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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华

想起那座“开而不封”的城
撰稿｜孔安妮

　　盛极一时，隐于尘烟。而它毕竟不甘寂寞。

2024年 5 月 2 日 23 时 22 分，开封市消防救援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一建

筑房顶着火，无人员被困。接警后，支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力

量赶赴现场处置。根据后续的新闻报道，起火建筑系河南大学

明伦校区大礼堂，既是该校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黄河之水天上来，群山拱卫天下之“中”，国宝河南，遍

地文物。此次火灾事故导致大礼堂部分屋顶坍塌损毁，令人惋

惜痛心；而追溯建筑的历史与周边的环境，那个盛极一时又隐

于尘烟的开封城，恍惚间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历史的见证者

河南大学前身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建于1912年，

是在清雍正九年（1731年）建立的“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创办的。

1915 年以来，该校先后建设了“六号楼”、“七号楼”、东西

斋房、南大门与大礼堂等，构造精妙、气魄恢弘，建筑形制融

合了中国官式建筑与河南地方建筑手法，又吸收了西方建筑比

如柱式、门窗等局部形式，是中西合璧的国之瑰宝。

其中，1931 年 11 月动工、1934 年年底建成的大礼堂，南

北长 73.75 米，东西宽 53.75 米，高 24.4 米，总建筑面积 4687

平方米，位居校园南北中轴线和东西轴线的交汇点上，尤其吸

睛。大礼堂采用传统宫殿式重檐庑殿顶建筑造型，尺度惊人，

配以 8 根巨柱和收分砖砌墙体，入口处宽阔台阶相辅，挺拔高

峻，巍峨壮观。在抗日救亡的岁月里，大礼堂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接纳过东北流亡的学生，还曾是冼星海唱响激昂悲歌的剧

场。

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大礼堂在内的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

早已成了一代代河大人的精神图腾。它们不仅浑厚典雅、兼具

实用价值，还是河南乃至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见证者。同

时，这组位于开封市旧城东北隅的建筑群，北依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宋代开宝寺塔，东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封城墙，

亦将人们的思绪不自禁地带到了东京梦华的时代。

开封铁塔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 年），素享“天下第一

塔”的美称。塔高 55.88 米，共有八角 13 层，是中国最高大、

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琉璃砖塔。因原址曾为开宝寺，

又称“开宝寺塔”；又因通砌褐色琉璃砖，浑似铁铸，从元代

起民间称其为“铁塔”。

建筑技艺上，铁塔“科技含量”颇高。建塔选材吸取其前

身木塔雷击烧毁的教训，采用了绝缘的、不导电的琉璃瓷砖，

避免了大雨雷击的可能性。瓷砖另一个特点是应压强度高，非

常牢靠。塔门的设计则独具匠心，不用发券的半圆门，而采用

上尖下方的圭形门，用五层云纹砖逐层收压，外观像佛龛，却

更为坚固。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