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

184 | 2019 | 07城市营造

前言

平潭岛位于福建省东部海域，东临台湾海峡，

西隔海坛海峡，与福清、长乐、莆田 3 县市为邻，

素有“千礁百岛”之称。平潭常年受大风影响，

温热湿润，日照充足，气温较高。

石头厝是对石砌墙体建筑物的特殊称谓，平

潭石头厝是福建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平

潭岛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缩影
[1]

，也是对以木结构

为主的中国传统民居体系的补充。海岛的封闭性、

建造技术的局限，导致平潭民居以气候与地形的

适应性作为建造基础，显示了其独特的地域特征

和建造特色。

2016 年 8 月，平潭综合试验区被正式确定

为国际旅游岛，遍布岛上的 4 万余幢石头厝成为

重要的旅游资源
[2]

。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石头

厝聚落受到广泛关注，传统聚落面临着向现代居

住、旅游、休闲功能进行改造的转型时期。但是，

社会关注石头厝聚落的风貌和开发旅游潜力的同

时，对传统建造工艺的关注却显不足。传统工匠

数量骤减，石头厝建造工艺面临断代危机。因此，

深入调研，采集一手资料是当前延续石头厝历史

价值的关键。本文通过寻访多位传统工匠，采用

访谈形式，记录并整理石头厝建造技术的相关资

料，为石头厝更新与保护提供基础的研究资料。

1 石头厝建造技术调查

平潭石头厝从汉代延续至今，历经千年，形

式多样，除早期的排厝（图 1a）、竹嵩厝、官

式大厝外，分布最广且数量最多的是四扇厝（图

1b），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四扇，为

一进三开间房屋，属于福建民居类型中“一明二

暗”类型中的并列排屋式
[3]

。在实际应用中，并

墙—架梁—架檩条—上瓦—水泥勾缝—铺木楼

板—粉刷。下文将按照房屋结构分别进行介绍。

（1）基础

建造第一步 ，确定石头厝样式及尺寸，使用

石灰石放样。挖地基时，工匠依据放样的线条，

从墙体的位置下挖，挖至 1.8m-2m，二层石厝

则需要挖更深。若挖到硬质岩层，便停止挖掘，

以岩层为地基，松软之处用 1m 左右的条石填充，

用碎石填缝。在山地丘陵地区，基础要结合地形

形成建筑台地，平衡坡地高差，增强稳定性。由

于石头厝的墙体较厚，一般为 40cm 左右，所以

墙下地基的宽度也较大。地基从下到上收分，墙

下地基宽度为 1m-1.2m, 小房间墙下地基宽度为

0.8m。

值得注意的是，在挖好地基填充条石前，房

主通常会择良辰吉日，下“三块基”，所谓“三

块基”是三块样式较好的条石，绑上红布，请工

匠师傅埋入地基。“三块基”通常埋在后墙下的

地基处，代表房主未来的运势和家庭的和睦健康。

有些房主在房屋竣工数年后，由于生意不顺，会

将“三块基”重新挖出，重新进行填埋仪式，所

以通常工匠师傅在埋“三块基”时，会用条石支

出一个洞穴，将“三块基”埋在其中。“三块基”

不受力，方便后期挖出。

地基填埋之后，确定地平高度和门槛高度，

需要结合房屋用地的周边环境来进行。若用地地

势较低，则需抬高房屋地面高度和门槛高度。若

地势较高，则不需刻意抬高。一般门槛高度为

40cm-50cm, 房间内地平比门槛低 7cm-10cm。

下一步为房间地面回填，回填至室内地平高

度。一般使用杂石、夯土进行回填。解放前，通

常使用夯土作为室内地面材料。解放后，由于交

非所有的石头厝都是单进四扇，也有很多“大四

扇厝”（图 1c）、“三扇”“两扇”的房屋，这

取决于房主的财力和家庭的人口需求。石头厝虽

规格相似，但细节略有差别。

1.1 平面布局

特殊的海岛气候条件和地域特点造就了石头

厝的特殊空间布局。平潭冬季强风最大，持续时

间长，以东北风为主，所以房屋多靠近山面海或

选择平坦区域，且面向西南。石头厝前后门不相

对，以避免穿堂风，同时后门也不与后排邻宅的

大门相对。在北部临海地区，冬季风更大，所以

一般选择小山坡或树林遮挡的平原地带建房
[1]
（图

2a、图 2b）。

四扇厝一般有三个开间，中间是厅，分为前

厅和后厅。左右两个开间分别是房间，每个开间

又能分为前房和后房。由于气候、材料的限制，

四扇厝通常体量较小，有单层或双层两种类型，

传统石头厝占地面积约 100m
2
-200m

2
，单间房

约 16m
2
-20m

2
。双层四扇厝通过木楼梯作为竖

向交通，木楼梯通常设置在后厅，有时也设置在

房屋的四角。

石头厝的平面形制简单方正，一方面是由于

材料和技术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为了夏天防热的

作用。由于平潭夏季温度较高，“建筑在平面布

局上外形不宜凹凸过多，应尽可能追求平面完整，

控制外墙面积过大而提高体型系数”
[4]

。

1.2 施工流程

石头厝施工紧按流程，环环相扣，每一步都

为下一道工序提供便利。其建造的基本流程为：

放样—基础—找平—下门槛石—确定楼高、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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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发展和建造技术的引进，使用水泥作为室内

地面材料，使用更加舒适。

（2）墙体

平潭岛盛产花岗岩，所以大部分民居使用白

石（即花岗岩）作为建筑材料，仅北部君山石质

属于火山岩，所以君山脚下的聚落，通常使用青

石（即火山石）为材料，呈青灰色。外墙通常使

用整齐的花岗岩条石，以增加美观。内墙则基本

由礁石、毛石、花岗岩碎石组成，节约建造成本。

不同的石材混合搭配使得石头厝墙面呈现自然的

韵律。早期由于工艺落后，石材加工多依靠匠人

经验与技艺，因陋就简，造型依天然而成，因此

石墙墙体并非光洁一致，而是别具一番美感（图

3a、图 3b）。

墙体的砌筑方式多样，砌筑原则与砖石相似，

如乱石砌、平砌、人字砌、勾丁砌等。外墙材料

根据房主经济实力而定。大户人家用条石建房，

富足人家用白石，而一般的人家通常用乱石勾缝。

部分石厝也使用石砌风火墙，这样的做法和造型

与福清、莆田的民居相近。

墙 体 砌 筑 前， 需 要 先 立 门 框、 门 楣。 经

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业主会选用整块条石作为

门框和门楣，而经济受限情况下一般采用多块

条石拼接的形式。石头厝的墙体整体较厚，一

般为 420mm，正立面墙体通常使用方形条石

（500mm×200mm×200mm）砌筑外层，以示

美观。方形条石采用横向错缝砌筑，由于条石底

面较窄，通常不会全部横向砌筑，在一段距离之

间会垂直砌筑一个条石，来支撑条石墙面的侧向

力，工匠俗称“拉结”。拉结石长度应与墙身厚

度一致，垂直方向上也要错缝搭接。内部墙体为

了经济，一般使用大小不一的杂石砌筑，通过工

具手工斩切，尽量贴合，石块较大的面朝下摆放，

缝隙用泥和碎石填满。同时注意错位砌筑，以防

统缝使得墙体开裂。

砌筑墙体时每层都要铺砂浆，将砂浆用工具

均匀涂抹在石块粘结面上，按砌筑原则摆放好，

用锤子敲打石块使之贴合，最后刮掉石缝间溢出

的多余砂浆。在砌筑毛石墙或条石墙时，若石块

之间缝隙太大无法贴合，可用杂石或片石填充缝

隙后再抹砂浆。墙体砌至一层楼顶，需预留梁的

孔洞。墙体砌筑最终在山墙结束，收边遵循屋顶

斜率。

（3）梁

石头厝的梁架在石墙预留的梁洞中，俗称“楼

杠洞”。由于树高通常只有 4m, 因此木梁跨度也

仅限一个开间。二层楼板荷载较大，所以一般需

要 17-19 根梁，屋顶一般需要 15 根梁。梁的数

量并非一成不变，主要与承重情况、木梁的粗细

和质量有关（图 4a）。

安装屋顶木梁时，先装最中间的梁，根据风

俗，进行上梁仪式。上梁仪式在各地传统民居建

造史上都有出现，平潭人民对此更为尊重。房主

通常择吉日上梁，在梁的两头悬挂红布和五福袋，

祈求家宅平安，之后再分别安装山墙两边的梁。

（4）屋顶

架梁工序后进行屋顶建造。石头厝屋顶采用

硬山顶，屋面坡度斜率一般为 20 ∶ 7（1 丈∶ 3.5

尺），没有出檐，屋脊和边缘用石块和石灰砌边，

外观简单朴实。部分较大的石头厝山墙做成马鞍

形或者波浪弧形。石头厝屋顶的两个坡并不完全

对称，前后坡有较小的差别，通常后坡较缓，前

坡较陡。

具体步骤：首先铺设椽子，由木工完成，椽

图 1a　排厝

图 1b　四扇厝 图 1c　大四扇厝

图 2a　磹水村 图 2b　君山村

图 3a　石材加工 图 3b　工具

图 4c　女儿墙
①

图 4d　屋瓦

图 4a　梁 图 4b　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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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沿山墙平行方向铺设，每个开间通常为 22-26

根椽子（左右各 11 根），通过炒熟的竹钉将椽

子钉在梁上。正中间的椽子称为“子孙椽”，根

据民间传统，必须用一整根完整的椽子铺设，代

表子孙昌盛。其余的椽子则可以由多根木条接连

（图 4b）。

屋面瓦直接铺于椽子之上，不设望板。屋瓦

铺设凹槽和凸槽，相间布置，凹槽排水，凸槽固定。

凹槽和凸槽通常都是双层或多层瓦片叠加铺设，

增强屋顶的抗风性。最后在凹槽上面再加一层凹

槽瓦片，用大小颜色不一的花岗岩石块压住瓦片，

防止大风掀翻瓦片（图 4c）。此外，部分石头厝

用后墙进行排水，后墙两端做曲线的女儿墙，并

在墙底布置排水的孔洞，墙外伸出一条红瓦，用

于引导水流，防止水流沿墙面流下使墙体损坏（图

4d）。

（5）立面

石头厝民居立面通常上下对应，左右对称（图

5a）。门窗洞口均在石墙砌筑过程中预留，采用

完整条石作为过梁。窗洞窄小，外侧为石棂窗，

这种小窗不仅能抵御强风，还能为石头厝组织通

风，增强室内的舒适度。窗框为方形或者拱形，

外层窗框使用石材抵抗强风，内层窗框使用木材

增强窗户灵活性（图 5b）。

值得一提的是，石头厝二层通常会设置与一

层同样位置和大小的门窗。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立

面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是源自民间俗语“有房有

门路”，民间认为，只要是有人居住的房屋，就

需要有门。二层的门内设护栏，当打开二层的门

时，可以弥补石头厝小窗通风采光不足的劣势，

优化二层的通风效果。

（6）其他

石头厝的建造技术中，蕴含很多民间习俗和

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模数。

民间对于数字尺寸的意义尤为看重，都偏向于使

用寓意吉利的数字。工匠一般参照鲁班尺进行测

量建造，表现了中国古代风水文化对平潭传统民

居建造的影响。

除此之外，建造工序讲究天时。例如，建造

灶台一般选在凌晨，是为吉时，寓意未来衣食无

忧；“三块基”、上梁、乔迁等也需要在吉时进行，

体现了平潭人对中国古代周易文化的尊崇。

2 石头厝建造技术特色

平潭石头厝根植于本土文化和地域特点，是

平潭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生命体。综上所述，

平潭石头厝特点包括：

（1）石墙承重的结构体系

调查发现，国内其他地区同样存在以石材

为主要材料的民居建筑，如浙江沿海石屋，川

西藏族石木民居，贵州西部石作民居，泉州莆

田沿海石厝等。部分石厝的主要承重结构仍以

木材为主，石墙仅为维护构件。而平潭的石头

厝，为抵御强风和潮湿气候，则直接使用石墙

作为承重构件，木材作为屋架构件，将屋面的

重力传递到石墙上。这恰好利用了石材抗压，

木材抗拉的特性，针对当地气候特点，合理设

计材料的使用。石墙承重的结构能大大增强石

头厝民居的抗风能力，但同时也有空间单一的

缺陷。

（2）实用经济的地域材料

平潭石头厝的主料石材为就地取材，利用石

材特性抗风防潮，同时解决运输问题。而作为屋

架主材的木材，却大多使用闽西山区的杉木。相

比于平潭当地木麻黄树的木料特性，闽西杉木具

有更好的耐久性。早期通过木船运输，后通过货

船运输进岛。因此，选料选择上遵循实用为主，

兼顾经济与便利的原则。

（3）应对气候的构造细部

石头厝的构造细部，均围绕防风和防潮进行。

例如：采用窄小的开窗形式以避免大风对室内微

气候的冲击；在屋顶用花岗岩碎石压瓦片抗风；

使用炒熟竹钉加固檩条以防止铁钉受潮腐蚀影响

稳定性等。所有的建造技术都是基于当地环境和

特色而创造，体现了平潭的地域特点和人民的智

慧。

结论

在当下的旅游岛开发热潮中，越来越多的石

头厝正面临着开发与保护的契机。而传统石头厝

的建造技术在石头厝的更新与保护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关注石头厝聚落的保护

与更新的同时，更应该重点关注传统建造技术的

传承与延续，这将为我们的保护研究提供更具价

值的参考资料。

图 5a　立面 图 5b　石棂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