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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建筑文化在 19世纪与20世纪对梅州传统民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其深刻的历史 

根源和社会 背景。传统民居建筑受其影响在建筑结构、立面和材料使 用上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时这 

批传统民居的平面形式和室内装饰仍旧保留了本地 区特征 ，并对这种兼容吸收现象进行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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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 e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on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Meizhou 

LI Ting—ting’'。 

(1．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Jiaying College，Guangdong 514015，P．R．China；2．The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College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 10641，P．R．China) 

Abstract：Under the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urce of history，the we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affected the tradi- 

tional dwellings in Meizhou from the 19th century till the 20th century．The framework，outline and materials of tradi- 

tional dwellings were changed in certain extent while the form of plane layout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still stood stable 

maintaining the native character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henomena of incorporation of things with divers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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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的世界性交流虽然 自古有之⋯，但是我 

国以木构架为主的建筑风格在长盛两千多年以后，才 

在二三百年前开始受到西方建筑文化强势的推广，这 

种推广的结果不仅使一些大城市的面貌产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同时对一些山村的传统民居建筑也有一定的 

影响。但是，传统民居建筑不会象一些城市公共建筑 
一 样进行彻头彻尾的改变，它是一种有保留性的改变。 

文中以广东省梅州市传统民居为例，解释这种现象的 

具体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1 背景介绍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在继 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 

命后进行了工业革命，美国和法国则经历了资产阶级 

革命。至19世纪中叶，由于大工业不断发展，新的生 

产性建筑和公共建筑的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成 

为推动建筑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在这段时期，欧美流 

行的建筑风格主要是古典复兴、浪漫主义与折衷主义， 

以法国、英国和美国为代表，时间大致如下，见表1 l2 J： 

表 1 三种建筑风格在欧美地区流行时间表 

这段时期的欧美的建筑风格随着它殖民的扩张， 

开始风行于世界，在亚洲的殖民建筑首先产生于印度 

和东南亚国家，最后也波及到中国。中国从 1840年鸦 

片战争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筑的发展也 

在此期间转入近代时期。早期的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 

的传播主要有三种渠道l3 J：教会传播、通商事业的传 

播和民间传播。教会建筑主要以教堂为主，其它公共 

建筑活动很少，只是在租借地内出现了外国侵略者的 

领事馆、洋行、饭店 、俱乐部及独立式住宅等新建筑。 

建筑形式则是殖民国同类建筑的“翻版”，多数是一、 

二层的“券廊式”和欧洲古典式建筑。l9世纪末到解 

放前，近代建筑一度十分活跃，出现许多新建筑类型， 

如公共建筑中的金融、交通、教育等类型，建筑形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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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古典式和折衷主义逐渐走向“中国固有形式”和 

“国际式”现代建筑。 

西方建筑文化对受殖民的城市的建筑风格产生直 

接和广泛的影响，但几乎是同时期，作为大量性建造的 

民居同样会受到这些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农 

耕经济的封闭性和滞后性，以及传统民居的习惯性延 

承，又使这些西式风格杂糅乡土风格，成为这一时期民 

居建筑的新风格。广东省梅州市的客家传统民居，同 

样深受这一风格的影响，出现了一批西式立面的民居 

建筑，被当地人称为“中西合璧”的洋建筑。这批建筑 

主要受古典复兴和折衷主义风格的影响，因为浪漫主 

义建筑所追求的哥特式风格不论结构和外形都很难应 

用于民居建筑。 

2 西方建筑文化对梅州传统民居影响的途径 

与成因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与闽、赣比邻，约宋未 

开始，大批客家人迁居于此，逐步发展成客家人最大的 

集聚中心。几百年来，客家人结合山地，利用当地材 

料，顺应风俗习惯，创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民居。 

以围龙屋为代表的多种客家形式民居建筑的稳定沿 

袭，是客家民系稳步发展的结果。但任何建筑风格的 

稳定都是一定时期内相对而言的，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客家民居明显受到其它建筑风格的影响，如西式建筑 

风格、伊斯兰建筑风格、南方少数民族建筑风格、江南 

园林建筑风格等的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 

风格的影响相对来说显得最为突出。 

梅州客家传统民居建筑风格能够受到西式建筑影 

响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梅州地区山多地 

少，大自然给予的仅是“七分山一分水两分地”的生存 

条件，一向以农耕为主的客家人，面对着人口快速增 

长、经济条件难于生存的情况，不得不选择外出工作以 

谋生，此外，祖辈为生存而长途迁徙的精神⋯直是历代 

客家人敬仰和效仿的。综于各类原因，客家人 自19世 

纪中叶以后百多年间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南非大 

量迁徙。南洋各地矿业(尤其是锡矿)的开采，橡胶园 

的兴建，城市的开辟、交通的修筑，学校 院、商业运 

输、公园戏院、港口码头等众多项目的兴建等大都洒有 

客家人的汗水和鲜血。20世纪以来，众多的客家人又 

从南洋向澳洲、非洲、美洲迁移 J，进而遍布世界。时 

至今日，梅州地区有华侨、华人约217万人，是名副其 

实的华侨之乡。外出工作的人带回的钱财是客家人买 

地置屋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些常年在外工作的客家 

人，深受国外当时流行的房屋式样的影响，于是，便在 

建新居时加入这些两式古典建筑的流行做法，他们是 

西式化民居的传播者。 

两方建筑文化影响到梅州客家民居的区域范围比 

较大，每个乡镇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总体来说，交 

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两式建筑更为多些，古街骑 

楼、市场码头等商业建筑更为明显，反映到民居上则多 

足规模较大、气势不凡者采用。梅县松口镇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千年古镇，地处梅县东北部，在梅江下游，是 

广东内河港第二大港口，旧时梅州客家人去南洋需经 

松口坐船到汕头，从汕头改大船远行。见于地志的材 

料，由于交通的便利，已知第一个去南洋的客家人就是 

松口镇卓姓人，时间约 13世纪80年代，正是宋元之 

际 作为交通枢纽地区，松口镇成为商贸的重要集散 

地，至今从该镇保存完好的几条古街、古市场和古码头 

依旧可以追溯当年的繁华景象，而这些古建筑大多为 

西式与客家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式样。 

3 西方建筑文化对梅州传统民居的外观与材 

料产生深刻的影响 

囚为民居建筑从 是建筑激流的代表者，所以它 

的风格改变相对于城市公共建筑来说也是滞后的，尤 

其是地方特色浓重的中小城市和山村的民居建筑。西 

方建筑文化对梅州客家传统民居建筑产生较广泛的影 

响是在l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建筑形式多数是 

两层楼的“券廊式”和欧洲古典式风格，正如 19世纪 

下半叶受殖民的城市最初使用的西方建筑风格。 

3．1 西方建筑文化对梅州客家传统民居建筑产生的 

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大致分三种情况： 

3．1．1 外表几乎全盘西化的民居 这种民居的数量 

不多，但规模⋯般较大，与周围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 

3．1．2 外观采用一些西方建筑的处理手法，同时保留 

若干传统特征的民居 这类民居数量较多，几乎每个 

村镇都有一些。 

3．1．3 只是在装饰的局部使用西方建筑手法的民居 

这类民居数量繁多，较多使用的是西化的栏杆、彩色 

玻璃、铁制的窗饰等。 

3．2 梅州客家传统民居受西式建筑风格影响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3．2．1 建筑材料和结构的改变——结构的进步 梅 

州传统客家民居是以墙承重为主的建筑，除厅堂内用 

木柱或石柱外，屋架均置于墙上，墙体材料为三合土或 

青砖或料石。而受西式建筑文化影响的民居，多为砖 

木混结构、 框架结构或框架结构，柱材料多为钢筋混 

凝土， 材有一定的变化，框架结构方式比传统的墙承 

承前进了 ·步。梅县白宫镇联芳楼(图 1)是典型的受 

两方建筑影响的客家传统民居。该楼又称华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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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它是由旅居印尼的侨胞丘麟祥、丘星祥兄弟合 

资兴建的，图纸是由法国设计师绘制。这栋楼房从 

1928年开始规划，1931年开始正式动工，历经 3年耗 

资24万光洋建成。水泥、钢筋、石灰等建筑材料都直 

接由国外购进。属局部框架砖混结构，平屋顶。从总 

体结构和风格式样来看，基本脱离了传统民居的特征， 

受西式风格影响巨大。梅县程江乡万秋楼(图2)是由 

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夏万秋先生所建。此建筑同样聘 

请国外建筑师设计，于 1930年完工。属局部框架砖 

木结构，坡屋顶 材料以钢筋混凝土、砖、木为主。也 

是典型的受西式风格影响的建筑。 

图 l 万秋楼外观 

图2 联芳楼外观 

3．2．2 外立面形式的西化——改变了朴素含蓄的美 

的原则 梅州传统客家民居外立面多以土墙、坡瓦屋 

面、小窗洞为主要标志，给人自然朴素之美。一般装饰 

只限于正门廊处的雕刻和绘画，小窗洞用预制的石材， 

很有规律，这是一种毫不张扬的美。同时，在朴素的外 

表下，传统民居注重内部墙体、屋架、门窗的装饰，突出 

的是内在美。西式化的传统民居的外立面多数以柱廊 

为主，窗洞较大，开敞通透，也有将外立面以台基、墙 

身、屋顶做三段式划分的。总之，外立面强调水平线条 

或垂直线条的划分，装饰感强，注重理性美，不同于三 

合土墙、砖墙或乱石墙来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自然情 

节， 联芳楼正立面强调水平三段式，墙身使用巨柱式， 

采用爱奥尼柱式、科林新柱式以及小穹顶，很有折衷主 

义的建筑风格。万秋楼的正立面是两层券廊式，使用 

多立克柱式、出挑的檐口线条和三角形的歇山花使其 

风格更具有希腊古典复兴的建筑风格。这两个建筑的 

共同点是内部保持传统装饰，只是用材和形式都及其 

简单，因此，更突出外立面的西方建筑风格，与同时期 

当地的传统民居惯用的风格截然不同(图3，4)，这些 

民居依旧保持着几百年来粉墙黛瓦的形象。 

图3 梅州常见传统民居外观(一) 

图4 梅州常见传统民居外观(二) 

3．2．3 外墙面装饰内容、手法的西化——新材料的推 

广与应用 梅州客家传统民居装饰多体现在雕刻与绘 

画上，是手工艺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针对每户不同的情 

况，临时发挥设计而完成的，少有成批量生产的部件。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式样的装饰如铁艺花窗、彩色玻璃 

特别是花瓶栏杆，这些批量生产的小型装饰部件，便于 

从国外购买带回，变成为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家的装 

饰物品。由于水泥钢筋的花瓶栏杆易于仿制加工，形 

式变化多样，又耐潮防腐，已普遍使用于传统民居当 

中，代替了传统的木质栏杆，新材料已逐步开始在小范 

围内推广应用。 

4 西化的梅州传统民居内部功能与空间仍旧 

保留了传统的处理手法 

尽管一些思想先进的客家人将西方建筑文化带人 

传统客家民居中，但在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无论建 

筑外表如何的西化，总有一些没能改变的地方，这是民 

居固守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 

4．1 平面形式的不变性——围屋格局的保持 

梅州客家传统民居平面形式比较统一，有两种基 

本平面形式，一种为椭圆形平而形式，即围龙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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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另一种为方形平面形式，包括单体一问或多间 

并列形式和多问围合形式(图6)。其中围合形式居 

多，而且有些是多重并列围合，围龙屋与此种围合形式 

房屋均属围屋。围龙屋是梅州市传统民居的代表形 

式，也是梅州市传统民居的一大特色。它多依山而建， 

其后部半圆形围合的房屋实体与前面半圆形的水池构 

成一个完整的椭圆形平面形式，其中的虚实高低对比 

构成了生动的人居生活环境，围龙屋与环境融合得非 

常巧妙，是梅州地区客家人在建筑方面的结晶。方形 

围屋占有较大比重，当地人也称其为“杠式”，它的形 

式比较灵活(易于扩建)，适应性较强(山地、平地均 

可)，施工较为便捷。西式化的传统民居的平面形式 

依旧是这些种类，少数采用围龙屋式，如万秋楼(图 

7)，多数使用杠式，如联芳楼 (图 8)，总之都是围 

屋——天井的格局。 

图5 常见的围龙屋总平面图 

图 6 常见的方形屋总平面图 

4．2 建筑使用空间的围合性与划分情况的不变 

梅州客家传统民居根据空间的使用功能的不同， 

通透性和开放性是不同的，分为三种情况：通透开敞的 

院落空间，半围合的祠堂空间和封闭的卧室空间。一 

般来说，每个梅州传统民居都拥有多个庭院，其形式丰 

富，功能不同，为围屋提供一定的通风、采光，也是日常 

起居活动的地方。祠堂总是在建筑的中轴线上，而且 

面向庭院的一面不设墙体，形成半通透空间，满足家族 

公共活动。围屋的卧室是相当封闭的空间，除开启的 

门外，一般只留有一个几十厘米大小的窗户，白天屋内 

图7 万秋楼一层平面图 

图8 联芳楼一层平面图 

的自然采光和通风也是有限的，这也是建国后围屋不 

再建造的主要原因。西式化的民居这些特征一般没有 

改变，有些弱化了卧室的封闭性，开窗稍微大些，本质 

没有改变。 

4．3 室内的装饰内容与手法的不变性 

梅州传统民居注重内部的装饰，主要表现在重点 

装饰部位比较集中，主要在围屋内的中堂或下堂；装饰 

手法主要以雕刻和绘画为主；装饰颜色是很讲究的；装 

饰内容是极丰富的。西式化的民居的室内依旧使用着 

传统特色的装饰，手法内容相仿，只是减少了厅堂木构 

架的装饰。 

受西化的民居与传统民居实际属于一种同构现 

象 ，产生这种同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贯穿于客家人 

生活起居的风俗习惯没有改变。民居不同于公共建 

筑，世界各国的相同用途的公建有着共同的活动内容， 

因此，可以比较容易全盘接受外来风格。而民居的建 

造虽然同样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使用，但是不同国 

家地区的风俗习惯、起居活动的迥然不同，就决定了民 

居的使用活动空问是不同的。客家人千百年来形成的 

敬祖精神决定着祠堂在民居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封建 

传统形成的尊卑礼数指导着民居的轴线性与对称性， 

迷信于风水的作用决定着建筑的选址朝向。因此被西 

化的建筑保存了若干传统的因素，同时建造数量也是 

有限的，成点性分布，难于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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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客家民居的西式化反映了客家人较强的兼容 

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先进的结构与材料，使之适 

应原有的生活习惯，不淤泥于固有形式。但同时应看 

到这种西方建筑文化对民居的影响只是一种建筑形式 

对另一种建筑形式外观上的影响，是少数客家人自发 

引入的，没有官方的强迫性与带动性，也没有专业的设 

计师研究设计与推广西方化的传统民居，因此，尽管当 

时欧美的古典复兴与折衷主义的建筑已遍地生花，但 

在中国这一偏远的山区，很难具有某种风格的衣钵传 

授，更不会去大量普及。这种现象说明：只有当一种文 

化对另一种文化深入侵蚀，使得生活习惯产生本质的 

改变，才能全盘照搬这种民居形式，使得内部功能发生 

明显转换，但这是很难发生的。不过，梅州传统客家民 

居的这种西式化丰富了民居的外观形式，结构上也有 

一 定的进步，印证了西方建筑文化在近代对中国沿海 

山区传统民居的影响程度，并能为今天的传统民居研 

究提供更多的比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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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住宅设计的安全问题。 

住宅安全一般指室内的防灾、防意外事故及防范 

问题。住宅安全设计应从住宅可能发生的危险源人手 

去构建安全环境，如同今天已成功的进行了住宅节能 

设计，住宅无障碍设计一样，应将安全防范的技术及管 

理问题纳入住宅设计标准，使住宅安全设计体现出本 

质安全的含义，以最大限度提高居家安全度。目前北 

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已经开始现代高科技如多媒体安 

全防范及综合减灾物业管理系统，与小区安全设计相 

结合，以确保住宅安全的可靠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建筑师在进行建筑规划与设计时不能只偏重于空间的 

形态、形式、视觉等方面的研究，而应从人的健康角度 

去研究探索问题。健康住宅不是利用高新技术建成的 

建筑物，而是利用现有的对环境和健康有益的材料建 

成的，相信经过各行业人士的共同努力，健康住宅是可 

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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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住宅的设计与以往的住宅设计有所不同，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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