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从大量闽西客家民居实例分析入手，以

其文化为依托，研究闽西客家民居以“中庭

型”四合两堂为原型，逐渐演化成“九厅十八

井”堂屋式建筑的过程，并分析空间构图中心

及其在构造上的独特做法，揭示其独特的建筑

地域文化特征：客家建筑与客家文化的一脉相

承，及与自然环境、风水观念的协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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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所讨论的闽西客家（图1），属于汀州

客家文化核心区。闽西汀州区包括汀州府和部

分漳州府属县。在现今行政区划分上，主要有

宁化县、建宁县、明溪县、清流县、长汀县、

连城县、武平县、上杭县、永定县，以及平和

县西部和诏安县北部。

　　我们研究其民居的建筑形制，主要是分析

客家文化（包括宗族观念、风水理论等）影响

下的客家建筑的空间层次，主要是建筑的平面

形式、功能组织方式、空间大小虚实变化、及

整体构图构成等方面。

　　如果说“以祖祠厅堂为核心展 布置，

用廊道连接各个房间，聚族而居的建筑”是

闽西客家人居住体系的典型特点，这话是没有

错的。可是倘若说“客家土楼是闽西客家居住

体系中的代表”这话就有失偏颇了。因为闽西

客家民居建筑并非仅仅限于土楼，客家土楼虽

被广泛的发现分布于闽西南山区，但是在闽西

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大量客家人居住于一种叫做

“九厅十八井”式的建筑。

　　九厅十八井是客家民居的典型建筑形式之

一，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地区。

九厅十八井，顾名思义，就是说一个建筑有多

重的天井和厅堂，他是由中原“中庭型”的厅

堂式建筑演化而来，它本是客家人 具广泛性

和代表性的基本居住形态，但由于闽粤赣边客

家人聚居地区，却都有代表各自独具特色的民

居形式，如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赣南土围

屋，吸引大量专家学者的研究，却少了关于客

家祖籍地民居形式代表——“九厅十八井”相

关堂屋式建筑的关注和研究。由于土楼在地理

位置上的特殊性——客家和闽南交界地，文化

意味不属于纯客家，且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故

在此文不做讨论。

1 闽西客家民居基本形制类型

　　就建筑本身来说，可以从建筑的形制、结

构、造型三个方面来分析，在考察中，我们发

现，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下的建筑，建筑的形

制是 为稳定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区分客家土

楼和闽南土楼，材料、构架、装饰上几乎已经

很难区分，但在平面形制上客家土楼一定保留

有明显位置的主祠和群居的通廊。建筑形制是

建筑 本质的特征，所以我们考察客家建筑，

必须从建筑形制（包括平面和空间）上研究透

彻，通过典型来把握类型，进而达到从根本、

从整体客观的来了解客家建筑文化。

　　研究闽西客家聚落，除客家聚落的要素

“祠堂”之外，其余 多的还是客家民居。但

是在一个聚落里，真正达“九个厅十八个井”

以上数量的建筑很少，占绝大多数的可能是一

到两进，两到四落横屋的“中庭型”建筑，我

们暂且都称之为“堂屋式”（堂为核心体的主

厅堂部分，屋为辅弼护屋的横屋等部分）民

居。

　　我们考察大量闽西客家民居形制，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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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归纳（图2）：

　　客家堂屋式民居的原型是位于轴线中心的

“中庭型”四合两堂主屋，这个原型出现 多

的在客家祠堂建筑上，但事实是所有客家建筑

都把厅堂作为建筑核心。用作祠堂的时候可以

打通隔墙充分留出大空间做祭祀礼仪用，应用

到民居时，其下堂可作为门厅，上堂或者说

是中堂可以作为祭祀厅堂空间，作为日常仪式

和起居的 重要场所。而中堂的两侧次房，可

以作为主卧室或者祭祀辅助空间，门厅次间可

做次卧室。天井东西两侧的厢房则可作餐厨、

或者直接 敞的流动空间。这个“中庭型”四

合两堂空间虽小，却有完善的功能。它作为客

家建筑的原型，广泛分布在闽西客家人聚居的

区域。如连城芷溪黄氏宗祠，长汀三洲瑞霭云

庄，长汀中复老屋下九号（蔡宅），平和九峰

胜昌（曾宅）（图3）。

　　闽西客家堂屋式民居在原型上扩展的元素

分别是横向加横屋，纵向加多进深的厅堂，一

般从风水上来说，纵向还要建筑后包（或者土

胎）以挡北面煞气，正面加建前坪倒坐辅以院

门（或者加半月池）以迎山接水。

　　闽西客家民居原型有“中庭型”天井作为

对称中心，门厅和祭祀会客的上厅合称“正

厅”，形成一幢封闭式主屋，即我们归类的

“两堂式”。在此基础上扩大房屋规模首先便

是在正屋两侧扩建横屋。横屋主要用以居住，

呈南北向长条状，一般与正屋等齐或前部凸出

两间，平面呈倒凹字形。横屋用廊道和正屋相

连，这个连接的廊道称“巷”、“横坪”或

“过水廊”，巷与巷之间是天井，横屋各房间

门都往天井 ，用天井来实现居住空间的采光

和通风。巷一般连接在正屋下堂前卷棚处，这

样以正厅为中轴线，加上两侧的巷和横屋，构

成了“两堂两横”式的房屋。若还需扩建，可

依照同样之办法继续加建横屋，相应称“两堂

三横”“两堂四横”“两堂五横”等等。 

　　建筑的纵向扩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水观

念主导：在前面加设配以前坪的庭院门以迎山

接水，在后面建筑后包（或者土胎）以挡煞

气。前坪有别于建筑中的天井或者中庭，它是

一个广场性空间，尺度一般比较大，是生产生

活的劳动场所，前坪的另一个特点是它配套的

院门，一般是经过风水学的规划，不与建筑同

向，而朝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有的前坪配以倒

坐，可做牲畜养殖，农业作业等辅助空间。前

坪辅以倒坐，横屋也要向前推进，在面朝前坪

的横屋，由于它的交通位置较好，所以面朝前

坪的横屋一般用作会客，横屋设一厅、一天

井，用一面镂空矮墙与前坪分隔。清流赖坊彩

映庚、连城芷溪衍禧堂（图5）就是前坪空间形

制的代表。建筑的后包，从土胎演化而来。一

般风水学上认为，建筑应背山面水，建筑上若

有“靠山”，则保留这土胎为建筑挡煞（如三

洲风火屋）；若没有“靠山”则可用建筑上的

后包来保护前面的建筑，抵住煞气。后包一般

做与面宽等宽，甚至更长，高度也要比前堂更

高，像一面挡墙，以达到保护、包庇的作用，

后包与正屋不用廊道相连，中间隔狭长天井。

后包一般作仓储，起卧之用，有作为学堂之

用，如芷溪怀清堂（图6）。

  

　　清代客家风水师林牧《阳宅会心集》中有

提到：屋式以前后两进，两边以辅弼护屋者为

第一。后进作三间一厅两室，或作五间一厅四

房，以作主屋。中间作四字天井。两边作对面

两廊，前进亦作一厅两房。后厅要比前厅深数

尺而窄数尺。前厅作内大门，门外作围墙，再

开以正向或旁向之外大门，以迎山接水。正屋

两旁，又要作辅弼屋两直，一向左，一向右，

如人手相抱壮以为护卫。辅弼屋内两边，俱要

作长长天井。两边天井之水俱要归前进外围内

之天井，以合中天井出来之水，再择方向而放

出。其正屋地基，后进要比前进高五六寸，屋

栋要比前进高五六尺。两边护屋要作两节，如

人手之有上下两节之意。上半节地基与后进地

基一样高，下半节地基与前进地基一样高。两

边天井要如日字，上截与内天井一样深，下截

比上截要深三寸。两边屋栋，上半截与前进一

样高，下半截比上半截低六七寸。两边护屋，

墙角要比正屋退出三尺五寸，如人两手从肩上

生出之状。……此为最上格。其次则莫如三间

两廊者为最，中厅为身，两旁为肩，两廊为拱

手，天井为口，看墙为交手，此格亦有吉无凶

（图7）。

　　从中我们得知，客家住宅的 基本原型应

是“前后两进”的“中庭型”主屋，即两堂

式。其次是“三间两廊”的三堂式，此为纵向

发展的屋式。若屋要横向发展扩大，则不再加

堂屋，而是加横屋——“辅弼护屋”一列一列

的对称铺设。总的来说，护屋无论如何扩展，

均保持以中庭为核心的纵横两条轴线对称分

布。

2 闽西客家民居基本形制特点

2.1 “中庭型”的主屋——祭祀空间

　　东南系建筑可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

直接从中原早期建筑中演化出来的，与北方

“四合院”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在南方称为

“中庭型”，他的主要特点是厅堂用房四面围

绕构成一个中心庭院，平面上呈九宫式样的格

局，更为重要的是，建筑是以中庭为核心形成

十字中心对称的空间结构；还有一种是“天井

型”，主要是三面住房围绕一面墙，天井亦不

再作为建筑的中心，而只起到采光通风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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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我们对比大量闽西民居建筑，可发现，

从 简单的两堂四合建筑（中复老屋下九号）

到复杂的三堂四横建筑（连城芷溪怡庆堂）均

是以中庭为绝对的核心，形成中心对称格局。

虽然平面不是九宫式样的格局，但是除厅堂之

外的建筑空间，包括横屋、倒坐、后包，都以

主厅堂为绝对的中心对称，而主厅堂在客家建

筑里绝对不是单一出现的，就如前文所述，民

居的原型主屋必定有上堂和下堂两个厅堂围合

天井而形成，所以建筑中心应该在厅堂所在的

轴线或主天井。这个主天井具有“中庭”的意

味，所以这个意义上的闽西客家民居是“中庭

型”建筑，包括一些客家土楼（承启楼）、或

者是围龙屋（长汀县涂坊乡“为南堂”）（图

8）。

2.2 卷棚和巷——交通空间

　　闽西客家民居原型是我们所认为的“中庭

型”建筑，但是它和四合院式建筑的 大的区

别点在于它在主堂前有横向的交通空间预留，

就是我们在客家民居里经常看见的卷棚空间。

宁化客家人把厅堂的正面叫店椹，中间一对柱

子叫平归柱，两边靠墙壁的地方各竖一根柱

子叫边柱，底下的叫地脚，中间靠边的横木叫

左小井，右边的横木叫右小井，在左小井与右

小井中间的横木叫大井，顶上的横木条叫做扣

角。这个预留的交通空间，是建筑横向扩展时

和巷连接的通道。它具有唯一性：卷棚空间只

出现在厅堂前、天井后，而且是整个堂屋式建

筑中 重要的交通空间。

　　由于卷棚空间的重要性，一般做法有：1、

在平面上加大卷棚空间尺度，2、在立面上增加

其空间的装饰。这两个做法一般同时实现，就

能加强卷棚空间的独立性，增加其功能性。如

三洲梨背巷25号民居——礼门贻矩纵剖面（图

9），可以看出每个厅堂前面的卷棚用了两个举

步空间，并用卷棚的装饰达成这一过道空间的

独立，它虽然附属于主厅，却又与主厅分离，

成为整个建筑交通空间的主要承担者。

　　由于追求卷棚空间的独立 敞，使其在结

构上也产生了两种处理手法：1、室内复水椽

（双层屋面）2、厅前减柱。

　　由于有些卷棚空间占不止两个举架的进

深，或者厅堂本身举架进深不够，影响整个堂

屋的梁架关系，使得厅堂重心偏前，不利于厅

堂完型空间的形成（图10），于是设计另外一

层屋面，在主梁下面另设檩，把旁边的檩当做

主梁，形成了室内复水椽，如芷溪衍禧堂（图

11）。厅前减柱在客家聚落里也比较常见，一

般是把卷棚与天井接触面上的两根落柱减去，

形成不落地的垂花装饰，使得空间更加 敞明

亮，如三洲礼门贻矩。这也是“九厅十八井”

式民居是“中庭型”建筑的佐证，建筑的精神

重心不在厅堂正堂，而在前面作为虚空间的天

井。 

2.3 辅弼护屋：横屋——居住空间，晒坪、倒

坐——生产空间，后包——储藏空间

　　堂屋式民居除了“中庭型”两堂主屋（或

者三堂、四堂）作为建筑中的核心要素之外，

其次就是用于生产、生活的辅弼护屋了。

　　辅弼护屋中用连廊连接于主屋的是横屋，

为纵向组合的连排式长条形房屋，从正面看呈

对称形，侧面则为前低后高不对称状。横屋一

般以三间房或五间房为一单元，形成一厅二房

5 堂屋式建筑前坪形制代表：赖坊映彩庚，芷溪衍禧堂 6 堂屋式建筑后包形制代表：三洲风火屋，芷溪怀清堂 7 林牧《阳宅会心集》“阳宅作用图示”

8 以主堂为中心的闽西客家居住系统 9 卷棚空间在客家民居的独立性：三洲里梨背巷25号民居——礼门贻矩

10 室内复水椽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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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厅无房的居住单元。其厅可成为花厅、书

斋厅等次厅，也一般对应于横向轴线。横屋横

向扩展可成为四横或者六横，但是倒坐和后包

一般只有一围。

　　晒坪的倒坐和后包也是用于生产生活的

地方，由于风水上的影响，有的是围墙和土

胎，有的演化成围屋、围楼，如长汀涂坊围龙

屋，主体建筑是三堂四横建筑，前后分别是前

坪、风水池和土胎， 外面还有两段围龙屋。

中复超坊红一军机关驻地、战地医院旧址（图

12），也是堂屋式民居的变化体：除三堂两横

的建筑主体外，用来扩展的辅弼护屋就变成两

个半圆弧状的围龙屋了。此形式跟粤北梅州成

熟的围龙屋形制相当接近，应该是堂屋式建筑

的一种变体，不是闽西客家建筑形式的主体，

是闽西客家建筑与粤东客家建筑的过度类型。

　　当为强调防御功能时，在 外圈的辅弼

护屋纵向升高，于是出现另外一种堂屋式变

体——五凤楼。典型如永定高陂大夫第（图

12），从平面上看，与我们之前分析的堂屋式

建筑没有什么区别，是典型的三堂两横建筑。

中轴线上布置下堂、中堂和后堂，中轴线两侧

有对称的左右横屋，面向三堂，建筑之前，有

前坪和半月形风水池，其后有半圆形斜坡地土

胎。但在立面看来，由于后堂的和两个横屋的

有序升高，建筑为防御而设的封闭性外墙，使

得他被人们称为另外一种特殊的客家建筑——

土楼。

 

3 闽西客家民居的地域文化特色

3.1 崇宗敬祖的文化传承

　　“宗法礼制观念，家族观念，民俗观念

是决定聚落形态和建筑形制的三大要素。以

宗法礼制观念为骨架，以家族观念为内容，以

民俗观念为特色的文化正是客家建筑文化特

征。”[2]正是宗法礼制这个骨架，撑起客家民

居以“中庭型”祭祀空间为中心统领全局的建

筑形制。村族的祭祀主要有三类：族祭、社

祭、醮祭。族祭是宗族的祭祀，祭祀的对象是

血缘之神——祖先。祖先之祭有三：一祠堂、

一寝室、一墓域。在客家聚落中，不仅要有同

姓祠堂，更重要的是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祭拜祖

宗的地方，作为“在寝室祭祀祖先”，这使得

客家民居必有堂，有堂才能举行祭祀仪式。厅

堂为核心的堂屋式建筑，正体现了客家文化是

中原文化的传承。

3.2 大家族管理式的“主次有别”

　　客家人把象征家族的祖堂放在核心位置，

把辅弼护屋等生活生产空间放在祖堂四周；即

使同样是厅堂分布也有讲究：纵轴线上的上厅

供祭祀、族长议事，中厅接官议政，偏厅会客

接友，侧厅藏书上课等。堂屋式建筑布局规

整，主次分明、条理井然、和谐统一，表达了

客家人主次尊卑的 “秩序观念和道德观念”，

同时也体现客家人“大公小私”的生活方式，

表现出纯正而独特的中原遗风和强烈的等级礼

制观念。

3.3 精神寄托的门楼和楼名

　　客家民居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其门楼的

无与伦比的精美和特别。

　　而在传统意义上，客家门楼是客家人等级

和地位的象征，是客家建筑中 重视突出的表

现部位。客家传统素有“千斤门楼四两屋”的

说法[3]。客家人往往是聚族而居，礼法观念让

各个部分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体之中，使门

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

家族的大统一。从客家总祠到分祠、从豪门府

第到平民百姓，其门楼的用料、规模、结构、

细部装饰等等都可以反应出建筑等级的差别。

门楼不仅标志着所处的建筑，也从某一方面代

表了建筑主人——客家人的精神追求，体现了

客家人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

美价值。

　　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宅都要取一个宅名

（展示于主厅堂匾额），而每一个门楼都有四

字楼名。客家人借用吉祥的文字组合，期待美

好生活的到来，同时也表达主人的价值观念和

审美取向。如三洲戴宅——聊可自娱、绪瓒谈

经、黎照垂青、礁国名家等。同时，客家门

楼上雕饰的主题也大多有吉祥寓意和教育意义

的，客家门楼对客家人如何恪守封建伦理与家

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

用，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 

结语

　　我们看到，闽西客家民居是以“中庭式”

堂屋式建筑为主，这种建筑发展方向的还是深

受客家的文化精神力量的束缚，不论客家文化

与赣文化、闽文化、粤文化怎么交融，客家人

均保持着祠堂为中心、聚族而居的生活特性。

由于本人精力有限，本文只粗略研究了闽西厅

堂式建筑。然而，在赣南、粤东还有大量厅堂

式民居建筑的遗存，希望在下一步的研究中，

可以就闽、赣、粤三省厅堂式建筑进行一个对

比分析，进一步发掘其建筑的地域文化特点，

使客家建筑文化的研究更广更深刻。

　　注：本文的测绘图纸和照片若无特别说

明，均出自厦门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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