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民居永續性理念研究：福建民居——土樓 



土樓的定義： 

        （廣義）包括客家的和傳自客家的不同時代、各

種造型的夯土建築。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田中談對中國住宅的純粹構造方面的分類統計                                   

概述 



概述 
土樓的分類：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概述 

土樓的分佈： 

•土樓大多建在海拔300~500m的

山間小盆地和丘陵之上，且這些

地方都是紅壤地帶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分佈: 
“福建土楼”包

括福建省永定县

的初溪土楼群、

洪坑土楼群、南

靖县的田螺坑土

楼群、河坑土楼

群、华安县的大

福建土楼福建土

楼地土楼群等，

主要分布在福建

西部 和南部崇

山峻岭中。 

福建土樓 



福建土樓z 福建土樓 
類型對應實例：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歷史背景： 

時期 居民 

史前時代 非今日的閩南人，一種土著的少數民族 

春秋戰國 越人入閩與土著居民融合—閩越族部落 

秦 “荒服之國”—難以征服的閩越人 

唐 “諸蠻”—陳元光建漳，漢化起源，現在被稱為閩南人的漢人就是征蠻時期定居的中原漢人與閩越族融合的後代 

唐末 （較晚入閩，中古時代居住在山西、河南等地漢人的後代）客家人從江西到閩西及汀江流域直到閩粵交接地區 

居民 

經濟&社會文化 

時期 經濟&社會文化 

唐 發展時期，漳州成為閩南的貿易中心 整個歷史時期

閩地戰亂頻繁，

不是朝代更迭

的征戰，就是

此起披伏的農

民起義。 

兩宋時期 人口劇增，經濟高速發展，文化興盛 

元 經濟文化遭受破壞 

明 經濟恢復 

清 清兵入閩，再次遭到破壞 

•中原移民，帶來了北方四合院的居住傳

統，同時對這裡特有的單元式土樓平面姓

氏的形成有極大地影響。 

 

•戰爭加上宗族械鬥，人們常為避亂舉族

遷徙，所以需要建造防衛性很強的住居。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歷史背景： 
自然環境 

•漳州到華安、龍岩到漳平是地震分佈的

密集地帶，在歷史上，土樓時刻面臨著地

震的威脅，因此必須擁有足夠的抗震能力。

特別厚實的土牆、牆內的配筋處理以及圓

形的平面，都是適應這種環境的產物。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土樓形式的變遷：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step1： 

       以永定縣古竹鄉福裕

樓的建築形式為例，可以

看做是五鳳樓的發展和變

化。 

       把後堂兩側也加高為

四層，同時把前堂改成兩

層與兩側橫屋連成一體，

如此，在防禦的功能上就

加強了許多。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step2： 

       把永定縣高陂鄉的遺

經樓與先前所示的福裕樓

相比就可以看出： 

        福裕樓的屋簷尚留有

迭落變化，而遺經樓已把

兩堂、兩橫的屋頂完全拉

直，減少屋簷變化，加高

下堂顯得單純而更具防禦

性。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step3： 

       南靖縣梅林鄉和貴樓的兩堂兩橫一般高，已經接近標準方樓的形式，但四段屋頂尚未接合。 

       再看永定縣方樓的標準式樣，屋頂已經簡化為一條了。方樓，是具備完整防衛性的建築結構。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step4： 

       南靖縣船場鄉溝尾樓，

呈現與標準方樓略有不同

的演變，建築的四角抹圓

變成轉圓角方樓。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step5： 

       待將土樓四壁完全抹圓，就是標準的客家圓

樓了。 

       此圖所示，是有名的永定縣古竹鄉承啟樓，

圓樓比方樓具備更進一步的防禦機能，在居住分

配上也達到充分的公平合理，故形成可加重要的

居住形式。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圓樓的優勢：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圓樓的優勢： 



土樓圓樓成因分析 
從城堡山寨到圓樓的變遷： 

•圓樓的成因應當不能單純的以防衛要求作解釋，世界上防

衛要求到處都有，爲什麽別處就沒有出現圓樓。可見其中

應當還有其他的歷史、地理或人文的特殊因素。 

 

•在漳州跑出了圓樓的根，就要從漳州的歷史中去研究圓樓

的底。從城堡、山寨到圓樓的展展示漳州的特定歷史環境

的產物。 

•漳州所屬各縣遍佈圓形的小土丘，至今任到處可見削平的

小土丘上的山寨遺址，其殘留的牆基還明顯可辨，絕大部

份是圓形的平面。（圓丘建圓寨是很自然的的結果，圓形

有最寬闊的視野，最有力的防衛以及節省材料等特點。） 

 

•至今閩南人和客家人仍稱圓樓為“圓寨”， 

•而方樓則成為“四方樓”或“四角樓”可見其淵源不同。 

 

 *《土樓-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詩篇》                                   



土樓圓樓防禦措施 
圓樓的防禦措施： 



土樓永續性分析 
建筑选址： 

•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古代人类理想

的建筑选址，从土楼村落的平面图可以

看出客家人的祖先迁移至此定居的目的。 

 

•村落群山环绕、积水成河，山包水。

水环山，重峦叠嶂，高低错落。 

 

•土楼地势高爽，利于污水排放，植被

可以保持水土，同时避免雨水淹涝。 

 

•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的寒流，朝阳

可以争取良好的日照。 

 

•整个村落冬暖夏凉，山上的林木长得

十分茂盛，为人们的建屋提供优良的天

然建筑材料，也为日后整个村的农业、

手工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易缀·系辞》中撮到：“天地之大德日生”，中华民族的祖

先认为天、她、久之闻存程羲统一一体蛉生命关联。遮秘整体牲

蛉生会关联存凌予万事万物乏每。天地万物本由一气流成，天生

成万物，地滋养万物生存；天地万物之间虽形拌而意近，虽类不

同而根近。 

        宇宙间的万物是彼此相关联的统一整体，损其一必将破坏天

地之间生命流程的遴程。华夏先鼹很早就有了矜素的生态懑谈，

极其淫纛生态环境的保护。早在夏朝魏已翻定了肖关生态保护的

制度。《逸掰书·大禹篇》载《禹禁》，“舂三月，三林不登斧斤，

以成草林之长”。 



土樓永續性分析 

       石挢村与自然的山岭、溪流、土坡有機的融合在一起。四周的山峦围

合出内向的村落空間，限定了村落的範圍。溪水流過利於村落取水排水。

整个聚落“順天時，量地利”，背依大山，左、右沟壑环绕，正面“近案

朝远”，负阴抱阳，村落布局与自然地形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适宜

居住的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 



土樓永續性分析 
建築單體與環境的結合： 

•振德樓： 

 

        位於長蘭片區沿河陡檻間。 

        振德樓所處地段較寬，順應地勢、因地制宜建成

上下兩院，下院在上院之前且低於上院，為雜物院。 

        從剖面圖可以看出，廂房是順應地勢高差而建的，

上院廂房高，下院廂房低，倒座只有兩層，屋面再次

降低。正面為配合地勢的跌落和突出正房中軸，底層

明間的主廳升為最高，左右層逐漸降低，屋頂由此分

為五段，從中間向兩端逐層迭落。 

       從溪邊看去，振德樓在保留土樓原有的向心性、

封閉性；和防禦性的特點的同時，適度開廠，毆改善

通風和採光等生活條件，充分利用自然條件，順應自

然環境，實現人、建築與環境的和諧統一。 



土樓永續性分析 
建築單體: 

内向合院式住宅的生态特性： 

 

•闭合环绕天井式的建筑阻挡了室外

污染的进入，从而能保持室内空气

清洁干净。 

 

•开敞的院子能够引进阳光、雨水、

新鲜空气以及长波辐射。院子上面

朝天，下面以地表面为基，能够保

持院子和院子周围的房间有良好的

气候环境。 

 

•合院式住宅以冬暖夏凉，空气新鲜

舒适著称，其主要特点是保持有益

于人体健康的自然气候，限制有害

的污染因素。 

 *陈启高 --《详论中国传统建筑》                                  



土樓永續性分析 
主要材料： 

        建土楼所需的主要材料是土（红壤土、田泥、瓦砾土）、

木（杉木、少量松杂木、老竹片）、砂石（河砂、河卵石山石

块）、石灰和青瓦。红壤土到处都是，田泥可从田地里取、瓦

砾土既是老墙泥。当地林木茂盛，杉树、松树、竹子资源都较

丰富，从山上采伐运至施工现场即可。砂石从河边或山上捡取

也较为方便。石灰需购买，青瓦可购买也可一个家族自己开窑

烧制。 

        客家土楼几乎都是采用岩石做基，夯土为墙，通廊贯穿，

是木结构为主的土木共济的建筑结构体系。 

        这些建筑材料全部源于自然，使用后又可回归于自然环境

中，是天然的生态环保建筑材料。 

材料的循環利用 

 

•夯土: 一般夯土墙体很坚固，不

容易推到，大部分情况会将其留

在地里，如将其推倒红壤土、田

泥仍可与土地融为一体，若干年

后可作为土地重新使用，土地资

源在不断循环没有被消耗掉 

 

•杉木、松杂木、砂石等如果尺寸

合适可用来建造新的住宅，如果

不适用，杉木和松木等也可作为

肥料埋在地里被微生物分解在大

自然中循环。 



土樓永續性分析 

夯土： 

“可呼吸”的牆體建築材料 

*“可呼吸”性：不需要藉助任何人工能源

和機械設備，依靠自身的材料特性，感應

所調建築空間空氣的溫濕度，自動調節空

氣相對濕度和干球溫度的性

能。                                                           

     ——《日本對調濕材料的研究與應用》 

 *數據出處--石桥村客家土楼
传统设计理念的生态适应性
研究 



土樓永續性分析 
營建方式： 

        士楼无论方、圆楼还是不规则的土楼，其建造過程一般都包括
了七道工序：選址定位、開地基、打石腳、行墻、獻架、出水、內
外裝修等。 

        根据材料的自然特征，充分发挥

其特性，“因其理”而用之。建築的

營建方式符合材料的天然秩序，也就

與人類的生存秩序相吻合。 

 *《石桥村客家土楼传统设计理念的生态适应性研究》 



土樓永續性分析 
可循環的給排水系統： 

        土楼内的绘排水系统一般包括四个部分：取水的水井，汇

集雨水及生活污水的天井，將污水導入建築外的暗溝或進行污

水處理的污水池。 

•污水池——“氧化塘（穩定塘/生物塘）” 

一種古老的污水處理技術，他對污水的處理過程和自然水體的淨化過程相近： 

污水在塘內經較長時間的緩慢流動儲存，通過微生物的代謝活動，使污水中的

有機污染物得到淨化。水中的溶解氧則主要是有堂內生長的藻類通過光合作用

提供的，堂內的復氧則起輔助作用。由於淨化的作用。污水排入污水池塘后，

並不影響水池的觀感和氣味。 

（*理念近似于--living machines and biological waste treatment centers） 

 

•還有一些沿河就地勢建造的土樓，其生活污水就直接從建築中排出后，沿山

勢而下，逐漸滲透入田地中或流入溪水中，回歸自然水源。 

 

•土楼内部的院内都有一口或多口水井，

这些水井和环院的水沟组成了可调节

院内湿度的天然软设备。 

 

•雨后内院就成了汇集雨水的地方，雨

水通过鹅卵石渗入地下，多余无法立

刻渗入地下的雨水则可以排入水沟中，

雨水经过层层氧化、溶解，通过微生

物的代谢活动。使其中的有机污染物

净化，起到了调节院内湿度、日常洗

刷和灌溉农田的作用。 

 

•在炎热的夏季，室外空气在循环过程

中将水分带入建筑单体的内院。由于

水的蒸发作用可以引起庭院内部空气

温度的降低。 



土樓永續性分析 
內部房間功能： 

•当时农村的厨房还采用灶火，为了居民

们的一日三餐，灶火不停地蒸煮食物，使

空气相对干燥，且这样的烟熏烘烤，与土

楼本身建筑材料的吸湿性能共同起作用，

使谷物粮食干燥、不易生虫，极有利于二

层谷物的储藏。 

 

•在冬季寒冷的季节，土楼一层整圈厨房

的烟气有利于内部环境小气候的微调节，

使内院较之土楼外环境更为暖和舒适。 

 

•经过烟熏烤的木结构不易遭受虫蛀。 

 

•桥客家土楼的卧室都布置在三、四层，

卧室外墙开窗，对内院的回廊以木门窗隔

断，其木窗为独特的隔扇式，可以形成穿

堂风。这样的建造设计不仅满足居民们的

安全、隐私的心理需求，也在当时的尽可

能的情况下，为居民们的休息空间提供了

较好的通风采光。 

    一般而言，二层以上的

房間多用于家庭成员的起

居休息，一层或二层的房

間作为厨房、储藏、饭厅

或多余的房间也有用于牲

圈(一般在一层，牲圈有时

也放置在内院之中)。房与

房之间通过荦拱廊相通。 



土樓永續性分析 

•中国传统的风水理念无疑具有其朴素的生态适应性内涵，其贯穿

于客家土楼村落的选址、定位和建设中。石桥村村落布局及单体布

局均充分利用了自然生境的太阳能、风能及水资源，并形成良好的

自然生态环境的能源循环系统，满足村民们的日常各种生活所需。 

 

•在石桥村客家土楼建设过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夯土、杉木

及条石均直接源至自然生境，具有较低的蕴能量，对于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都形成较少的能量损耗。夯土、杉木和条石是未经工业处

理的建筑材料，具有无毒、无污染、 

可持续、可再生及物理性能良好等绿色建材的特点，使用过后可以

自行消解而回归自然生境，或者可直接循环再利用。 

小結： 



土樓永續性分析 

                       目的 
 
策略 

獲得更
多的太
陽輻射 

避免西
北寒風
的侵襲 

收集
雨水 

利於
排水 

夏季
降溫 

冬季
保溫 

利於
通風 

保持水土
避免雨水
淹澇 

保持空氣
清新減少
污染 

保持良
好的氣
候環境 

水資源
重複利
用 

去濕
氣 

地
域
性 

可再生/
重複利
用 

選
址
規
劃 

聚落選址背山
朝陽 

                

山包水,水环山,
重峦叠嶂,植被
豐富 

                 

地势高爽                 

建
築
形
式 

閉合環繞天井
式建築 

               

开敞的院子                   

內院以地表為
基 

                

底層用做廚房                 

对内院的回廊
開独特的隔扇
式窗 

                

院內設水井和
環院的水溝 

                  

院外設污水池/
污水沿山勢排
入農田灌溉 

               

材
料 

夯土                  

杉木                 

沙石                  

土樓民居的永續策略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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