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家祠

【简介】—【正门外】—【前厅】—【聚贤堂】—【后堂和厢房】

【简介】

位于广州中山七路的陈家祠建成于 1894 年，是从前陈姓人家供奉祖先用

的祠堂。中国有句俗话：“同姓一家亲，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广东省 72个

县姓陈的人家集体捐资兴建了这座祠堂，以供奉他们的共同祖先，并作为他们在

喜庆或其他场合进行宗族活动的地方。

陈家祠又名陈氏书院，又是陈氏子弟读书求学的学堂，在建筑装饰艺术上，

陈家祠集广东民间工艺之大成，被誉为“岭南艺术建筑明珠”，故 1959 年辟为广

东民间艺术博物馆。

陈家祠是广东省现存的宗祠中最宏伟的建筑群，占地 15000 平方米，主体

建筑面积 6400 平方米；其建筑风格为中国传统的廊院建筑，采用中轴对称的布

局，即在中轴线上间主要殿堂，两侧配以相互对称的厢房；各殿堂之间有庭院相

隔，用回廊相连。除实体砖墙外，各厅房采用大型落地屏风或格构板墙与庭院分

隔，在艺术上收到大小、高低、明暗、虚实的对比效果。

陈家祠的另一建筑特点是硬山墙结构，屋顶“双檐滴水”。这是过去民房

及此类庙堂的传统建筑形式。旧中国封建等级制度森严，房屋建筑的大小、高度、

颜色甚至屋顶的式样都必须与主人的社会地位的相称；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皇宫内

两侧供卫兵和奴婢使用的房子均为矮小灰暗的平房，而中间的则为红墙瓦高大雄

伟的庑殿式建筑（“四檐滴水”）。

陈家祠在建筑装饰艺术上具有浓厚的广东地方色彩。该祠从上至下，从里

到外，无论是柱、檐、脊、台阶、门窗等都饰以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

或铁铸构件等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不仅起到艺术装饰的作用，而且广罗各种历史、

神话故事，一些花鸟虫兽、鱼、飞禽

走兽雕塑及其构成的图案害隐寓各种意义：如牡丹代表富贵，莲花（并蒂莲）

代表夫妻恩爱，狮子代表权力与尊严等等。

【正门外】

双狮和独兽狮



正门前的两只石雕狮子是按现实中存在的狮子塑造的；弄球者为雄，抚幼

狮者为雌。这种幼狮在我国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一般安放在旧时有地位人家的

住宅或官邸前，是权利和尊严的象征；但屋顶上的独角兽是广东特有的一种虚构

动物。明代时广东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只好诉诸

迷信；他们把自然灾害看成是妖魔鬼怪，于是创造出这种猛兽来驱鬼镇魔。

瓜瓞绵绵

屋顶及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对瓜状的雕塑。这是象征家族繁盛、人丁兴

旺的标志。瓜是一种多籽植物，可以大量繁殖；所以旧时人们希望自己的家族能

像瓜一样生长繁殖，连绵不断地休养生息。

砖雕精品

正门外两边墙上的砖雕描绘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故事。这些砖雕是广东砖雕

艺术的代表作。广东砖雕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制作方法是将一副图案的各部分

分别刻在已经烧制好的小块青砖上，然后砌到墙上镶拼成完整的图案；其他地方

的砖雕一半是将整幅图案先雕在一整块大砖坯上，再烧制成陶砖砌到墙上。广东

砖雕比其他地方的砖雕雕刻工艺更细，技术要来更高，因而更具艺术价值。

1. 刘庆伏狼驹

东面（进门方向右边）的砖雕塑造了刘庆伏狼驹的故事。刘庆是北宋大

将狄青手下的一员勇将。当时外族经常犯境，又一次他们送来了一匹烈马，

扬言要是宋朝无人能将其驯服，他们将派兵进犯。刘庆以其大智大勇制服了

烈马，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并避免了一场战争。

2. 梁山聚义

西面（进门方向左边）的砖雕描绘了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水浒》中“梁

山聚义”的喜庆场面。

石鼓

正门外两侧的石鼓为门第的象征。在封建旧中国，只有当某家族中有

人在科举中取得进士以上的名次时才能在其宅第前暗访大鼓。光绪十八年

（1893 年），即陈家祠落成前一年，陈氏家族中一个叫陈伯陶的人中了探花，

故在此安放了这对石鼓。

麒麟玉书

正门外左边（进门方向）石鼓后墙上的石雕名为“麒麟玉书”。麒麟为中

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体态像鹿，头上有角，身有鳞甲，尾像牛尾。据

说麒麟与孔子同年同月同日生，是祥瑞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经常用



麒麟隐喻圣人；所以，麒麟雕塑实为孔子的化身，其所捧的书则代表圣贤之

书。此图旨在鼓励人们攻读圣贤之书，以图功名。

爵禄封侯

右边石鼓后的墙上也有一副寓意石雕，上面有雀鸟、梅花鹿、蜜蜂和

猴子，隐寓爵、禄、封、侯。

门神

大门上的人像为门神。最初的门神为神荼和郁垒，是传说中能制服恶

鬼卫护宅第的神。他们身披盔甲，手拿绳索，丑怪凶恶。唐代以后，门神逐

渐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代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创的先例。相传，唐太宗

生病时闻门外有鬼魅呼号，所告群臣，秦叔宝请与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伺。

太宗准奏，夜果无事，乃令画工图二人像，挂宫门左右。后世沿袭为门神以

镇邪；有些地方或以小说中描述的武将为门神。（些处所画的画像为秦琼和尉

迟恭，但所持兵器与传统画像所画有所不同，是为民间艺人所创改。）

【前厅】

柚木屏风

陈家祠所存的众多工艺品中，木雕工艺品尤为精细。前厅入门处及聚

贤堂内的柚木屏风是在广东乃至全国均属罕见的木雕工艺精品。陈家祠木雕

工艺品的特点是，大部分木雕均为通雕；故两面所刻的图案内容完全相同，

但背面的图案方向相反。

1. 创大业，儿孙永发

请看这幅图案：一只母鸡和数只小鸡正在芭蕉树下悠闲自在地觅食。这些鸡

其实比作现世中的两代人；而芭蕉树叶很大，“大叶”与“大业”同音，故芭蕉

的大叶子比作先辈们所开创的“大业”。此图的含义是：老一辈人们开创了伟大

的家业，使我们能安享其成；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发愤图强，为后世造福。

2. 壶里乾坤乎，爵禄成

此图由诸多物图构成，各有所寓：

（1） 八卦图：图中八个图形代表八种自然现象（天、地、

雷、风、水、火、山、泽），内含一套玄妙的理论；此处代表人类

的各门知识。

（2） 酒壶，在中国古代著作中，常用酒壶内盛酒之多少

来比喻一个人知识之丰薄。



（3） 酒杯：古文中酒杯叫“爵”；此处比作“爵位”。

（4） 古钱币：其意自明：钱财。

（5） 凤凰：一种代表吉祥的虚构动物。

（6） 麒麟：一种虚构动物，比作知识渊博的人。

此图隐寓的意思是：一个有学识的人终将得取功名，加官进爵。

3. 英雄吐气，福寿连绵（五福捧寿）

此图中一只香炉冒出一缕青烟，组成一个“寿”字，寿字周围有五只

蝙蝠。中文里常用“扬眉吐气”一词来形容一个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生活

上得到满足之人。所以，香炉冒出的青烟比作“吐气”，而冒着青烟的香

炉则比作一个扬眉吐气的人。又“蝠”与“福”同音，故寿字周围的五只

蝙蝠比作“五福”。据《书.洪范》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

宁，四月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故该图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

另外，“五福”还用五只蝙蝠环绕一个仙桃的图案来表示，因为据

说太上老君所种的仙桃吃后能长生不老。

4. 青春发达，大器晚成（“祝福”）

这是一根长成“福”字形状的竹子。竹子在生长初期长得很快，但要

长成有用之才，却要经过多年的发育生长。此图比喻年轻人学习进步很快，

但要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很可能要到晚年才成大器。

故此图说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道理，鼓励人们以努力不懈的精神

去学习和进取。

另外，竹子长成的“福”字还表示“祝福”之意，因中文的“竹”

字与“祝”字同音。

5. “福到”图（背面的“福”字）

这也是一个“福”字，一个左右倒置的“福”字。中文里“倒”与

“到”同音，故倒置的“福”字表示“福到”。

【聚贤堂】

陈家祠的中座叫聚贤堂，是当年陈姓族人聚会议事的地方。聚贤堂

的屋脊和堂前平台的栏杆上有各种雕刻、灰塑和陶塑；它们均有不同的含

义，例如：

岭南佳果



平台的栏杆柱顶端分别雕有各种岭南佳果，如蟠桃、杨桃、木瓜、

荔枝等。这是陈氏族人向他们的祖先供奉的象征性的供品。

三阳开泰

平台的围栏上有各式铁铸图案，其中一幅是太阳下面有三只羊，称

为“三阳开泰”；因“羊”与“阳”同音，故以三只羊代表“三阳”。“阳”

即“阴阳”的“阳”。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贯通于一切事

物的两个对立面。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就用“阴

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消除消长的物质力

量。阴阳的最初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历来引申为

气候的寒暖。据《易经》载：“十月为坤卦，纯阴之象；十一月为复卦，

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羊生于下”。

故三阳开泰表示冬去春来，阴阳阳长，有吉祥之像。俗以“三羊开泰”为

岁首称颂之辞。

独占鳌头

屋脊上的两个突出的东西是传说中的鳌鱼的头。唐、宋时皇帝殿前

陛阶上镌巨鳌，翰林学士、承旨等官员朝见皇帝时立于陛阶的正中，故称

入翰林院为“上鳌头”，后亦称状元及第为“独占鳌头”；故屋脊上（1.7

米高）的鳌鱼头表达了陈氏族人渴望得取功名的心情。

【后堂和厢房】

后堂是陈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这里的神龛上安放着陈氏祖先的

牌位，正中最高者为陈氏远祖舜弟，后世列祖按辈分排列。从前，每年春

秋两季陈氏族人都要在此举行隆重的合族祭祖仪式。这座神龛制作于光绪

十六年（1890 年），是广东现存最大型最精细的木雕神龛。

东西两侧的厢房是当年陈氏子弟读书的课堂。

附：陈家祠内其它图饰说明

1. 风尘三侠（聚贤堂屋脊陶塑）

风尘三侠是唐代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红拂、

李靖和虬髯客。红拂姓张，因常手持一红拂而改以红拂称之，原为隋



朝大臣杨素的侍妾，是一个性情豪放而又美丽多情的少女，因不满杨

素的骄横无术，毅然舍去豪华的杨府，投奔当时还是平民百姓但才华

溢露、胸怀大志的李靖，后二人共同扶助李世民起兵伐隋，成就了一

番大事业。虬髯客也是一豪情侠，与张、李二人相好，他在当时南方

一个小国杀主自立为王后入扶大唐。

2. 八仙祝寿（聚贤堂屋脊陶塑）

“八仙”乃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即铁拐李、

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和曹国舅。传

说他们是由人学道而成仙，各有一件法宝、一套本领。传说王母娘

娘每年三月三日都大摆寿宴，邀请群仙赴蟠桃盛会，为她祝寿。八

仙各带异宝前往赴宴，行到东海，因时间尚早，便各显神通，将自

己的法宝投入海中个人乘坐，自在逍遥；故有“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之说。

3. 麒麟送子（聚贤堂屋脊陶塑）

麒麟是孔子的化身。传说在他母亲怀孕还没

生他时，有只麒麟口吐玉书来到他的家中；孔母用绣钹系在麒麟

身上，不久孔子就降生了。古时将麒麟视为吉祥稀有之物，比喻

罕见而珍贵的东西；后人在亲友得子时往往画得子图或麒麟送子

图相赠以祝贺。

4. 五老图（聚贤堂屋脊灰塑）

聚贤堂屋脊上中间的灰塑为《五老图》。五老指宋朝的五位士

大夫，五人年皆八十余，康宁爽健。他们告老还乡后经常欢聚，

吟诗作乐，研究学问，悠游自在地欢度晚年。五老图亦象征“福

寿”，暗寓“五福临门”。

5. 和合二仙（聚贤堂屋脊灰塑）

和合二仙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他们是得道成仙的高僧，即

寒山和拾得。两人互为好友，均善诗词，各有诗集传世。相传两

人后来居住在苏州寒山寺，至今寒山寺佛殿壁石尚存二人之刻像。

陈家祠聚贤堂东侧大厅屋脊上的陶塑也是这一题材。

6.“太子太师”图（聚贤堂屋脊灰塑）

屋脊上左右两幅对称的灰塑叫“太子太狮”图、图中小狮

子代表“太子”,老狮子代表“太狮”；太狮正辅导太子学习。这

是因为中文中的“狮”与“师”同音的缘故。



7. 竹林七贤（西回廊顶盖灰塑）

前厅与聚贤堂之间的西回廊顶盖上有一灰塑，叫“竹林七贤”，

描绘了魏晋年间七个文人好友在竹林中相会游乐的故事。七贤指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他们均学有所长，

或为文学家，或为思想家，或为哲学家，或为音乐节等。竹林在

河南辉县西南，后建七贤祠祀之，今为竹林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