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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地处粤、湘、赣、桂四省（区）交界处，主要包括

韶关及清远各市县，具有独特的区位条件。历史移民迁徙和传

统商贸在岭南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扮演

着岭南文化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粤北的古村则是岭南古村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因其地理位置、气候、民

系、风俗等差异，空间上呈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这些不同的

空间形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然

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面临被遗弃、破坏

的境遇。当前，对粤北古村落空间特征的研究、保护和合理利

用极具重要性和紧迫性。

粤北古村落概貌

地理环境对村落分布的影响

粤北地区处于岭南山区地带，河流众多，呈现出起伏多变的

地貌形态。因此古村落的分布受地形变化影响较大，大部分古村

落依山势而成或临水而建。据统计，近85%的粤北古村落分布于

主要水系附近，可见历史交通设施也是影响粤北古村落分布的一

个重要因素，所以部分现存古村落位置附近依然保留有古栈道、

古码头等交通设施。

传统文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

大多粤北客家人因战乱于南宋末年从中原各省迁来，在多

年各地文化交融与互相学习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包括语

言、居住形式、风俗节日等，与广东其它地区的广府文化差异明

显。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建筑形式及建村方式上，同时，地形多

变加之人流不断往来导致粤北地区客家村落形态多样，建筑文化

丰富。

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客家村落布局讲究“礼制”，客家人

尤其注重对祖先的崇拜，体现在以宗祠为核心布局的基本形态。

同时，受周易风水文化影响，传统客家村落遵从风水形胜的布局

原则，村落建筑及公共空间布局均将此作为重要依据，如宗庙、

祠堂等宗族公共建筑往往建于风水最好的位置。有时，为求“好

风水、好方位”，甚至打破常规，以求吉利。如仁化恩村大部分

的祠堂及宅院大门都朝向各自有利的风水方位，对景上也极为讲

究，部分建筑大门的朝向往往偏离原有的中轴线。有些村落族谱

内也存有先祖建村时的形胜图，对村内风水要地，龙脉所在都有

清楚的标注，客家人对建筑风水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新来乍到，客居异乡，社会又动荡无常，导致客家村

民对外族人群有着天然的防备心理，粤北传统村落除沿袭原民系

的营建模式之外，在防御方面也尤为重视，形成了独特的防御文

化，如村寨结合、围楼围屋、城墙和护城河等都是粤北客家村落

最常见的防御形式。

经济发展对村落的影响

从本次粤北的众多古村落普查结果看出，邻近市区的村落交

通条件较好，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当地村民家庭富裕，村内拆旧

建新、抢建新房的现象突出，而这些新建筑与传统建筑风貌往往

不甚协调，破坏了村落整体景观风貌，不利于古村建筑的保护与

利用。

而地理优势不明显的偏远村落，经济相对落后，古村内新

建筑较少，古建筑保存较完整。但由于近年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

展，许多村民迁出，造成古村空心化，荒废情况严重，很多有价

值的古建筑无人修缮管理，村落传统文化衰落。  

旅游业较发达的地方，政府及村民认识到文物古迹的价值，

开始注重对其保护，但由于方法不当或是出于利益驱动，出现了

破坏性的“保护”建设，也有的村落只注重古建筑本身的维护，

而忽略了古村落整体空间格局及村落传统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粤北古村落空间类型比较

综上所述，粤北地区古村落空间具有丰富多样性，但城市化

进程中古村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平原

地区相比，粤北地区受到城市化冲击有限，传统文化及古村建筑

遗产保存较完整，这为研究和保护利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基于

对普查村落的分析，粤北古村落在空间形态上主要呈现出以下几

种典型形态。

粤北古村落典型空间形态研究

朱雪梅  林垚广  叶建平  王国光  范建红 

图1 梅坑镇大岭村图1 梅坑镇大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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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顺应山水

受山体及水系走向制约，村落布局往往依据山势与河道布

置，形态较自由，不过分强调核心空间和轴线对称。

沿河道或池塘

这种村落多受地形限制，用地较为狭长，常常沿水体呈带状

展开。如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围楼及祠堂建于朱家镇河边及水

塘，其余村舍围绕围楼及祠堂而建（图1）。     

依山而建

古村落依山选址包括山脚及山腰两种。依山脚地形建村的

如韶关小坑镇曹角湾村，该村已有437年历史。古村位于山脚地

势较平坦处，建筑依山而建，呈线性布局。曹角湾村选址背山面

水，但背夫山与河流之间的用地宽度较小，迫使其村落建设沿山

脚等高线延伸，形成了带形的村落结构。祠堂相对居中，住宅虽

在其两侧展开，但又结合山势走向而不拘泥对称，空间形态较为

自由，至今，新建村舍仍延续这种模式（图2）。

而瑶族由于生活生产方式不同于汉族，其村落多建于半山腰

并多沿等高线布置。如乳源县的必背镇的瑶寨村落（图3）。           

儒家礼制，崇尚祖先

单核式空间格局

单一姓氏古村，由于公共空间全体共用，节庆风俗较一致，

布局体现为以宗祠为核心组织村落空间，无明显的街坊分界。

如始兴县马市镇红梨屋村，中间以多进厅堂空间作核心，所有

建筑垂直或平行于其整体布局，形成纵横有序，相交错落的村落空

间。这种类型村落建筑空间布置紧凑，中间的厅堂空间多为祠堂或

书院等重要建筑，公共建筑空间同时作为交通枢纽（图4）。

再如南雄市南亩镇鱼鲜村，王姓族人于南宋乾道5年自山西迁

入，至今约839年历史。古村三面环山，宗祠及各分祠围绕风水塘

组成古村中心公共空间，其余建筑以中心区域为主要朝向建成，整

个村落向心性极强，主次空间分明有序。西侧农田景观开阔，与紧

凑布局的古村落形成松紧有致、开合有度的村落空间。鱼鲜村附近

没有河流，但村内有若干大面积的鱼塘，水体自然地成为建村之始

的风水宝地，主要的家庙、祠堂均围绕其建设，形成了建筑与自然

水体结合的明显核心地带，其余的住宅围绕核心层层向外后续建

设，形成了以祠堂和水体为核心的村落平面布局（图5）。

图2 小坑镇曹角湾村

图3 乳源县半岭村瑶寨

图4 马市镇红梨屋

图5 南亩镇鱼鲜村 图6 十里亭镇湾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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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式空间格局

多姓同存或一姓独大的多姓氏村落中，由于围绕各自的核心

宗祠空间建设，形成了组团聚集的多核空间形态。

如韶关市浈江区十里亭镇湾头村，现有村民286户，约1700

人。湾头村姓氏众多，每个姓氏聚居地都从同一个大门进入，称

为“一户一大门”。湾头村原以卢氏为最大姓氏，后来迁入的石

氏、康氏、钟氏、林氏等虽不曾与卢氏相争，但他们也在村落内

占有一席之地。大姓卢氏在“玉带渠”环绕的用地内建设卢屋

村，主要巷道尽端设有“义礼门”作空间分隔，以卢氏宗祠为建

筑群核心。其余姓氏则相对混居在“玉带渠”两侧，各姓氏皆有

自己的祠堂，拥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通过祠堂住宅都可以进入街

巷，与村落主要公共空间联系（图6）。

村落防御体系对村落布局的影响

围合式防御

围合式防御是用城墙或护城河将村围于其中，这种体系有利

于抵御窃匪入侵，多见于规模小或较偏僻独立的村落。如仁化县

灵溪镇大围村由于规模较小，在村四周建起了两层高的城墙，仅

开三门，把村落整个围合起来。筑有城墙的村落出入口与街巷直

接联系，内部局面多以行列式为主，祠堂防御级别最高，布置在

村落正中，同时作为交通枢纽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这些村落多为

梳式布局（图7）。

村寨结合式防御

村寨结合的防御系统就是在村内建一座规模较大的寨子作为

外敌入侵时村民的躲避之处。如韶关市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双峰

寨和恩村的古城堡做法就是村寨型的防御系统。石塘村双峰寨位

于古村南侧，建筑保存较好，用地规模达到9042平米，建筑面积

4162平米（图8）。城寨周边有护城河，与村落其它建筑形成空

间隔离。这种防御系统适用于村民聚居紧凑且规模较大的村落，

遇有外侵，大量村民可短时间到达村寨，寨内通常设有居住用房

和水井，并储存食物供暂时避险，必要时可通过隐蔽的暗道与外

界联系。

围屋组合体系防御

围屋组合体系是以具有一定规模的围屋为单元组合的既独立

又相互联系的防御系统，平常人们居住其中，本身的防御功能要

求建筑质量高，具体体现在墙高厚实、多重大门，每个围屋的转

角都设有枪眼等。如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的翁源湖心坝古村落，

图9 江尾镇湖心坝村

图10 翁源县葱岭村入卦图 图11 保安镇卿罡村

图12 翁源县一心村文房四宝意象

图8 石塘镇石塘村图7 灵溪镇大围村

图13 始兴县廖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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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客家围屋群组合，古村原有古围59座，现存32座。现状保存下

来的围楼都具有独立的防御性，形成了可居可防的独特空间形

态。外墙高耸，外立面无可攀爬的多余装饰，在转角设置枪眼和

!望孔等（图9）。

美好意象营建的村落

村落形态往往也反映了村民依据社会背景和自然环境向往美

好生活、抵御各种灾害的愿景诉求。很多村落根据地形特点和风

水模式，无景造景、移花接木、想象创造，从而形中立意，通过

这些形象来构成境界以陶冶情操，并转化为无形的力量激励子孙

后代开拓进取。这里根据粤北村落的特点进行意象归纳，主要有

追求周易模式的哲学意向、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同构意向、宣扬

儒家礼制的文化意向和祈福纳吉的相形意象等。

追求周易模式的哲学意象

在这一方面，有的村落以八卦的宇宙图示进行建设，体现了

天人同构，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人与宇宙和谐统一，

四季平安的意向。

如翁源县葸岭村的八卦围，就是以八卦宇宙图式建设，整体

空间格局独特，每一组房屋都与卦象有所应对，从外到内，房屋

由高到低，屋形奇特，颇具特色（图10）。

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同构意象

星象形态的布局离不开古代风水学的说法，体现了道家向往

神仙仙境的心态。如清远连州保安镇的卿罡村村庄布局是以北斗

星座为布局，北斗七星分别是：天枢星，天璇星，天玑星，天权

星，玉衡星，开阳星和瑶光星，北斗也为寰宇之中，代表永恒永

世。走进卿罡村，一座门楼宛如一个星座，一条条青石板巷道好

似一条行星轨道，仿佛置身于宇宙星系之中（图11）。

宣扬儒家礼制的文化意象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教育，宣言科举功名，光宗耀

祖，报效国家。“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是以往客家人的

思想和行动准则，是客家人对中原汉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这

不仅体现在书院建设和楹联中，村落的形态格局往往也深刻反映

出这种文化的印迹和独具匠心。

如翁源县的一心村（图12）和乳源大桥镇柯树下村是粤北地

区典型的文房四宝意向型村落。顾名思义，文房四宝即古时书写

所用的笔墨纸砚。如何将笔墨纸砚融入村内的布局，这确实是一

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如一心村前的砚池不仅起到风水塘的作用，

还是村民平时公共交往的场所。当村民使用砚池时，从水中的倒

影便可领会到“文房四宝”的寓意：塔尖倒映在水中，寓意笔，

水池寓意墨砚盘，田园寓意为纸，还有笔架山、笔架石等，生动

形象。如此巧妙的布局，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

追求祈福纳吉的仿生像物意象

始兴廖屋村（又名石头城）以龟形建村（图13）。据传该村

建在山嘴并与背后的青山构成形如久旱见水急速爬行的乌龟。城

堡是建在万年老龟的头上，面朝白墨两河交汇处，意为雄龟遇水

抬头游，暗示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俱全。还有的

村庄以螃蟹形建村，有驱邪镇煞作用，仿生喻义为一只巨蟹守护

后面的村落和前面的千亩良田。

结语

受地理环境、儒家文化及防御意识的影响，加之文化多元

性特征明显，粤北古村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和而不同。又因粤北古村落大多是在特定条件下沿古

道产生的，是岭南乃至中国传统村落的一个特殊类型，所以又具

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对其典型空间的比较研究，可看出古人

在选址建村时多因地制宜、不拘一格，既反映社会文化，又立足

经济现实，从而使村落具有各自独特的风貌。这是一笔宝贵的文

化遗产，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当今古村保护和新村建设的思考，尤

其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三旧改造如火如荼的当

下，如何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和“千村一面”的盲目开发建

设，粤北古村无疑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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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11来源：连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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