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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拨乱反正以后，黄汉民是最早研究中国民居的人之一。
1982年，他完成了关于福建民居的硕士论文。
福建是他的故乡，20年来，他一方面为建设故乡作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继续研究
民居，把福建全省跑了几个遍，不断有著作出版。
10年前我到福州，他拉开柜子门，给我看一摞一摞的资料，晚上在他家里，吃着鲜龙眼，听他讲他对
福建民居的分区特征等等学术上基础性的看法，使我大为兴奋。
蛇年将尽，马年还差两天，一早收到他托人带来的厚厚一叠书稿，是《福建土楼——中国传统民居的
瑰宝》。
我立即坐下来，一天不动弹，把它读完。
这是目前关于福建土楼的最详尽、最全面、最深人的著作，它不但是中国民居研究的重大收获，也是
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大收获。
我钦佩而且高兴，于是，除夕之夜，放下手边催得十万火急的稿子，要为这本书写几句话。
　　写这样一本书，当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要作许许多多实地调查、访问，要查阅许许多多资料、
方志。
黄汉民是怎么干的呢？
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福建省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这可是一件烦人的公职，要管组织、行政、
业务，还有想不到的婆婆妈妈的事。
有一次，在去南靖的车上，我听他用手机跟福州通话，原来是调解院里一对夫妻吵架闹离婚。
我问他，怎么院长还得管这种事？
他说，家庭不和就会影响情绪，情绪不好就会影响工作，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公事。
当了院长，他照样要担任很繁重的设计工作，不但福建省内的工程常常指定要他主持设计，还有境外
、国外也要他带头去打开市场。
他开车带我在福州市里兜圈子，刚指给我看左边一幢楼是他们院设计的，右边马上又有了一座。
虽然是转眼就闪过去，但我还来得及看出这些建筑都是出色的精心之作，很有新意。
　　又当院长又当建筑师，够教人手忙脚乱、筋疲力尽的了，他居然还一丝不苟地做他的学术工作，
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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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土楼：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修订本）》从建筑家的独特视角对福建土楼进行审美关照，
将清新的文字、美丽的照片和独特的手绘线描图相结合，多方位勾画出福建土楼发展的壮丽画卷。
书中分析了大量土楼建筑和聚落的典型实例，对福建土楼的聚居方式、防卫系统、建筑技术、空间特
色、楹联文化及其历史成因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福建土楼这一世界传统民居建筑中绝无仅有的瑰
宝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是中外建筑师、建筑史学工作者、文物工作者、美术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也适于广大游客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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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汉民，福州人，1943年生，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82年获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学位，
现任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建筑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生土建筑分会
副理事长、建筑师分会理事、福建省建筑师分会会长。
建筑设计作品福州西湖“古堞斜阳”景点、福建省画院、福建省图书馆、福建会堂，均荣获福建省优
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三等奖。
出版专著《福建土楼》（台湾“汉声”版）、《福建传统民居》、《客家土楼民居》、《老房子——
福建民居》（与李玉祥合著），主编《中国民族建筑——福建卷》，参编《福建文化概览》、《中国
建筑艺术全集·23·宅第建筑·四·南方少数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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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叁章　福建土楼的概念界定　　多少年来许多宣传媒体都把福建的土楼称为“客家土楼”。
1982年我完成的福建传统民居研究硕士论文中也是把土楼民居称为“客家土楼”。
以后随着调查区域从永定、南靖扩大到整个闽南地区，才发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漳州市所属的10个
县区都有土楼，泉州市所属的安溪县、南安市、惠安县也有土楼，尤其发现不仅永定县的客家人住土
楼，闽南广大地区的闽南人也住土楼。
在闽南的南靖、平和两县与永定交界的地带也有客家人的土楼。
但据不完全统计，闽南人居住的圆楼、方楼的总数比客家人的还要多。
所以把这些土楼统称为“客家土楼”是错误的。
　　平和县和华安县单元式土楼的发现更是震惊了学术界。
直到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还有这种与永定客家人土楼布局迥异的单元式土楼，它的平面布局是各户自成
单元，单元内有独立的楼梯，不设走廊连通各户。
而客家土楼则是靠内侧回廊联系各户，以公共楼梯上下。
两种平面布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不同的居住理念，而两种土楼的外观却完全相同，这种差
异引起了各学科学者极大的兴趣。
　　至于客家土楼，除了福建永定县的圆楼、方楼、五凤楼之外，还包括江西赣南的土围子、广东粤
北的围龙屋、粤东北的客家围子。
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学术界的视野拓宽了。
将不同形式的土楼作比较研究，更深入地掌握各类土楼的特点，然后再来界定福建土楼的概念，自然
会更加确切。
　　什么是土楼？
许多人单单从字面理解，把凡是由土墙建造的楼房都叫做土楼，这是不确切的。
用夯土建造或土坯砌筑的小楼房全国各地都有，这不足为奇。
这些并不是人们通常最感兴趣的称之为“土楼”的民居。
在福建，“土楼”这个概念约定俗成，已经有了它特定的含义，它正是特指用夯土墙承重的、规模巨
大的楼房住宅。
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夯土墙要真正作为建筑的承重结构，而不是像有些传统木构建筑那样，夯土
墙只是作为围护结构；其二它应该是聚族而居的大型楼房建筑，而非独门独户的单幢小楼。
这种大型土楼是闽、粤、赣三省的一些地区独有的奇特的居住建筑。
在闽、粤、赣三省的土楼建筑中，国内外学者最感兴趣的是福建的圆、方土楼，为什么呢？
只要把粤赣的土楼与福建的土楼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原因。
先说粤东北的客家围子，其平面为三堂两横或三堂四横，四周围屋，占地很大，层数不高，更像一个
小城堡。
粤北的围龙屋，固然前方后圆颇有特色，但它只是单层建筑，防卫性相对较差。
再说江西赣南的土围子，其平面绝大部分为方形，占地很大，层数不高，外观较为平淡，且多数围子
相对独立，很少形成群组。
而福建的土楼与它们相比占地相对较小，楼层较高，防卫功能突出，且成组成群形成聚落，其视觉形
象更为优美，加上单个独立的土楼圆形、方形这样十分肯定又极其简洁的造型和庞大的体量、斑驳的
土墙，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巨大，确实令人震撼而惊叹。
　　为什么要建造成如此封闭的形似堡垒的住居？
为什么要建成圆形？
为什么会出现内通廊式和单元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平面形式？
夯土墙怎么能建造四五层的高楼？
一系列问号成了一个个难以猜测的谜，福建土楼的神奇之处也正是世人最想探求的奥秘。
　　所以，要给福建土楼下个定义，这个定义必须全面、准确、完整地勾勒出福建土楼的特色，又能
与其他地区的土楼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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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入思考、反复推敲，我以为给福建土楼下这样的定义也许是恰当的：　　福建土楼特指分布在
闽西和闽南地区那种适应大家族聚居、具有突出防卫功能，并且采用夯土墙和木梁柱共同承重的多层
的巨型居住建筑。
　　这个定义包括多重含义首先福建土楼是多层的巨型居住建筑。
粤北客家围龙屋为单层，粤东北的客家围子内部堂屋是单层，外周围屋至多两三层。
赣南土围子多数也是两三层。
而福建圆、方土楼多数三至四层，五凤楼的后堂甚至高达六层。
所以用“多层”和“巨型”居住建筑来表达才能真正反映它的特色，这也与层数相对较少的粤赣两省
的土楼以及小型夯土墙民居相区别。
其次表明了福建土楼主要分布的地区——福建的闽西和闽南。
再其次，福建土楼的结构类型显而易见是土木结构，由夯土墙承重是其突出的特点。
而福建的土堡，外观与土楼很相似，其外围土墙类似厚重的城墙，墙上设有防卫走廊，但土墙与木结
构楼房相互脱开，夯土墙只作为围护结构，不作为房子的承重结构，正所谓“墙倒屋不塌”。
所以说“夯土墙承重”这一点使福建土楼区别于福建土堡。
江西的土围子，其内外墙是承重的土坯墙，或“金包银”式土墙，即土坯和砖墙混合承重，所以“夯
土墙承重”这一点又区别了福建土楼与江西土围子。
至于适应大家族聚居和具有防卫功能这两点是与粤东北客家围子及赣南土围子共有的不能不表述的特
点。
只是福建的圆形、方形土楼，底层、二层不开窗，楼更高、更加封闭，因此防卫功能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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