重，于民居之中体现着浓

厚的官式建筑风格。

南宅子垂花大门内，以南北通道

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为国宝区，由桂

馥院、槐荫院、书房院、棋院、畅竹院

组成，是南宅子的主体部分。东区为

古民居保护区，由芝兰堂、凌霄院、杨

家楼院(天水古楼)、银杏院、董家院和

天水绣楼院、戏苑组成。

南宅子各院由甬道相连，高低错

落、排列有序、曲回幽静，是一组典型

的明代古民居建筑群。垂花大门内

进入分左右而行，院连院、道穿厅、大

厅雄伟、配方对称，各院相通，各门对

户，建筑布局合理。对外封闭，对内

畅 通 又 等 级 森 严 ，特 别 是 大 木 作 构

架，官式彩绘和雕刻技艺是研究天水

地方文化的实物资料。

南宅子的西区桂馥院正中坐南

面北是面阔五间的正厅，北边的是倒

座，东西两面的是厢房。正厅为明代

建筑，保存较好，倒座和东西厢房为

清代建筑。中间围合成一个露天庭

院。院内环境优雅，走道以色泽深浅

不同的卵石铺成九宫格、太极图、太

阳花等图案。每当雨水浸湿时尽显

华丽与神奇。

南宅子的木雕无论是从斗拱、耍

头、雀替上都反映出天水雕刻特点。

东西两侧厢房的栏额上透雕佛教中

的忍冬纹，枝叶连绵不断。北面的倒

座雀替上透雕螭龙，上半身为龙形，

下半身为花草。而最精美的是南面

的过厅，它的斗口出挑，雀替精致、直

棂隔扇，屋顶脊饰，虽历经了 400 多

年的沧桑风雨，至今仍保持了明代时

期的原貌。比如柱子上的如意云头

以及雀替上所雕刻的卷云纹，圆转流

畅地雕刻出了云气的层次，简练而又

圆润。而风格则和文人气息浓厚的

明式家具一脉相承，展现出一种古朴

大气的风格。过厅主要是会客的场

所，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梁架结构上，

采用了北方常用的抬梁式和南方常

用的排山式相结合的构架方式。中

国 的 传 统 建 筑 ，其 实 就 是 用 竖 的 柱

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框架结构。

由于榫卯的特性，使这种架具有极强

的抗震性。二是在梁上有民居中比

较少见的而且保存较好的明代彩绘，

有牡丹、宋锦、博古等图案。

2003 年 ，由 天 水 市 博 物 馆 负

责 维 修 后 ，建 成 了 天 水 民 俗 博 物

馆 。 大 门 的 木 柱 上 悬 挂 原 国 家 文

物 局 局 长 孙 轶 青 题 写 的“ 天 水 民

俗 博 物 馆 ”牌 匾 。 天 水 民 俗 博 物

馆 是 以 南 宅 子 为 载 体 ，展 示 天 水

民 俗 、民 居 文 化 的 专 题 博 物 馆 ，其

中 展 出 了 以 天 水 为 主 ，包 括 陇 右

地 区 的 3000 多 件 民 俗 文 物 。 因 展

览 的 需 要 ，民 俗 博 物 馆 将 西 区 和

东 区 布 置 为 不 同 的 专 题 展 览 ，有

祝 寿 、婚 庆 、胡 氏 家 族 介 绍 、祭 祖 、

历 代 名 人 书 画 、各 种 香 包 、银 饰

件 、地 方 皮 影 、祖 宗 堂 、地 方 特 色

剪 纸 、《老 天 水》三 维 动 画 影 片 以

及 前 秦 才 女 苏 惠 的 旷 世 之 作《璇

玑 图》，即《织 锦 寄 情》三 维 动 画 影

片 等 各 类 民 俗 专 题 展 览 。

中国传统民居古建筑不仅是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之 一 ，也 承

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信息。隔街相

望的南宅子和北宅子组成了胡氏古

民 居 建 筑 ，是 天 水 这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的重要见证，折射着昔日的光华，

沉 淀 着 岁 月 的 沧 桑 ，积 累 着 岁 月 的

悲喜，在春去秋来间，熠熠生辉，历

久弥新。

□ 刘亚丽

最近最近，，天水的麻辣烫火爆出圈天水的麻辣烫火爆出圈，，成为新晋成为新晋““顶顶

流流””。。其实其实，，除了麻辣烫诱人除了麻辣烫诱人，，天水这座历史悠久的天水这座历史悠久的

城市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市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许多值得探索的以及许多值得探索的

历史遗迹历史遗迹。。

天水是一座古老而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城市天水是一座古老而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城市，，独独

具特色的古城风貌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珍贵具特色的古城风貌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珍贵

遗产遗产。。胡氏民居就是其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明代建胡氏民居就是其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明代建

筑之一筑之一，，包括南宅子和北宅子包括南宅子和北宅子。。南宅子还有着南宅子还有着““陇上陇上

第一民居第一民居””之美誉之美誉，，20012001年年 66月月 2525日日，，南宅子成为全南宅子成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天水市现存的明代民居建是天水市现存的明代民居建

筑的代表筑的代表，，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唯一现存的明代品官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唯一现存的明代品官

府第府第，，具有很高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文化、、艺术价值艺术价值，，其规模在全其规模在全

国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古民居国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古民居。。

南宅子正门 内院 庭院内的建筑木雕

““陇上第一民居陇上第一民居”” 胡氏民居南宅子胡氏民居南宅子——

古城天水风拂杨柳，春意盎然。与藉河畔早春开

放的迎春、梅花、连翘、碧桃，一同迎接这个春天的，还

有西关古城内自由路盛放的上百株白玉兰。玉兰沉睡

了整个冬天的绒荚缓慢打开，白色花苞绽露枝头，宛若

身姿绰约的美人，馨香四溢。高大的玉兰树生长在古

巷老街，每逢春日，鳞次栉比的古城人家青砖黛瓦，花

影晃动，很是为古城增添古色古香、别具一格的春景。

游人若趁着春光游览麦积山石窟时，途经甘泉镇，

如乘兴同游太平寺，可以看到寺院内有两棵高大的武

当玉兰，领略其盛开之景。

武当玉兰，又称武当木兰、湖北木

兰、迎春树（湖北），是木兰科玉兰属的

落叶乔木，也是我国的特有植物。主要

分布于我国陕西、甘肃南部、湖北西部

和湖南西北部等地。其物种起源发端

可推至白垩纪的阿普第阶段，是非常古

老的被子植物。

双 玉 兰 所 在 的 寺 院 曾 名 为 甘 泉

寺 ，有 着 十 分 悠 久 的 建 寺 史 ，因 寺 内

有清冽甘美的泉水而得名，后来所在

地 行 政 区 划 名 称 为 甘 泉 镇 ，至 今 沿

用 ；甘 泉 寺 之 名 流 传 广 远 ，而 知 道 太

平寺之名者相对较少，现今又恢复太

平 寺 名 称 ，知 道 的 人 也 越 来 越 多 了 。

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载：“甘泉，东

南六十里，平地涌泉，东流入永川，其

中极盛，旱不竭，冬不冻，土人引以灌

田 ，作 寺 覆 其 上 ，号 甘 泉 寺 。”唐 肃 宗

乾 元 二 年（759 年），经 历 战 火 流 寓 秦

州的诗人杜甫，曾在离甘泉镇不远的

东 柯 崖 谷 寄 居 。 诗 圣 陇 上 萍 踪 的 诗

作 中 就 有 ：“ 山 头 到 山 下 ，凿 井 不 尽

土。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太

平 寺 泉 眼》）可 见 当 时 已 是 颇 具 规 模

的古寺，杜甫诗中的太平寺正是此处

的甘泉寺。

生长在太平寺的武当玉兰，经鉴

定 树 龄 约 为 1200 年 的 唐 代 玉 兰 。 古

树生长在寺内玉兰堂左右两侧，相距 5

米 。 东 侧 一 株 开 偏 白 色 的 花 ，高 17

米，冠幅南北达 12 米，树干超过两米，

需两人合抱才能成围。西侧一株开偏

紫色的花，略小于东侧一株，冠幅南北

12 米，树高 16 米。两树枝繁叶茂，树

冠浓郁。花开季节如烟似霞，当地百

姓以为称奇，谓之花王，俗称“甘泉双

玉兰”。

双 玉 兰 每 年 于 清 明 节 前 后 进 入

盛 花 期 ，慕 名 前 来 观 花 者 络 绎 不 绝 ，

春 天 的 太 平 寺 也 因 花 而 门 庭 若 市 。

来到花树下，望着近二十米的蔚然古

树 ，遒 劲 苍 老 的 树 干 枝 丫 间 ，无 数 花

蕾 竞 相 绽 放 ，如 同 曼 妙 万 千 的 玉 蝴

蝶 ，在 春 意 盎 然 的 枝 头 翩 翩 起 舞 ，人

们 在 花 树 下 久 久 徘 徊 ，流 连 忘 返 ，有

穿越时空之感。

因地处西北，又多逢战乱，双玉兰

一度沉寂，鲜为人知，20 世纪 50 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发现双玉兰。这

还得从一位先生说起。

1953 年 7 月，由吴作人、王朝文等

知 名 专 家 组 成 的 文 化 部 麦 积 山 勘 察

团，邀请当时任职于甘肃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的冯国瑞先生参加这次考察活

动。冯先生在甘泉镇，由友人张自振

陪同初次游览甘泉寺。游览中，冯先

生异常欣喜地发现了两株高大挺拔的

玉兰树。

以冯先生对地方文史考证的热忱

和考据学的功底，当即又实地踏勘了庙

院后山，即当地百姓称为“寺坪”的台

地。眼前是冬夏不竭的一眼甘泉，寺内

花木蔚然，正是杜诗中“招提凭高冈”的

太平寺所在。此次考察，意外地考证出

甘泉寺就是唐乾元二年（759 年）诗圣

杜甫流寓秦州时题咏的太平寺泉眼所

在地。由此，甘泉寺恢复唐太平寺旧

称。千年兴废如白驹过隙，而寺院的轮

廓至今依稀可寻。

对于在甘泉的两大收获，冯先生

大 喜 过 望 。 即 由 张 自 振 按 照 考 察 结

果绘制太平古寺草图，又邀请考察团

专 家 前 往 古 寺 一 游 。 考 察 团 专 家 观

赏 花 树 后 亦 啧 啧 称 奇 ，大 为 赞 赏 ，建

议 将 其 生 长 地 命 名 为“ 双 玉 兰 堂 ”。

由 考 察 团 专 家 首 次 命 名 的“ 双 玉 兰

堂”沿用至今。

“ 折 花 逢 驿 使 ，寄 与 陇 头 人 ”，折

一 支 春 枝 ，寄 给 远 方 的 朋 友 ，以 慰 思

念 之 情 的 古 之 雅 事 ，同 样 也 发 生 在

冯 先 生 和 他 的 朋 友 之 间 。 从 1953

年 初 次 发 现 古 树 到 1961 年 最 后 一

次 重 游 古 寺 ，冯 先 生 对 太 平 寺 玉 兰

持 续 关 注 研 究 ，不 遗 余 力 地 加 以 宣

传 保 护 。 有 研 究 者 在 天 水 私 人 藏 家

处 发 现 冯 国 瑞 致 张 自 振 手 札 。 落 款

为 1955 年 3 月 5 日 的 一 封 信 中 ，曾

来 信 询 问“ 玉 兰 花 苞 有 多 大 ，山 中 雪

消 否 ？”身 在 甘 泉 当 地 的 张 自 振 ，次

年 折 取 一 枝 春 枝 ，托 人 寄 往 兰 州 的

冯 国 瑞 先 生 ，以 慰 先 生 对 家 乡 ，对 玉

兰 的 相 思 之 情 。

如今，太平寺中的双玉兰，南边的

一棵树枝苍劲曲折，宛若盘龙；北边的

一棵树枝清秀矗立。两树枝密叶茂，繁

花遍枝，清香四溢，美不胜收。

□ 邵 静

甘泉太平寺 千年双玉兰甘泉太平寺 千年双玉兰

太平寺中的武当玉兰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胡氏民居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