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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闻名世界的福建圆土楼主要分布在闽南、闽西一带，它用最古老的夯土墙建造规模庞大的四五层高楼
，可谓世界奇观。
尤其是特别的圆形平面形式，在世界民居中十分罕见。
它奇异的形象吸引了众多的中外学者、专家前来考察研究。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顾问史蒂汶斯·安德烈称之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茂本计一郎把它描绘成“天上掉下来的飞碟，地下冒出来的蘑菇”。

　　古风沉郁的东方明珠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土楼奏出的便是一曲气势恢宏、古风沉郁的
旋律。
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土楼，以其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文化内涵丰富等特点，独
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被誉为“东方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古建筑的奇葩”。

　　今年“福建土楼”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点项目。
福建省已成立了“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华安、南靖、永定三县正加紧进行环境整治、
文本制作等，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有序进行。

　　“福建土楼”能否成为继安徽的西递、宏村之后的国家第28项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ICOMOS(国际古迹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
哲文先生说，一个地方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要对遗产本身的价值有深入的认识，还要让保护管
理水平跟上去，要与世界保护水平接轨，这本身就是一件良性互动的事。
他认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两大优势，其一，土楼的独特已为世人共知，国外的有关专家也来
考察过，对其体现的人文价值也有共识。
其二，中国有许多地方其实都不错，但申报的时候总是遇到环境障碍，要么是周围新建筑太多，或者
已给改造得不伦不类，而土楼的优势在于地处山区，所以保留得相对完好一些。
土楼是属于特殊类型，既非汉族风格，也非当地风格，但又非常符合建筑美学上“实用、美观、经济
”的三原则，冬暖夏凉，而它的成因则与西晋时的战局有关，因此里面有民族交融，也有文化交融。

　　民居瑰宝“二宜楼”
　　土楼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形态，其内部建筑又分通廊式、单元式和通廊式与单元式兼而有之三种。
通廊式土楼主要分布在永定县，单元式土楼分布于南靖县田螺坑土楼群，通廊式和单元式兼而有之的
土楼为华安县二宜楼。

　　1988年台湾《汉声》杂志3位编辑和黄汉民、曾五岳等圆土楼研究专家，联合组成“福建土楼”之
旅，历时36天，共调查70余座土楼，调查结果一致认为：福建土楼是中国民居建筑的瑰宝。
圆楼是土楼世界中的奇葩，而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二宜楼“独占鳌头”、“总分第一”，是中国圆楼
中的“宝中之宝”。
1992年7月，中央电视台《中国民居》摄制组把二宜楼作为福建土楼的优秀模式进行全面、重点的拍摄
。
1996年11月，二宜楼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引起了建筑界的注意
，同时也吸引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中外学者专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撰文研究，
题词赋诗，给二宜楼增添精彩的一笔。

　　土楼研究专家黄汉民在文章中写道，二宜楼是福建圆楼中形式独特的一个实例，其建筑平面与空
间布局独具特色，它的防卫系统构思独创，构造处理与众不同，建筑装饰精巧华丽，而且山水环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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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景观丰富，可谓福建土楼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它所体现的平面特色，空间特色，防卫特色，构造特色，装饰特色，人文特色，是其他土楼无法比拟
的。

　　“土楼之王”的文化内涵
　　二宜楼的壁画彩绘、楹联，展现其丰厚的文化内涵。
镶嵌在二宜楼正门上的石刻横匾“二宜楼”以“宜山宜水、宜家宜室、宜内宜外”之寓意和凝重秀丽
的字体收入《中华名匾》。
正大厅“倚杯石而为屏，四峰拱峙集邃阁；对龟山以作案，二水潆洄萃高楼。
”“派承三径裕后光前开大地；瑞献九龙山明水秀庆二宜”的两副对联形象地描述了圆楼与周围环境
的和谐之美。

　　中国文物研究所壁画彩绘保护专家郑军，对二宜楼的壁画彩绘进行了详细普查，计有壁画彩绘952
处，壁画593平方米、226幅，彩绘99平方米、214幅，彩绘木雕349件，壁画楹联100条。
里面藏有1932年的《纽约时报》等英文报纸及部分西洋壁画，说明了土楼里的人当时已开始接受西方
文化艺术。
所有这些文化气息的渲染，反映了土楼主人具有十分高雅的文化素养。

　　今年，中国文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玉柱率领古建筑专业维修人员，进驻华安县二宜楼，开始对
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拉开了福建省拯救土楼文化遗产的序幕。

　　“福建土楼”是继武夷山之后我省第二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二宜楼作为福建土楼的杰出代
表、古民居建筑之林中的瑰宝，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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