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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熙宅第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已有两百余年

历史，与明孝陵、明城墙并称为南京明清三大景观，

是南京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民居建筑

群之一。目前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南京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均选址于此，甘熙宅第作为两馆的物质载体在

新时期继续发挥着自身的价值。长久以来民俗馆、非

遗馆依据自身定位逐步打造出自身的藏品体系，但是

由于民俗类文物涵盖广泛，时代定位较为晚近，相关

征集、定级难度较大，藏品特色与优势难以凸显。游

客普遍认为“民俗博物馆没什么好东西，展出的都是

些破破烂烂常见的东西，不值得一看”，同时又觉得

“‘城南的九十九间半’是保存完整的老南京民居建

筑，值得去看看”①。有鉴于此，在当前文旅融合的

大背景下，有必要继续挖掘甘熙宅第建筑背后深厚的

文化底蕴，努力为游客营造出浓郁的人文旅游氛围，

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本文试就甘熙宅第中的藏书建

筑进行艺术分析与历史风貌解构，不足之处，烦请方

家指正。

1 甘熙宅第现存藏书建筑的艺术浅析

甘熙宅第坐落于南京老城南，由南捕厅15号、

15号西偏、17号、19号，大板巷42号、46号多组

建筑及小园构成，总占地2.1万多平方米，民间俗称

“九十九间半”，是颇具南京地方特色的多进穿堂式

建筑（图1、图2）。人们惯以“青砖小瓦马头墙，回

廊挂落花格窗”来总结甘熙宅第的艺术特点，不难发

【作者简介】殷春华，硕士，就职于南京市博物总馆。

文旅融合视角下甘熙宅第藏书建筑的再解读

摘 要：甘熙宅第俗称“九十九间半”，是南京地区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民居建筑群，具备良好的参

观、展示基础。自南京市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落户甘熙宅第以来，更多是将其视为民俗类文物、活动的物

质载体，对甘熙宅第本身的文化底蕴、建筑美感缺乏应有的关注。在当前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文章试就甘熙宅第中

的藏书建筑进行艺术分析与历史风貌解构，希冀给读者一些具体而微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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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甘熙宅第平面示意图

图1 甘熙宅第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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