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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王　 鹤ꎬ张润家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奉系官邸建筑作为近代沈阳居住建筑的代表ꎬ其建筑装饰因融合了中西方

文化而具有双重性ꎮ 分析了奉系官邸建筑装饰样式形成的主要社会因素及其特

征ꎬ以“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装饰”为研究对象ꎬ对 ３０ 座奉系官邸建筑的装饰进行研

究ꎬ从位置、题材、种类和风格 ４ 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奉系官邸建筑的装饰ꎬ总结了其

独特的艺术价值ꎬ为近代沈阳奉系官邸建筑的保护与修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ꎬ
也为其他官邸建筑装饰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ꎮ

关键词:奉系官邸建筑ꎻ近代沈阳ꎻ建筑装饰ꎻ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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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都受到外国殖民

势力的控制ꎬ但原有的封建制度犹存ꎮ 日本

殖民势力的入侵和奉系军阀的统治使近代沈

阳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社会形态ꎮ 建筑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的特点ꎮ 建筑装饰可以反映建筑

风格ꎬ甚至体现当时人们的建筑审美观念

等[１]ꎮ 从建筑装饰上ꎬ比较容易了解西方建

筑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过程和结

果ꎬ即“洋风”与“官样”双方对抗与融合的过

程和产物ꎮ 因此ꎬ对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研

究是对本体建筑研究的完善ꎬ也可为沈阳近

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参考ꎮ
奉系军阀以张作霖的部队为基础ꎬ从镇

压奉天辛亥革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ꎮ １９２８
年皇姑屯事件后ꎬ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成为奉

系军阀的领导人ꎬ并在不久后宣布东北易帜ꎬ
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ꎮ 在张氏父子先后领

导的奉系军阀统治期间ꎬ为东北赢得了相对

稳定的生活环境ꎬ也为奉系官邸建筑的落成

创造了条件ꎮ 奉系官邸建筑装饰是建筑本体

的一部分ꎬ对其的研究有重现历史、延续历史

文脉、升华城市整体文化内涵的重要意义ꎮ

一、奉系官邸建筑简述

奉系官邸是指近代奉系军阀官员以及张

学良执政时期的东北军将领的住宅建筑[２]ꎮ
因为是官员和富人的住宅ꎬ奉系官邸也称公

馆ꎬ集居住和办公于一体[３]ꎮ 奉系官邸建筑

多由日本建筑师设计ꎬ由于受到了西方新艺

术运动与现代派建筑的影响ꎬ使得中西两股

势力相互冲击ꎬ并相互融合ꎬ因而奉系官邸建

筑既具备西方建筑的风格特征ꎬ同时也保留

了中国传统官式建筑样式ꎮ
笔者以统计出的 ３０ 座奉系军阀官邸建

筑为研究范围(见表 １) [２]ꎬ包括集中在“商
埠地”的 １９ 座ꎬ如于学忠官邸ꎻ分布在方城周

围的 ７ 座ꎬ如吴俊升官邸ꎻ处于方城之中的张

作霖大帅府建筑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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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近代沈阳奉系官邸基本情况统计

名称 建造时间 地址
占地面积 /

ｍ２
建筑结构 建筑样式

文物级别及

确定年份
使用功能

★大帅府
(四合院)

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 砖木 中国传统
四合院

★大帅府
(大青楼)

１９１８—１９２２ 沈河区朝阳街少
帅府巷 ４６ 号

— 砖石 欧式
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１９９６)

张氏帅府(金融)
博物馆★大帅府

(小青楼)
１９１８ — 砖木 中西合璧

★大帅府 ( 赵
四小姐楼)

１９２８ ５８８ — 中西合璧

☆王明宇官邸 １９２５ 大东区如意五路
１４ 号

５ １９０ 砖木 　 —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大东区图书馆

☆吴俊升官邸 １９２８ 大东区小河沿路
２２ 号

３ ６００ 四合院为砖
木ꎻ洋楼为
砖混

中国传统
四 合 院ꎻ
洋楼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１３)

中国共产党大东
区委员会

☆杨宇霆官邸 １９２０ 大东区魁星楼路
６ 号

３ ６４０ 四合院为砖
木ꎻ洋楼为
砖石

中国传统
四 合 院ꎬ
欧洲新古
典主义

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３)

大东区税务局

☆常荫槐官邸 ２０ 世纪初 大东区天后宫路
万寿巷 ５ 号

３ ２９５ 砖混 中西合璧 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１４)

大东区委员会等
办公区

☆赵尔巽官邸 １９０５ 大东区万泉街 １
号

— 砖木 中国传统
四合院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某慈善总会

☆孙烈臣官邸
(一)

２０ 世纪初 大东区大北关街
３６ － １ 号

２ ６００ 砖木 典型的中
国传统四
合院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大东区政协办公
用房

☆王维塞官邸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沈河区大南街般
若寺巷 １８ 号

２ ０６３ — — 沈阳市首批不可
移动文物(２００４)

翰林轩文化餐厅

▲于学忠官邸 　 　 — 和平区北五经街
１７ 号

６４７ 钢筋混凝土 欧式 沈阳市首批不可
移动文物(２００４)

申扬律师事务所

▲孙烈臣官邸
(二)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沈河区北三经街
６７ 号

１８０ — — — 沈阳日报社

▲张作相官邸
(一)

１９１７ 和平 区 八 纬 路
１６ 号

４ ８１０ 钢筋混凝土 欧式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国家安全局

▲张作相官邸
(二)

１９２２ 和平区北五经街
２６ 号

— 砖混 欧式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１３)

中国民主同盟辽
宁省委员会

▲汤玉麟官邸
(一)

１９３０ 动工ꎬ
１９３４ 竣工

和平 区 十 纬 路
２６ 号

１９ ６００ 砖混 —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沈阳市政治协商
委员会

▲汤玉麟官邸
(二)

１９３１ 沈河区北三经街
７１ 号

５９０ — —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１３)

私人茶楼

▲张寿懿官邸
(一)

１９１７ 和平 区 八 纬 路
１４ 号

４６８ 钢筋混凝土 —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１３)

沈阳物资集团

▲张寿懿官邸
(二)

— 沈河 区 文 汇 街
３３ 号

８５０ 砖石木 法国古典
主义建筑
样式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沈阳市财政局

▲于济川官邸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中山路 １９６ 号 ２ ６００ 主楼为砖木 法式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私人住宅

▲张廷枢官邸 １９２８ 和平区北四经街
７ 号

— — —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１２６ 中学图书馆

▲万福麟官邸 １９２１ 和平北大街 １７
号

２ ９６０ 钢筋混凝土 欧洲别墅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８)

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辽宁省委
员会

▲邹作华官邸 １９２８ 和平 区 八 经 街
１０ 号

— — — — 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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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建造时间 地址 占地面积 / ｍ２ 建筑结构 建筑样式
文物级别及

确定年份
使用功能

▲宋耀珊官邸 １９２７ 沈河区小南街合
兴巷 １２ 号

１ ２００ 砖木 传统四合
院

沈阳市首批不可
移动文物(２００４)

沈河区滨河街道
办事处

▲阚甸唐官邸 １９２６ (和平北街路东
６５ 号)

２ ６４０ 　 — — — 私人住宅

▲任政栋官邸 　 — (六纬路 １４ 号) 　 — —　 — — 私人住宅
▲刘多荃官邸 １９２７ (四经街 ２ 段 １

里 ９ 号)
１ ３６３ 　 — — — 私人住宅

▲张振鹭官邸 １９３０ (原) 八经街与
九纬路拐角

　 — —　 — — 私人住宅

▲黄显声官邸 １９２８ (三经街 ３ 段 ６
号)

１ ４５０ 　 — — — 私人住宅

▲沈伯符官邸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

沈河区大南街华
岩寺巷 １４ 号

　 — 石混 欧式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１３)

沈河区卫生局

　 　 注:１ ★为方城ꎻ２ ☆为老城区ꎻ３ ▲为商埠地ꎻ４ (原)为已经拆除的官邸建筑ꎻ５ 地址中()为位置不确定ꎮ

二、奉系官邸建筑装饰样式形成的主要

社会因素及其特征

１.奉系官邸建筑装饰形成的主要社会因素

近代以来ꎬ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ꎬ中国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ꎮ 而经历过明治

维新的日本已经强大起来ꎬ在中国制造混乱

以趁机分得一杯羹ꎮ 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阀

为了壮大自身力量依靠日本势力ꎬ在某种程

度上为东北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

境ꎬ在此基础上ꎬ奉系官邸建筑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ꎮ
(１)殖民势力建筑观的影响ꎮ 西方殖民

势力入侵中国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ꎬ使中国人

逐渐意识到西方力量的强大ꎮ 逐渐有思想积

极人士开启了出国求学之旅ꎬ他们吸收了外

国的建筑文化ꎬ回国之后便模仿西式建筑建

造自己的住宅ꎬ这为沈阳奉系官邸建筑的形

成创造了条件ꎮ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日俄战争后ꎬ
日本替代俄国占据“南满洲”铁路沿线ꎮ 之

后便开始了大兴土木的建造活动ꎬ对沈阳奉

系官邸建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２]ꎮ
(２)奉系权贵传统价值观的影响ꎮ 奉系

军阀对其官邸建筑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军阀本

身的背景ꎮ 对于官邸建筑风格的选择表达了

官邸主人对建筑的审美ꎬ更体现了军阀的内

心世界ꎮ 部分军阀受封建制度的影响较深ꎬ
尽管他们选择服从于新的统治阶级ꎬ但其内

心仍倾向于原有的生活ꎬ喜爱原有具有封建

等级的四合院式建筑风格ꎻ接受西方新式教

育的将军一般向往推翻中国封建制度的束

缚ꎬ在建筑风格上崇尚西方近代建筑风格ꎻ其
他一些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进步ꎬ顺应

时代的发展ꎬ追求简洁的现代生活ꎬ在建筑风

格上喜欢简洁大方的现代风格[４]ꎮ
２.奉系官邸建筑及建筑装饰的特征

建筑装饰依附于建筑ꎬ对奉系官邸建筑

特征的把握有利于对装饰的分析ꎮ 一方面ꎬ
奉系官邸建筑装饰引入了西方建筑装饰文

化ꎬ具备了西洋建筑装饰的特点ꎻ另一方面ꎬ
奉系军阀在传统封建等级观念下保留了传统

的建筑装饰文化ꎬ使得奉系官邸建筑装饰呈

现出多样特征ꎮ
(１)建筑特征ꎮ 奉系官邸建筑的规模一

般介于民间住宅与传统府衙及近代公共建筑

之间ꎮ 具体建筑特征为:①奉系官邸建筑有

院落ꎬ多数为对称式布局ꎬ并开始由传统的多

进院落向西方的多路院落转化ꎻ②占地面积

较大ꎬ由一层向二、三层转化ꎬ部分建有半地

下室ꎻ③建筑结构类型多样ꎬ主要有砖木结

构、砌体结构、砖混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等ꎻ④
建筑功能多样化、合理化ꎬ设备齐全ꎻ⑤风格

多样ꎬ适当追求豪华气派ꎮ
(２)建筑装饰特征ꎮ 在奉系官邸的内外

部空间中ꎬ石雕、砖雕、木雕等装饰随处可见ꎬ
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和生动的形象叙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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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内涵ꎬ使建筑功能和性质具有可识别

性ꎬ进而规范、约束人的行为活动[５]ꎮ 奉系

官邸建筑装饰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①
装饰数量多ꎬ位置分布广ꎬ增加了西方柱式、
门楣窗楣等装饰ꎻ②题材丰富ꎬ以中国传统装

饰题材为主ꎬ寓意深远ꎬ以动植物及山水类和

文字类居多ꎻ③装饰种类繁多ꎬ石雕和彩画被

广泛运用ꎻ④中西文化融合ꎬ装饰风格多样ꎻ
⑤讲究等级ꎮ

三、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艺术表现

奉系官邸的建筑装饰呈现出中国传统样

式、西方别墅样式以及中西合璧等多样式混

合的景象ꎬ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形式的转折ꎮ
笔者分别从建筑装饰的位置、题材、种类和风

格 ４ 个方面对奉系官邸建筑装饰展开研究ꎬ
从而为总结辽沈地区独具特色的奉系官邸建

筑装饰的艺术价值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装饰的位置

虽然传统四合院风格的奉系官邸建筑装

饰的位置没有太大改变ꎬ但是混合风格和西

洋风格的建筑装饰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西方装

饰并对其进行了简化创新ꎮ 老虎窗、门楣、窗
楣、墙裙等的运用丰富了奉系官邸建筑的装

饰ꎬ大大提高了建筑装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ꎮ
(１)建筑外部空间装饰

①屋顶装饰ꎮ 受建筑材料与西方平屋顶

的影响ꎬ屋顶形式呈现多样化ꎮ 对于平屋顶

而言ꎬ屋顶装饰逐渐被建筑外立面装饰代替ꎮ
与此同时ꎬ出现了中西混合风格的屋顶装饰ꎬ
如赵四小姐楼平屋顶檐下的彩画、王明宇官

邸等屋顶上的三角形或半圆形老虎窗ꎮ
②梁柱装饰ꎮ “梁”是对于中国传统木

结构建筑而言的ꎬ和 “柱子” 一起称为 “梁

柱”ꎬ其装饰以彩画为主ꎬ也有丰富的木雕装

饰ꎻ“柱”在西方建筑中以石柱为主ꎬ装饰为

石雕ꎬ柱头雕刻尤其精美[６]ꎮ 部分奉系官邸

建筑的外立面有西方柱式ꎬ如大青楼采用传

统青砖材料ꎬ形成了独特的方形柱(见图 １)ꎮ
　 　 ③门窗装饰ꎮ 门窗装饰中采用了与建筑

风格相应的装饰样式ꎮ 奉系官邸建筑更多的

图 １　 大青楼入口的方形柱

用中西混合的门窗装饰ꎬ即外形为西方装饰

形式ꎬ门扇和窗扇则采用传统的棂格装饰

(见图 ２)ꎮ

图 ２　 常荫槐官邸中西结合的门窗及栏杆装饰

　 　 ④栏杆与墙壁装饰ꎮ 栏杆作为空间围合

的元素ꎬ既有实用功能ꎬ又起到装饰作用ꎬ其
中ꎬ“西洋瓶式栏杆”极为常见ꎮ 随着审美的

发展ꎬ栏杆在建筑外立面仅作为一种装饰元

素(见图 ２)ꎮ 墙壁装饰的位置分布广泛ꎬ一
般在墙壁与屋顶交接处、楼板所在的墙面位

置以及中国传统建筑的墀头、影壁、廊心墙和

下碱部分等ꎮ
⑤铺地装饰与院落景观ꎮ 为了追求自然

美ꎬ室外通常用砖石铺地ꎬ包括方砖和卵石ꎬ
甚至是西洋形式的瓷砖铺地ꎬ如杨宇霆官邸

四合院正房廊下的瓷砖铺装ꎮ 院落景观是指

建筑外部空间的景观ꎬ与建筑风格形成呼应

或对比ꎬ例如ꎬ王明宇官邸中西结合的后花园

景观与建筑相呼应ꎬ而杨宇霆官邸庭院内的

西式喷泉与传统四合院形成对比ꎮ
(２)建筑内部空间装饰

①天花ꎮ 天花多为矩形吊顶ꎬ上面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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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纹样ꎬ部分客厅或重要房间的天花表面有

织物或木材包裹ꎬ与传统的天花藻井具有异

曲同工之处ꎮ 灯饰从西方传来ꎬ天花上多为

金属和其他材料相结合的吊灯ꎬ是典型的中

西结合的产物ꎮ
②墙面ꎮ 通常在地位较高的奉系军阀的

住宅中ꎬ室内墙壁上会有墙裙包裹ꎬ如张作相

官邸、万福麟官邸和常荫槐官邸等ꎬ墙面用带

有雕刻纹样的上好木材包裹ꎬ不仅保温性好ꎬ
而且给人以大自然的亲和力ꎮ 而大青楼另辟

蹊径ꎬ墙裙采用西洋材料瓷砖拼贴做法ꎬ并且

将西方建筑中的壁炉嵌于墙体ꎬ与同样嵌于

墙体的玻璃画框一起丰富了墙面装饰ꎮ 另

外ꎬ壁灯也作为装饰被广泛运用ꎮ
③门窗ꎮ 室内门窗装饰十分丰富ꎬ如赵

四小姐楼室内的窗户装饰多达 ２７ 处ꎮ 很多

门窗采用拱券造型和西方惯用的线脚装饰手

法来凸显使用者或设计师先进的审美观念ꎬ
以几何形体为主要装饰ꎮ 例如ꎬ张作相官邸

室内门窗的木质线脚装饰ꎬ为了简化西方繁

复的门券和窗券ꎬ将重点雕刻的镇石部位概

括为简单的倒梯形ꎮ
④楼梯和铺地ꎮ 传统居住空间的楼梯装

饰十分简洁ꎬ但是由于受到西方影响ꎬ奉系官

邸室内楼梯扶手处的望柱和裙板都有丰富的

木雕装饰ꎮ 室内地面铺装及楼梯铺装广泛采

用木地板ꎬ搭配各种纹样精美的地毯ꎬ自然美

观ꎮ 而我国木质地板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才作为新兴产业广泛发展起来ꎬ可见当时不

仅人们的审美水平非常高ꎬ而且工人也具备

了高超的技术来完成施工和后期维护[７]ꎮ
⑤柱式ꎮ 中国古代传统居住建筑因室内

空间较小ꎬ一般不设柱子ꎮ 然而受西方精美

柱式的影响ꎬ近代奉系官邸建筑将原本位于

建筑外立面的立柱装饰用在室内ꎬ例如ꎬ大青

楼室内的过道、赵四小姐楼的大厅以及常荫

槐室内墙壁间均有雕刻精美的立柱ꎮ

２.装饰的题材

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题材十分丰

富ꎬ在延用了中国传统建筑装饰题材的同时ꎬ
也加入了新的内容ꎬ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情

感融于建筑装饰中ꎮ 因此ꎬ从这些建筑装饰

的寓意中可以看到人们当时的情感与情怀ꎬ
同时了解这些题材的空间意义ꎮ

(１)题材的分类ꎮ 从内容角度出发对建

筑装饰的题材进行分类是一种普遍且全面的

分类方法ꎬ因此ꎬ可以将沈阳奉系官邸的建筑

装饰分为 ４ 类:动植物与山水类、生活类(见
图 ３)、神话传说类和文字类ꎮ
　 　 ①动植物与山水类ꎮ 动物有金鱼、鸟、老
虎、熊猫等ꎬ而南方动物熊猫装饰的出现ꎬ是
多元文化交融的体现ꎻ植物有梅、兰、竹、菊和

葡萄等(见图 ３(ａ))ꎻ山水类通常以彩画的形

式出现ꎬ展现大自然宁静悠然的景象ꎮ 奉系

官邸建筑装饰创新地采用简化概括的手法ꎬ
用几何来表现自然生物ꎬ例如ꎬ邹作华官邸外

立面用 ９ 个圆球来表现盛开的花朵ꎮ

图 ３　 孙烈臣官邸装饰题材

　 　 ②生活类ꎮ 具体可以分为生活物品类和

人物场景类ꎮ 于济川官邸的后花园中有多处

影壁都是以欧洲人物的生活场景为题材的雕

刻ꎻ杨宇霆官邸彩画上也有多幅描绘女子生

活的场景图ꎻ孙烈臣官邸下碱装饰有小孩子

摘桃或石榴的场景图(见图 ３(ｂ))ꎮ 生活物

品以笔砚、西洋花瓶等生活物品为题材ꎮ
　 　 ③神话传说类ꎮ 包括中国传统神话传说

和西方神话传说两类ꎮ 中国神话传说类装饰

有大帅府四合院大门上的门神画像等ꎻ西方

神话传说类装饰主要体现在于济川官邸的建

筑装饰中ꎮ
④文字类ꎮ 汉字是象形文字ꎬ经过古人

智慧的加工被赋予一定意境ꎮ 因此ꎬ汉字作

为装饰在奉系官邸建筑中被广泛运用ꎬ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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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府四合院影壁中大写的“鸿福”二字以及

孙烈臣官邸廊心墙上“喜”字装饰等ꎮ 同时ꎬ
英文字母也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开始被运用ꎬ
早期的于济川官邸的正立面照片显示有英文

花体“ＪｉＣｕａｎ”的装饰样式ꎮ
　 　 (２)题材的意义

１)寓意

① 社会等级制度及权力的标志ꎮ 中国

古代ꎬ“龙”是皇帝才有权使用的装饰元素ꎬ
大青楼墙面雕刻的两条龙ꎬ象征着张作霖在

近代东北至高无上的地位ꎻ此外ꎬ耸立的柱子

和雕刻精美的柱头装饰ꎬ也使人对建筑及其

主人产生仰慕、敬重之情ꎮ
② 社会伦理教化ꎮ “梅兰竹菊”在奉系

官邸建筑装饰中的反复运用ꎬ是标榜传统文

人气节的儒家文化的体现ꎻ同时ꎬ在清净无染

的道教文化的影响下ꎬ出现了香炉、焚箔亭等

装饰元素ꎮ 而于济川官邸外墙面多采用西方

«圣经»里的人物作大型雕塑装饰ꎬ反映了建

筑主人的宗教信仰ꎮ
③祈福辟邪ꎮ 沿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祈

福求吉的意愿ꎬ代表吉祥的传统图案或文字

装饰被大量运用ꎬ主要以孙烈臣官邸和大帅

府四合院为典型ꎮ 此外ꎬ于济川官邸墙面上

雕刻有大量西方人物的生活场景ꎬ寓意着建

筑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ꎮ
２)空间意义

①引导作用ꎮ 匾额上的题字便于人们对

空间的性质进行辨认ꎻ装饰的重复和分类也

能起到导向作用ꎮ
②划分空间ꎮ 大帅府建筑群中ꎬ以自然

类题材为主的四合院、几何和自然类题材相

结合的大青楼以及以几何类题材为主的赵四

小姐楼等丰富了大帅府水平空间层次ꎻ“西
洋瓶式栏杆”运用于窗户与楼板之间的墙面

上ꎬ起到划分竖向空间的作用ꎮ
３.装饰的种类

根据装饰的制作工具和加工方式ꎬ装饰

的手法可以概括为雕刻、绘画、构造、塑制、粘
贴等ꎬ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类别多样ꎬ如
果按照加工手法将其分类ꎬ能够比较全面地

进行概括ꎮ 因此ꎬ可以将装饰的种类总结为

三雕和彩画以及其他装饰种类[８]ꎮ
(１)雕刻和彩画装饰ꎮ 雕刻和彩画在中

国传统建筑装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随

着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ꎬ近代建筑经历着木

雕和砖雕被石雕取代的过程ꎬ奉系官邸建筑

则是这一过程的缩影ꎮ 彩画因其特有的艺术

魅力得到了传承和创新ꎮ
①木雕ꎮ 虽然受到西方石结构建筑文化

的冲击ꎬ但仍可以在奉系官邸建筑中看到传

统木构架建筑ꎬ其木雕十分丰富ꎬ如孙烈臣官

邸、大帅府四合院等的雀替、门簪、廊坊等ꎮ
②砖雕ꎮ 砖雕在奉系官邸建筑中的运用

比较广泛ꎬ主要体现在传统四合院式的建筑

中ꎬ题材以动植物与山水类和生活类为主ꎮ
另外ꎬ文字类的砖雕装饰富有特色ꎬ在孙烈臣

官邸中被广泛运用ꎮ
③石雕ꎮ 奉系官邸中ꎬ宏伟而精致的西

洋风格装饰离不开石雕ꎮ 例如ꎬ大青楼以石

雕完成了整个建筑立面的装饰ꎬ题材丰富ꎬ数
量繁多ꎬ与传统青砖材料相结合ꎬ使得建筑外

立面十分气派ꎮ
④彩画ꎮ 彩画在大帅府的四合院、小青

楼ꎬ杨宇霆官邸、孙烈臣官邸等都有运用ꎬ这些

富丽堂皇的彩画主体线路为金线ꎬ属于高等级

的官式苏画ꎮ 除此之外ꎬ并非传统四合院风格

的赵四小姐楼在屋檐下方也有彩画装饰ꎮ
(２)其他装饰种类ꎮ 除雕刻和彩画之

外ꎬ构饰、塑饰和帖饰等也在传统建筑装饰中

取得很高成就ꎮ 这些装饰在奉系官邸建筑广

泛运用的过程中ꎬ结合了西方建筑装饰文化ꎬ
令其内容更加丰富ꎮ

①构饰ꎮ 构饰是指对建筑的细部构件加以

组合装配ꎬ形成有新意的立体图案ꎬ运用于奉系

官邸建筑的棂格、铺地、席编以及围栏、柱子等ꎮ
②塑饰ꎮ 塑饰是指用手对较柔软的可塑

性材料进行加工ꎬ然后固化成型的装饰手法ꎮ
如瓦当装饰以及塑饰花纹等ꎮ

③帖饰ꎮ 帖饰是指将装饰材料贴在建筑

表面的装饰手法ꎬ包括贴砖、嵌瓷、装裱等ꎮ
例如ꎬ杨宇霆官邸内有一处座山影壁ꎬ此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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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做法运用了帖饰的手法ꎬ呈现了中西结

合的画风ꎮ
４.装饰的风格

笔者从装饰风格的分类出发ꎬ分析并解

释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风格ꎬ再以实际

案例具体探讨混合风格的特色ꎮ
(１)装饰风格分类

①传统风格ꎮ 传统风格的建筑装饰完全

继承中国传统装饰文化ꎬ典型的有孙烈臣官

邸四合院和大帅府四合院的建筑装饰ꎮ 虽然

在大帅府四合院中ꎬ有西洋花瓶样式作装饰ꎬ
但整体按照中国传统装饰的线路展开ꎮ

②西洋风格ꎮ 西洋风格与传统风格相

反ꎬ建筑装饰中没有中国传统装饰元素ꎬ而是

完全按照西方装饰的样式进行装饰设计ꎬ如

于济川官邸、万福麟官邸等建筑的装饰ꎮ
③混合风格ꎮ 混合风格的奉系官邸建筑

装饰中ꎬ传统装饰元素和外来装饰元素相互

融合ꎬ使建筑的装饰风格呈现“中西合璧”的
效果ꎮ 例如ꎬ杨宇霆官邸在传统四合院式建筑

的院落中用欧式喷泉点缀ꎻ小青楼室内外的风

格存在鲜明的“西洋”与“传统”风格的区分ꎮ
(２)混合风格装饰的实例分析ꎮ 无论是

传统风格还是西洋风格的建筑装饰ꎬ在历史

上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旨ꎬ吸引了大

量相关学者进行研究ꎮ 然而混合风格的建筑

装饰作为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一大特色ꎬ却
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ꎬ笔者从混合风

格装饰所在的位置变化、题材表达、种类划分

和构图等方面进行实例分析(见表 ２、图 ４)ꎮ
表 ２　 混合风格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典型实例

所在官邸 位置 混合风格特色 构图

常荫槐官邸

影壁上端
用石材代替木材雕刻出椽头的位置ꎻ椽头上雕刻“万”字装
饰ꎬ取代了原来的彩画

—

檐下
汉字“回”形纹装饰题材与简化的植物类题材相结合ꎻ用石
刻装饰表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木雕装饰(倒挂楣子)

无边框ꎻ中心对称式构图
柱头

柱头
西洋柱式的形式ꎬ柱头雕刻纹样ꎬ但题材选用的是中国的白
菜叶子ꎬ象征蒸蒸日上ꎬ符合官式寓意

—

柱础
矩形外框ꎬ内部为植物ꎬ各约占 １ / ２ 面积ꎬ与传统风格以内
容为主的装饰形成对比ꎻ区别于传统风格自由的不对称式
构图ꎬ成规则的中心对称式构图

有外框ꎻ中心对称ꎻ内部三
角形构图ꎬ角朝下ꎬ与向两
边斜向生长的叶子一起ꎬ体
现出延展性和生命力

大青楼

墙体外立面顶部
以石雕“双龙戏珠”取代中国传统的石刻或彩画等形式ꎻ
“龙”作为装饰象征主人地位之高ꎻ中间珠子用五片叶子作
为背景ꎬ做向外发射状ꎬ象征主人极大的影响力[９]

无边框ꎻ纵向中心对称ꎻ三
角形构图ꎬ龙拱起的高度
基本一致ꎬ具有韵律美

入口柱身装饰

西方柱式传入我国ꎬ因为方砖的限制ꎬ部分演变为长方体柱
式ꎻ柱身装饰中ꎬ西方建筑装饰中较为普遍的变形几何形体
作为框架运用在构图中ꎬ内容采用传统的吉祥图案:牡丹和
莲花寓意廉洁富贵ꎬ从而形成中西方混合风格装饰[１０]

中间的莲花占有优势位置
(中心)ꎻ上下两个带倒角
的长条矩形内牡丹花纹装
饰呈横向中心对称

图 ４　 混合风格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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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ꎬ混合风格的建筑装饰个体在

装饰的位置、题材的选择和表达等方面的运

用比较灵活ꎬ不拘泥于传统的装饰形式ꎬ同时

不失主人的身份ꎬ是其社会地位和审美品位

等的完美表达ꎮ

四、结　 语

在继承中国传统装饰文化的同时ꎬ近代

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融合了西方的建筑装饰文

化ꎬ体现出当时的军政要人对于居住环境的

要求及其审美趣味ꎬ是在建筑师的精心设计

以及奉系官员的参与下完成的具有时代意义

的建筑创作ꎮ 近代沈阳奉系官邸建筑被赋予

了别具一格的建筑装饰样式ꎬ最终形成了中

西结合、多元化、内涵丰富、创新性和独特性

突出的建筑装饰形式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ꎮ
研究奉系官邸建筑装饰的艺术价值对建立系

统的沈阳奉系军阀官邸建筑装饰资料库ꎬ开展

近代沈阳建筑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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