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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建筑经曲丛书·岭南民居系列》

前言

早在五千多年前，已经有人类在雷州半岛劳动、生息。大禹治水成功，建立夏朝分天下九州，最南为
扬州，雷州属南徼，“禹贡属扬州为南徼荒服”(万历雷州府志，卷一)。虽然雷州半岛地处大陆边陲
，却很早与中原文化开始了接触。由于历史的沿革，民族的迁徙，民族文化的融会，古老的雷州半岛
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文化，但它依然保留并传承着古老的土著特色。汉唐以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多迁
徙居雷，尤其是宋元明之时，闽南人大量迁至雷州，他们带来了自己民族的特有文化。融会雷州的地
域文化，形成了亲海、冒险、勇猛的民族性格以及以海洋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地域文化。这些文化
通过建筑、民俗、艺术等不同的载体鲜活地展现给世人。    笔者作为华南理工大学民居建筑研究所的
一员，于2010年开始，曾多次到雷州半岛的诸多古村落进行聚落与民居建筑的调研考察，深深地惊叹
于这些曾经辉煌的民居建筑群，更折服于这些古村落用朴素的智慧来适应自然，融合环境，求得自然
与人的和谐法则。雷州民居的村落及建筑空间有类似于广府民居聚落的规整布局，有着封建等级秩序
的缩影，但更多显现了灵活多样的空间布局：其建筑立面色彩丰富，极具特色活力，拥有造型多样甚
至夸张的风火山墙及淡雅朴实的建筑装饰艺术；民居建筑红砖赤瓦及茅草乡土材料的使用，独具风格
。    目前在广东民居建筑界，人们所熟知的是广府、客家、潮汕这三大片区的民居聚落与建筑，而受
多方影响且独具特色的雷州民居却不曾引起众人的关注。地处边陲，远离文化中心，经济的相对落后
与交通的不便成为人们无法熟识这些民间瑰宝的主要障碍。同时，经济的窘迫与发展的需求使得雷州
半岛传统村落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以寻求更好的生计。因此，传统村落逐渐呈现“空心化”
状态，村落的生命活力也随之下降，这样更加剧了这些古老村落的衰败。再加之过去民众受消极价值
观及文化观的影响，对身处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毫无认同感与地域自豪感，肆意对传统聚落的民居建
筑进行拆建改造，破坏了传统聚落中的智慧：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更造成了传统聚落的急速破败。   
2011年初，广东省委及省农委、农业厅提出了打造并发展广东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号召，这对于众多
逐渐衰败的广东古村落来说，无疑是一极大的喜讯。恰逢其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组织众多专家学
者出版岭南建筑经典丛书，并将广东民居作为一个单独板块介绍。更让笔者兴奋的是，在广东民居的
分类上，各位专家学者首次同意并提出了雷州民居的专有概念，终于使得雷州半岛这片神奇土地上的
芳华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    全书分为九章。首先阐述了雷州半岛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文奇观
等，探讨了雷州半岛特有文化产生的种种原因及在各方面的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之上，又针对雷州半
岛民居聚落及建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描述与分析，从不同的切入点将调研考察过的村落进行特征归类
叙述，本书以知识介绍为主线，以期给读者一个较为全面的雷州民居印象。因雷州民居研究在学术界
基本空白，笔者调研对象的深度与广度参差有别，加之收集的资料有限，不免在诸多地方存在纰漏，
敬请读者鉴别指正。    最后，对资助本书调查研究的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本书的编写
提出宝贵意见的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教授、魏彦均教授、陆琦教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章吉青
处长，湛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李心声局长，雷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蔡建主任、湛江市博
物馆叶彩萍馆长，湛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质检站田永平站长，遂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徐闻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华南理工大学民居建筑研究所的博士生陈亚利、硕士生林琳、赖奕堆、刘楚及
调研组2008级本科生等有关单位和个人，特致感激之忱。在此，真诚地感谢爱人张可男在本书编写过
程中的朝夕相伴，那些辩论与鼓励、督促与帮助，让我初次写作的艰辛得以疏解。每每从电脑屏幕前
侧目，都有一双笑意盈盈的双眼，点亮了许多日夜⋯⋯    作者    2012年夏于英国卡迪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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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之岭南民居系列，以《广府民居》、《客家民居》、《潮汕民居》和《雷州民居》
四册建构，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编撰方式向读者介绍这四种最具代表性的岭南民居建筑，使读
者对岭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特色有一个大体的认识。本书是其中的《雷州民居》一册，由梁林编写。
全书共分9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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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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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灭亡后，楚汉相争，战乱连年。在中原没有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一举统一了岭南地区
，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在南越实行“和揖百越”、
“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所有中原官兵和移民要尊重越人。他还自称“蛮夷大长老”，身
穿越人服装，结发头顶，一副越人的装束。他不仅起用了一批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拜相将兵，而且大力
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带头让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开创了中原人与岭南百越少数民族亲如一家
、自然融合的局面，从根本上克服了民族分裂、民族仇视的隐患。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国家的
统一，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刘邦委派大夫陆贾携带诏书南下番
禺，奉劝赵佗归顺汉朝，封赵佗为南越王。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地区的功
劳，赞扬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
俗亦止，俱赖其力”。    岭南自成为汉朝的疆域后，并没有出现稍具规模的移民，其主要原因是不存
在移民的来源。南越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其周围的今福建、江西、湖南、贵州等地都是人口非常稀少
，尚未开发的地方，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移民输出。而中原人口稠密区南迁的人口至长江流域就已定居
，难以越过这大片未开发区到达岭南。交通的不便也限制了人口的迁入，虽然秦朝时就已开辟了几条
越过南岭的道路，并通过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但路途遥远，状况艰险，利用率很低
。“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可以了解到当时交趾七郡对朝
廷的贡献品和物资转运，都是从海路通过东冶(今福州市)转达的，很不安全。所以岭南便成了贬官罢
黜流放罪犯及其家属的地方，而且以合浦郡为主(今广东徐闻县南)。史书记载，阳朔元年(公元前24
年)，京兆尹王章被杀，妻子被迁合浦(今广东徐闻县南)。此后有罪官员、外戚及其家属多被迁合浦，
仅少数有返回的机会。    而另一方面，岭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地方官吏会以此牟利，就连被徙的官员家属也因此致富，如汉成帝时京
兆尹王章被杀后，妻子徙合浦，居然因从事珍珠生产而成为巨富。因此，岭南不仅会增加一些流动人
口，如商人，也会吸引一些人定居。    西晋“永嘉八王之乱”后，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历时一
百多年的移民高潮，使得大批中原移民迁徙南方，此次迁徙基本分东、中、西三条主线，而大多数移
民定居于秦岭江淮一带，越岭南之地者为数不多，但也有一些记载，如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冯
业曾孙、高凉太守冯宝与当地俚族首领、高凉州刺史冼挺之妹结婚，从此得到了冼夫人和俚族地方势
力的全力支持。汉族北方移民与本地民族相结合，冯氏也发展为岭南最显赫的豪族，历经陈、隋和唐
初不衰，直到唐高宗后才没落。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正是唐代开元、天宝盛世的鼎盛阶段
，身兼范阳、卢龙二节度使的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周边民族部众反于范阳(今北京市区南)；“时海内
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安史之乱爆发不到一年时间，战火便燃遍
黄河中下游的主要地区，并愈演愈烈。为了躲避战争灾难，黄河流域人民纷纷向战火未烧到的地区迁
徙，寻找保全性命的安全场所。避难者“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    因叛军未能进入秦岭以南和
长江以南，甚至在淮河以南的活动也相当有限。广大的南方地区得以避免战争侵扰，从而吸引了无数
的北方移民，形成一股又一股的南迁洪流。顾况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
海。”李白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些诗文都展现了安史之乱以后北民南迁之
多之乱的社会大动荡。    不过战乱并不是北方人民迁移的唯一原因，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也是重要的
原因。至德二年(756年)，肃宗诏书说：“诸州百姓，多有逃亡，或官吏侵渔，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
一，或征发过多。俾其怨咨，何以辑睦？”    唐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估计八年间有250万
北方移民定居南方。    唐大和八年(834年)，诏岭南、福建、扬州地方官对蕃客常加存问，不得征收重
税，安史之乱后，经海路前来贸易的外商日益增加，故有是令。    唐开成元年(836年)，士大夫流放岭
南后代未北归者达数百家。    唐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分别起义，继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
再次引发了大规模北民南迁的高潮。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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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林编写的这本《雷州民居》共分为九章。首先阐述了雷州半岛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文奇观等
，探讨了雷州半岛特有文化产生的种种原因及在各方面的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之上，又针对雷州半岛
民居聚落及建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描述与分析，从不同的切入点将调研考察过的村落进行特征归类叙
述，本书以知识介绍为主线，以期给读者一个较为全面的雷州民居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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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唤起我们的雷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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