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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尚有宗庙、家庙、祖庙、私庙、墓祠、家祠、宗祠、祖祠、庙祠、寺

庙、食堂、斋祠、宫室等称呼，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凝结了中华民族伟大智

慧结晶的一种特殊古老建筑。在历史上它是朝拜祖先、家族议事、继承传统、团

结家族的一个非常神圣的聚集场所。 

风格古雅、气势宏伟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伟大创造，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作为中国保存最多的一种古建筑群体，

祠堂承载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

念、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等内涵。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我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宗法制度的统治之

下，家族观念十分深刻，祭祀祖先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祠堂反映着我

国人民对先祖的崇敬与怀念，同时也打上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 

祠堂的历史沿革 

中国祠堂经历了原始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周代宗庙、汉代墓祠、唐代家庙、

宋代家祠、明清祠堂、当代祠堂七个发展阶段，分为祭祖祠堂、名人祠堂、神祠

三大类别，具有文物、教化、寻根、旅游、文化娱乐等多重价值。 

早在周朝，我国的宗族制度就已经很完善，按照那时的祭祀规定，只有士以

上的人才能建庙祭祖，庶人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能建庙祭祖的这些特权阶级，也

根据他们的身份划分了等级：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分别对应不同的祭祖

礼制。这一时期被称为宗庙制。 

隋唐时期，官员祭祖的家庙祭祀制度盛行，官员按照官职大小划分祭祀享用

的级别，从国家礼仪的高度对此作了规定：“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

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寝”。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下层



官员和庶人祭祖只能在“寝”，也就是生活的房子里进行，而无权建庙祭祖，依

然充斥着严重的等级制度。 

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彻底确立，官员家庙祭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以

祠堂、族长为核心的祭祖新形式——祠堂祭祀制度开始兴起，庶人阶层由此有了

建祠祭祖的权力。 

祠堂一般分为家祠和宗祠。家祠是家人祭祀近代祖先的场所，一般不出五服。

而宗祠则是族人祭祀先祖的地方。 

明代嘉靖十五年，明世宗吸纳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诏令天下臣民祀始祖，遂

使宗祠遍天下。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这种建立宗祠祭祀祖先的风气在清朝康、

雍、乾三朝达到了顶峰，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祭祀由专门的家庙制度转变成庶

人祭祖的宗祠制度。 

康熙九年，清朝廷颁布的《上谕十六条》，对宗祠的功能作了如下规定：“敦

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

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黝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

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饵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明清及民国时期，是中国祠堂发展的鼎盛时期，当代中国祠堂经历了曲折的

发展，现处于恢复时期。 

宗祠是我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殊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宗祠的命运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宗祠常常被挪作它用，如改

作成贫民住房、供销社、学校、仓库等等，宗祠的文物遭到严重破坏。但真正让

宗祠遭受灭顶之灾的，还是文革的到来，随着“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

宗祠作为封建遗存被大量损毁，里面的楹联、匾额、雕塑等珍贵文物都被大量销

毁。幸存下来的宗祠，也要么被挪作它用，要么废弃不顾。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文革中发生的人为组织性的破坏被停止，但我国社会开

始了城镇化的步伐，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传统的宗法制度遭遇挑战，人们的

宗族观念越来越淡薄，宗祠成为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获得新的发展，首先在福建、广东、

浙江等地，继而在全国城乡民间，掀起了续家谱、修祠堂的热潮，宗族活动在新

的环境下有所恢复，寻根热悄然在海峡两岸兴起。特别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南方地

区，续谱、修祠发展更为迅猛。 

当代祠堂是对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旧祠堂的批判继承，它已不是完全意义上

的传统宗族祭祖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主要是保留了追思祖先

的精神依托，成为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宗族祠堂等旧形式，在当代更多地作为文

化形态保存下来。当代祠堂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呈现出许多新的价值。 

当代祠堂是历史上祠堂的延续与发展。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祠堂在风雨中

屹立了几千年。随着社会与科学的进步，宗族观念有所淡化。但千百年宗族制度

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宗族观念的消除，更不是民俗民风的消失，而是隐含到民间

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日常生活和人们的记忆中。 

由于姓氏居住人口的历史环境，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祠堂的历史及

规模南方较为普遍，北方祠堂较为少见，如南方代表性祠堂 

湖南汝城金山村李氏家庙 



 

胡氏宗祠，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瀛洲乡大坑口村，大坑口古称龙川。龙川胡氏

宗祠是一处始建于明代中期的家族祠堂建筑，属于胡氏家族祭祀祖先、议决族内

大事的场所。胡氏宗词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7 年），祠内装饰以各类木雕

为主，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之称。 

 

安徽绩溪龙川胡氏宗祠 

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建于清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1888-1894 年），它

是当时广东省七十二县陈氏宗亲合资兴建的族祠。陈氏书院以其精湛的装饰工艺

https://baike.baidu.com/item/å®�å¾½ç��/526353


著称于世，在它的建筑中广泛采用木雕、石雕、砖雕、陶塑、灰塑、彩绘和铜铁

铸等不同风格的工艺做装饰。雕刻技既有简练粗放，又有精雕细琢、相互映托，

使书院在庄重淡雅中透出富丽堂皇。 

 

广州陈家祠 

京西芦子水隗氏祠堂即“明恩堂”，占地约六亩分为四个区域，古墓木制碑

林区，对联、题词、书法、艺术碑林区，烈士广场纪念区、祠堂展示区，祠堂于

2009年由京西隗氏成员建成，仿明清古建筑，为祭祀先祖、教育子孙、民俗展

示、旅游观光的综合文化园。汉白玉石刻狮子、石刻门洞，祠堂一进院、中堂二

进院、寝堂三进院组成主体建筑，由前照山、后靠山、功德榜照壁、旗杆座等主

体建筑形成九点一中轴线的格局 



 

   隗氏祠堂祠堂 

京西隗氏祠堂简介 

隗氏祠堂以北方特色古建筑风格的四合院形式展示古建民俗文

化。祠堂分三进两院，进入祠堂一进院中间门、两侧三个门洞及两侧

厢房组成，中间门洞上方匾额为隗氏文苑，由正门、一厅、二厅、走

廊、四角亭组成。一进院为隗氏祠堂，厅内主要展示的是隗氏历史名

人画像，商代得姓始祖大隗氏、春秋叔隗，季隗(晋文公春秋霸业内

当家)、秦丞相隗林（成就秦始皇霸业者）、东汉西周名将隗嚣（惜

败于西汉刘秀，否则历史重写！）、隗嚣之子隗纯、北凉名将隗仁、

三国孝子隗相、三国天文家隗禧、晋国术士隗炤、南宋狱卒隗顺（岳

飞遗骨保存者）、明抗达英雄隗朝水、清朝涞水进士隗帮恒等画像，

还展示明朝、清朝、民国地契，文书，涞水隗守翠小石棺等文物、文

字、照片及四区县烈士名录。院落两侧走廊，一侧为省部级以上劳模、

先进工作者及三等功以上人物名录，其中劳模 23人，一至三等功 24

人，另一侧为隗福临上将，隗福祺、隗福聪、隗福勤、隗有清等地专

级游子级简介。 



祠堂二进院门上悬挂京西隗氏堂号“明恩堂”匾名，寓意是：“明”

一是京冀隗氏于明朝永乐三年始迁居芦子水，二是纪念明代抗鞑英雄

隗朝水，三是隗氏后人须明世祖知高祖，四曰隗氏子孙须明事理；“恩”

是对先祖先烈知恩，对长辈亲人感恩，对晚辈积恩，对社会报恩。正

殿及配间主要供奉展示的内容：得姓始祖、京冀隗氏始祖以下的 18

代先祖隗氏主家堂排位，各分支已故先祖家堂排位（目前已有 38 个

分支已故先祖家堂在此供奉），其中有传承至今隗氏古碑十八代家堂

及六渡、北窖、长操、山川、后石门、涞水汤家庄等现保存完整已保

存 200-400 年的家堂（复制），此为隗氏各分支脉传承的重要依据。

隗氏原传承字辈：支士小通元朝仲世进文迎守廷成学荣秉甫有水合功

立富贵庆满春，从 1405 年始传至今六百余年已传承到第 26 代“庆”

字辈。隗氏字辈传承排行礼仪除孔孟外隗氏是较规范的，在就餐、就

坐、称呼时不论年龄论辈分，是隗氏的基本礼仪和习俗。隗氏祠堂内

还展示有隗氏族规、祖训、家族媳妇、青年成人礼及家族成员三个宣

誓词、祭祀文、晚辈感言、族徽、族旗、族歌等内容，字辈排序、族

规祖训、家风家教是追踪续谱传承文化的重要内容。家风家教是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习近平在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对家风家教家庭团结

社会和谐的建设提出明确指示。 

正厅家堂排位上方挂有三个匾，正中匾为：忠孝德厚，寓意是：

族人要忠于家庭、要爱国忠于国家；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也是隗氏族人必须做到的品德；德厚，人要厚道讲品德。左

侧匾额为：勤俭和睦，首先是一个家庭要讲勤劳、节俭，要和谐、敬

重、团结，其次是要和邻里之间相互和睦友好。右侧匾额为：敬祖重

教，作为族人要做到尊重祖先，敬重长辈，教育晚辈如何做人，重视



学历教育，如仅房山隗氏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的就要三百多人，当今

隗氏成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含第二学历）占 10%左右，是一个

比较注重尊师重教的家族。三块匾的内容连起来是忠孝德厚、勤俭和

睦、敬祖重孝是隗氏祖训的重要内容。 

 

烈士广场纪念区 

 



                            古墓、墓志碑林区 

宗族祠堂的历史作用功能 

祠堂文化是中国传统信仰文化。祠堂把家族文化中的器物层次、制度层次、

信仰层次进行了浓缩。祠堂是家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体现，家族有自己的家谱、家

规，这些资料大部分也是放到祠堂里面。祠堂也是宗族议政、处理家族事务的地

方，对族人进行一些惩罚也在这里。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祠堂文化特别强调孝，祠堂左右两边的门上面分别

写着“出悌”“入孝”，即出门对人要友好，回家要孝顺父母，祠堂是宣传孝文

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承载着儒家的孝道文化。 

历史上宗族祠堂的功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祭祀祖先 

我国传统观点认为，一个没有人祭祀的先祖，肯定是家道衰亡或没有后代，

因此，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十分重视祭祀先祖，这也成为祠堂的首要功能。在

祭祀先祖的过程中，还能凝聚宗族，是维系封建家族关系的一种重要工具。 

祭祀主要在春冬两季进行，春祭“清明”，称“清明会”；冬祭“冬至”，

称“冬至会”。祭祀过程中，一族的男子备好牲礼等祭祀用品，欢聚宴饮。有势

力的族人还会搭台唱戏，以供全族欢乐。这种祭祀活动，在崇奉祖先的同时，也

达到了后代认祖归宗的目的，确立了每一个人在宗法社会里的血缘归属。 

 奖惩、教化族人 

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许多宗族会向族人宣读“族谱”、“族规”，讲述祖

先创业的艰难、祖上的荣光，教育、勉励后代子孙奋发图强，不辱祖德。“族规”

一般有奖惩，族人在犯规时，会依据“族规”的规定在宗祠对其实行惩罚，在古



代社会，犯事严重的甚至会在宗祠加以杀害。对于功名成就者、成为楷模的族人，

也会对此加以褒奖，树立榜样，激励族人。 

 聚会、议事 

祠堂还是族人聚会、议事的重要地点。在族中遇见重大事情如选举族长、修

建祖坟、与邻族产生纠纷，就可以由族长召集族人，在宗祠聚会，互相讨论、选

举，解决问题。 

 藏谱、修谱 

族谱是家族起源、世系传承、迁徙、风俗人情及家族人物等情况的历史记录。古

时，修族谱是一个宗族的大事，不仅耗时长，涉及人员也多，需要有专门的修编

场所。因此，宗祠就成了修谱的办公场所。而族谱修好后，还要将其备份存放到

宗祠中，由专人看管。 

 助学 

一般的祠堂都有田产，田产的收益除作祭祀、修谱、宴饮、办会、修缮之用

外，还用于族中子弟的助学。如“凡族内有清贫学子可造者，应予募捐补助其学

费，或由本会拨款伸资鼓励其父兄而便栽培其人材”。 

宗族祠堂的当代作用与功能 

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华人掀起寻根热潮，在这个浪潮的推动下，许多宗祠得

以修复。宗祠的某些功能如惩罚族人已经消失，但其认祖归宗、联络同族的功能

却被继承下来。 

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宗祠的这部分功能也得到凸现。许多有名的宗祠

成了经典旅游地，为当地经济带来可观收入。如：成都武侯祠、曲阜孔庙、太原

晋祠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随着宗祠旅游价值的挖掘，各地政府对此也加大

了投入，使部分宗祠迎来了一个新的面貌。 



在现代，祠堂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是获得文化归属感与共享感的直

接媒介，对于大众的文化认同和归属及农村基层的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与历

史意义，也是很重要的一笔传统文化遗产。 

 文化价值 

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文化

等信息，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祠堂的文物价值

得到了更集中的关切，全国及各省市都将祠堂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

文化传承地。 

教化价值 

在很多祠堂内，挂有“家训”、“族规”、“家法”内容的牌匾，它包含了

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从

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属于我们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但有些内容，如敬长老、

孝父母、友兄弟、尊师长、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淫逸、戒奢侈、禁赌博

等伦理规范，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对今天形成“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也能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寻根价值 

四海漂泊梦，天涯游子心。祖先古墓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是后代子孙

寻根谒祖的圣殿。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文化认同成了所有

海内外华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随着中国城镇化、中国人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

寻根祭祖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旅游价值 

改革开放后，随着旅游业的勃兴，很多保存下来的祠庙，被当作名胜古迹开

发使用。这些祠庙所以能吸引游人，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有的体现出



高超的古代建筑艺术，有的呈现出极高的雕塑雕刻水平，有的显示出独特的历史

价值，有的由于表现出某种精神，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化娱乐价值 

“祠堂戏台”，本是中国民间戏曲重要的演出场所，不少规模较大的祠堂，

往往建有戏台，逢年过节，为族众和村落居民演出。祠堂既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场

所，也是宗族开展演剧等活动的中心。发展到现代社会，祠堂则成为农村文化构

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祠堂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灵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具体表现地，保

护传统村落，保护非遗活态传承就要优先保护祠堂。现在政府与文化界提出在城

镇化进程中要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因为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国传统。传统村落的核

心是什么？如何保护我们的村落？现在农村人都出去打工了，村落在衰败。村落

文化的核心包括祠堂、家庙、寺庙，他们是村落的公共空间，也是村落文化的灵

魂。祠堂与家庙成为外出游子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