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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福建省安溪县湖头古镇为例, 从古镇的空间结构、建筑特色和古镇文化方面入手介绍当前古镇的建筑和文化现状。对

古镇建筑、民间文化、民间信仰、民间习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和人文环境作出总结分析, 并针对古镇现状阐述了具体保护措

施。对在当前经济大发展下, 如何保护和发展古镇进行了探讨。文章最后, 重点指出人文精神在古镇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应该

与建筑一起被重视并且保护、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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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湖头是闽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镇之一, 于 1999年 5月以

拥有众多明清古建筑而跻身全省首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之

图 1 湖头部分镇域俯瞰

列, 是闽南地区惟一入选的乡镇 [1] (图 1)。它位于福建省著名

风景区 安溪县境内,该镇为坡地地形, 自然条件优良,四周

环山, 绿水围绕,是较好的风水宝地。湖头古镇是清朝康熙年

间功臣李光地的故居所在地, 全镇多为李光地族亲后裔, 以李

姓居多。几百年前, 湖头镇的第六世祖李森,率众开通了从湖

头到泉州的航道, 因而湖头成为商品流通集散地, 其经济发达

程度不亚于泉州, 因此有了 小泉州 的美称。镇上的古迹星

罗棋布, 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0多

处, 是一个以明清建筑为基础清朝建筑居多的历史文化名镇,

这些建筑无论在建筑布局形式、建筑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极具鲜

明的地方特色。

1 古镇空间结构形态及其建筑形态特色
1 1 古镇空间结构形态

湖头古镇属于盆地地形,四周环山, 地势平坦,镇域略呈坡

地地形, 整个古镇形态结构是以中山古街为主轴线发展起来

的。中山古街原为骑楼的建筑形式,两侧骑楼内的店铺种类繁

多, 有客栈、布行、打铁店、木器行、茶叶坊、酒坊、土烟铺、京果

店、药铺、水队、灯笼店、米粉坊等, 每日商贾往来, 舟船交错,一

片繁荣景象。但历经沧桑的今天, 中山古街已被大面积改造,

同往日相去甚远, 古街两侧部分民居和祠堂仍未被拆除和改

造, 保留着明清风格, 古朴典雅。古街两侧为许多纵横交错的

幽深街巷编织起来的民居和祠堂, 由于建筑密度比较大, 建筑

间距很近, 小巷极窄,一般在一米左右 (图 2),仅能容纳两人并

肩通过, 街巷以河道内的鹅卵石铺地,依稀记录着古时的繁荣

与回忆 [ 2]。

传统的血缘型古村镇往往会体现出极强的以血缘关系为

特色的空间布局关系。湖头大部分人口为李氏后裔,强烈的宗

族伦理观念指导着全镇建筑以李氏家庙为中心,以各分祠为次

中心发展的空间组织结构形态。湖头李氏家族的开基始祖最

初定居于李氏家庙的位置,后随着李氏家族的不断壮大各分房

均以此址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发展, 各分房又建立分祠, 于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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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街巷系统

成了以各分祠为次中

心的空间组织模式。

后大概于明初期湖头

后人在开基位置修建

了李氏家庙, 并在紧

邻李氏家庙的南面位

置修建了李氏宗祠。

全镇建筑最终形成以

李氏家庙为中心各分

祠为次中心的放射状

空间组织结构形态。

1 2 建筑形态特色

历经了几百年的

沧桑, 湖头古镇现仍

较完好的保存有 60多

幢古建筑, 最早修建

于明后期, 最晚修建于民国初期。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建筑有

明代的上东小宗、五篷堂,清初期的昌裕堂 (新衙 )、旧衙大厝

(昌和堂 )、问房大厝、二衙新江西大厝、贤良祠、李氏家庙等共

13座, 清中后期的有宗兴堂、景新堂、福忍堂、土堡宗城共 4

座, 民国时期的有东美堂、东源堂、宗仁居等共 5座。由于位于

闽南地区, 这些建筑都有着极鲜明的闽南特色, 红砖文化、精美

的三雕、官式大厝形式等。但同时湖头所在区域河流交错加上

丘陵密集, 导致交通受阻, 使得湖头的建筑在闽南民居特色的

基础上又有自成一格的特色和建筑形式,这些特点与闽南建筑

特色融合为一体渗透在当地建筑中。湖头的特色建筑很大一

部分是民居, 这些民居在建筑特色方面很好的代表和保留了湖

头的建筑特色, 根据不同的建筑形式它们分为: 官式大厝、街屋

民居、土楼、番仔楼。

官式大厝是湖头的主要民居类型,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有

旧衙大厝、昌裕堂 (新衙 )、问房大厝、二衙新江西大厝、四衙合

图 3 宗兴堂外立面

元大厝、溪后渡大厝、宗兴堂 (图 3)等。按照建筑进深可分为:

一落大厝, 二落大厝, 三、四、五落大厝。大厝总体布局为前埕

后厝; 朝向是依据整个村落的定位大致座北朝南, 也有个别风

水原因, 朝东或朝西; 白石墙基, 红砖墙体; 硬山屋顶, 双翘尾

脊; 平面布局一般沿中轴线对称布局。建筑一般为三或五开间

加左右护厝, 由数个建筑单体组成合院形式。整座建筑中厅堂

为建筑的中心部分, 是家族祭祖、婚丧嫁娶以及会客的场所,厅

堂左右各设有卧室。建筑中的卧室以右尊左卑、北大南小的规

则来分配。此外, 中轴线上每进均带有一个天井, 左右护厝也

各带若干小天井 ,以此达到采光、通风、降温的作用 [3]。

街屋民居包括手巾寮和 一条龙 式。它们是沿袭了泉州

的建筑做法, 这类建筑主要多见于商业街两侧。手巾寮为纵深

单元间, 平面布局为前店后宅。 一条龙 式多为两层, 下店上

宅, 二层住宅往往凸出一个阳台同时作一楼的外廊, 也称为

骑楼 。

在湖头镇还有两种别具特色的民居类型 土堡 和 番仔

图 4 土堡宗城

楼 ,土堡仅存 宗城 一例 (图 4)。该楼中心为天井,北面为

主堂, 左右各两排厢房, 里排为一层, 外排为二层,内外厢房被

天井分隔, 据传该土堡外围土墙竟达 7m多厚, 但可惜的是外

围墙全部破坏, 已无从考证。番仔楼是在吸收了国外建筑特点

而建的民居, 其典型代表为宗仁居 (图 5)。该楼共有两层, 前

为庭院。它在建筑材料、构造做法等方面采用了当地做法, 运

用当地的特色红砖作为建筑材料, 而在细部装饰、建筑布局等

方面采用了东南亚和西洋做法,形成了中西结合的独特建筑形

式。

图 5 宗仁居的西洋风格

2 古镇文化特色
2 1 耕读文化

福建省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以 经商 、入仕 为贵的民风,

湖头镇也不例外。湖头因兴修水利开通航道而交通和商业发

达, 人们在经商的同时认识到商人地位的有限性。因此, 湖头

人十分鼓励治学作官,培养子弟入学, 逐渐形成了 以商贾兴,

以官宦显 的传统文化观念。书斋文化、义田义学制度、耕读

入仕 思想在家训和楹联以及族谱中的设立, 都充分体现了

经商入仕 的思想。

以官宦显 的传统民风, 激发了湖头书斋建筑的产生。

为了给子弟营造幽静的读书环境,镇上的大家族一般都在住宅

中配置书斋, 同时延请名师亲自教授。其中最著名的为明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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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贤良祠 (图 6、7), 其前身为 榕村书屋 ,是李光地于康

熙二十四年 ( 1685年 )命其长子李钟伦建造的。古人形容为:

襟带蓝水,背负阆峰, 山川灵秀, 人文所钟 。李光地曾在此

讲授理性之学, 诵读圣贤之书 , 也为族中培养了不少子弟,

留下了不少学林佳话 [ 2]。至今, 祠内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的石

碑和书法壁刻多块, 充分反映了书斋文化对湖头镇的历史发展

及其民风延续的决定性和指导性作用。

湖头镇的李氏宗族自古至今仍延续着义田、义学制度。

义田 即为公益事业之用; 义学 则为办学、助学之用。这种

传统制度的继承, 为古镇的文化兴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条

件。李氏家庙、各民居内均有楹联, 其内容从各个角度反映了

耕读 入仕 的文化, 以此达到在随处可见的地方提醒家族

子弟奋发读书, 为门第争光的目的。湖头镇还有详细而完备的

族谱制度, 一般三世 ( 30年 )一修, 如有族人违反家规一律除

名, 如有入仕者,则会着重记载。对族人进行着鞭策与鼓励,引

导族人在美德与才学方面积极发展。正是这些文化的传承,使

得湖头镇名仕百出, 也拥有了 官宦之乡 的美称。

2 2 丰富的民俗文化

湖头古镇在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方面也有着独特的文化

积淀, 例如: 原始的动植物崇拜文化、先祖崇拜文化、崇佛信道

文化等; 各种民间节日习俗,如社日、浴佛节、七夕乞巧节、中元

节、祭灶节、岁除节等。其中最隆重的当属祭祖活动,湖头有祭

祀祖先的习俗, 除了家祭外, 祠堂祭祖是家族祭祖活动中规模

最大, 礼仪最隆重的一种。家谱中规定春分、秋分、冬至为祭祖

日, 祠祭礼仪都比较隆重。湖头的民间文化丰富多彩, 文化渊

源雄厚, 民间文艺也丰富多彩,五彩缤纷 ,独具一格。其中有著

名的戈甲戏、水车阁、宋江队、装阁、南音、舞龙、弄狮、大鼓吹

等。这些民间文化的保留为记载古镇历史、发扬古镇民间文

化、丰富古镇人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载体。

3 古镇现状

湖头古镇是于 1999年被评为全省首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 ,境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0多

处。但湖头属于闽南地区, 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 经济快速发

展的厦门特区和泉州地区带动了湖头的发展,湖头最终被定位

为 现代工业城市 。据相关数据显示, 2009年上半年全镇工

业总产值达 151 32亿元, 占全镇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多, (相

关内容已精简 )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以工业为主要发展对象的

经济结构。这单纯从数字上显示是有利的,但是重工业的发展

对原本自然环境良好的湖头镇势必有很大影响,湖头镇在大力

发展经济的情况下,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是位于

镇北的水泥厂、钢铁厂排出的大量废水、废气严重影响了古镇

的空气和水质 (图 8) ,据实地调研得知这些废水废气已开始影

响部分人的健康 ,传统古村镇重要的环境在这里遭到了人们无

意识的破坏。与此同时,为发展经济和建房需求, 湖头古镇的

原有街巷尤其是及富代表性的中山古街格局已被破坏,此外在

西溪的南岸已大量开发新建筑,西溪北侧区域保留了较多古建

筑, 但是仍有部分超过三层的新建筑穿插其中, 影响了古建筑

群的景观效果。仅李氏家庙片区的古建筑群相对集中的保留

了下来, 其余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则布局较分散, 广泛分布于新

建筑之间。

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建筑内外比较脏乱

(图 9) ,部分古民居被遗弃导致无人看管、年久失修而破损,居

民随意拆除、搭建和改造,严重影响了古建筑的完整性。此外,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中一些珍贵的雕刻精美的石雕、木雕、

砖雕被破坏, 再加上八十年代经济大发展时期湖头定位为 省

重点经济发展村镇 , 为满足发展经济的土地要求, 部分富有

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民居被拆除,建于民国时期的中山古街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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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被毁掉。随后的全国经济大发展浪潮把湖头推向以

发展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忽视了对古镇的生态环境、人文环

境以及对古建筑的保护, 使存留下的古建筑再次遭到拆除、破

坏和遗弃。因此, 湖头政府邀请相关单位对湖头古镇做了发展

和保护规划, 以期在现有情况下, 抓紧抢救遗留下来的大批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并且把相关人文和环境保留下来。

在经过我们的实地调研和测绘的记录结果显示湖头仍有

60多栋古建筑保留了下来 ,它们最早的建于明后期,大部分建

于清代, 也有部分建于民国时期。我们在保护与发展规划中将

湖头建筑按照综合价值评定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为一类建筑、

二类建筑、三类建筑、四类建筑。其中一类建筑有: 旧衙大厝、

昌裕堂 (新衙 )、宗兴堂、景新堂、贤良祠、李氏家庙共 9座; 二

类建筑有: 二衙大厝、宗益堂、福忍堂、上东小宗、顶五房小宗、

义成居等共 14座;其他保留较好, 建造年代较近或对整个古镇

风貌构成具有重要协调作用的老建筑定为三类建筑; 而危房、

简易搭盖和新建的高层水泥房则定为四类建筑。

4 保护策略
4 1 四个保护等级

在保护规划中, 我们首先按照地域范围对现有古建筑进行

了保护范围的划分, 分别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核心保护

区、古镇整体建设控制地带共四个等级。具体如下:

( 1)一级保护区主要保护一类和二类古建筑及其四周环境。

( 2)二级保护区是指一类和二类古建筑本身的风貌和环

境以及安全保护所需的控制地块, 也就是保护单位四周外延

20m范围以内和古建筑以及连接这些古建筑的主要街道, 以此

确保该范围以内的古建筑、相关环境、街巷系统得到保护。在

此范围内建议不能改变建筑及其环境现状, 尽量保留其原真

性, 周边影响古建筑的现代建筑建议拆除或拆迁。对于被保护

的古建筑 20m范围以内需要保留的古建筑都应当及时维修和

维护起来, 不需要的建筑应拆掉。古建筑多为木结构, 因此在

保护范围以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此外,还要对范围内所

进行的日常活动进行审核, 如影响建筑的安全则要禁止举行。

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在维修过程中, 应按照原址、原貌、原材料、

原工艺进行维护和维修, 并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为准则, 按照福建省相关法令、法规程序进行,同时要注意满足

消防要求 [ 2]。

( 3)核心保护区即建设控制地带,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

类和二类古建筑以及连接这些古建筑的主要街道和视线所及

范围内的建筑物及构筑物所组成的区域的景观带。

( 4)古镇整体建设控制地带指的是保护区整体风貌区 ,在

此区域内要充分考虑地貌、植被、水系等自然环境的整体性,结

合道路、节点、水系等明显的地理标志,充分考虑建筑和景观的

视线完整性。全镇范围内的建筑形式应为坡屋顶为主,建筑体

量不宜过大, 高度应控制在 1- 2层, 局部可以做到 3层。建筑

在外观色彩上应取当地传统建筑的色彩,即: 红、白、灰,在建筑

材料、装饰、建筑形式、屋顶结构等方面要依照当地传统的建筑

做法, 在整体风貌要积极配合被保护的古建筑。

4 2 建筑保护策略

新旧建筑: 湖头古镇的古建筑是湖头先民在接待南来北往

的过客中积极吸收各地的文化, 并结合了各地建筑风格的体

现, 其建筑形式既有当地传统的闽南建造模式又有中西合璧的

建造模式, 因此,在古建筑的修复过程中应严格遵循原有建筑

的特色, 保持原有的平面布局以及建筑风格,此外对建筑细部

的把握也是充分体现建筑原真性的重要环节。建筑的附属设

施, 如古井、古树、庭院、大埕等也要加以保护。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修建要在安溪县建设部门及文物

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严格审批下进行,建设内容应服从对文物

古迹和古建筑的保护规定,建设活动应以维护、维修、清洁以及

内部功能更新为主 ,建筑外观、色彩、体量、高度应与保护单位

相协调。建筑应以悬山顶为主,色调以红白灰为主 ,对不符合

上述要求的新旧建筑,近期内应改造其外观形式和建筑色彩,

以期达到环境的统一, 在远期应根据规划对其进行更新或拆

除。保护范围的一切建设活动应经相关规划部门、文物管理部

门等职能机构的严格审核并批准许可后才能进行。

街巷系统: 古街巷必须保持原有尺度, 铺地以石板和当地

卵石为主, 铺设形式要符合古镇历史风貌。保护区内的街巷系

统及其沿街风貌都应按照原有特色保护下来,街巷两侧建筑必

须为坡屋顶, 色彩为红、白、灰色调, 建筑功能以居住和商业为

主, 建筑细部包括门、窗、墙体等都应保证与整体风貌相配合。

附属设施: 考虑到古镇景观应适当加一些具有古镇特色的

景观小品, 如路灯、座椅、垃圾箱、导路牌、服务建筑等。

5 结语
通过对湖头古镇的结构形态、建筑特色以及环境现状的分

析, 得出以下结论:

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应有效而迅速的控制有严重污染的

工业发展, 做出相应决策并实施下去。在建筑保护方面, 对各

个时期的建筑应及时做好维修和维护工作,并结合现实情况和

社会需求来保护、改造并发展下去。应借鉴和吸取国外积极的

保护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加固、修旧如旧等方式来指导和加

强对古建的保护。与此同时, 文化遗产也需要保护 ,它在古镇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应注重保护并发掘民风、民俗等各种

特色文化, 完好的保留下来并发扬出去。应鼓励和为古村镇居

民创造文化活动的条件,使其通过文化的重要载体 人来延

续、发展下去。应注重它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 使其保持平衡、和谐的发展。

古村镇保护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我们在可持续性发

展的前提下, 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保护并发展下去,让古镇

特色文化成为可持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因子。对古镇保护应首

先研究其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给出定位和科学指

导, 然后进行保护与发展。如果没有了文化,古镇就只是一个

空壳。我们应该使非物质文化发挥其链接作用,使古建筑与非

物质文化可以相互保护、延续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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