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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建築到了十七、八世紀後，隨著大量
僑居海外的華人在當地扎根，吸收了西方建築
的經驗，並在回鄉購地建屋的過程中，或在僑
居地興建具中國傳統色彩的房屋，作為定居後
的居所；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對中國傳統的
建築風格帶來一定的遷移和轉化，形成帶著明
顯地方色彩的建築。這在海外如馬來西亞、星
加坡或臺灣，在國内如廣州、潮汕、厦門、開
平等華南區域，這類例案不勝枚舉。

這輯簡介就是從這個過程中，受僑鄉文化所帶
來對傳統建築發展的影響，提供一些以圖照為
本的參考例案，以增廣大家在這方面的認識。



台灣風格的中國建築

(代表性的寺廟及道觀)

位於臺灣九份的聖明宮



位於臺灣九份的聖明宮













台灣三峽祖師爺廟



馬來西亞(檳城)的
中國建築例案







具不同地域色彩的建築



嶺南色彩的建築

(開平的華僑樓房、別墅、碉樓及客家村)













開平的碉樓建築，始建於清初，而大量興建則於20世紀20—30年
代，由當時旅居歐美等地回國的華僑所興建。在全盛時期，開平
有3000多座碉樓，目前尚存1800餘座。由於其獨特的建築特色，
被列為受保護的文化遺產。

碉樓外形似堡壘，當地人稱其為炮樓，是以居住和防禦土匪
入侵的需要而設計。碉樓建築就地取材，以磚石為主要材料，牆
体異常堅固高大，外觀雄偉，有觀察孔和射擊孔，主要用於自衛，
此外還有抵禦洪水的功能。

開平碉樓按其功能可分為三種類型：更樓、眾樓、居樓。更
樓的作用如瞭望台，用於打更放哨和觀察村外的動向，並作為抵
禦土匪入侵的堡壘；眾樓是村民共同集資興建的居停，也是村民
的避難所；居樓是村民獨資所興建用於家族居住的住所，內有糧
倉和舒適的生活空間。

自14世紀以來，有不少人士移居國外，使開平成為中國主要
的僑鄉。由於華僑散居各國，碉樓的建築形式也受到不同國家的
建築風格所影響（如古希臘、羅馬、哥德、伊斯蘭、巴洛克和洛
可可等的建築要素），同時配合中國傳統的建築風格和生活方式，
使建築融匯中西，形成各不相同的建築特色。這些不同風格和流
派的建築元素和諧共處，是開平碉樓所特有的藝術魅力。



立園 建於1936年，為旅美
華僑謝維立先生所興建。園佔地
達11000平方米，內有人工水道
將園區劃分為別墅區及大、小花
園區三個部分，同時又以橋、亭、
迴廊等將三區連成一體。

園內聳立多座建築物，黃牆
綠瓦，把中式和西洋建築融為一
體。園內遍植紫荊、紅棉及翠柏，
綠草如蔭。園内廣置著亭台橋榭、
長廊及曲徑，景緻極為優美。









散落在開平、恩平及台山一帶
的碉樓及具客家特色的村落





大多建有碉樓的
客家村落，村前
及邊旁，亦多設
有池塘及耕地，
務農為主，做到
自給自足的田園
生活。



村前廣闊的農田



村内的尋常百姓家

余蔭山房

余蔭山房為番禺南村人鄔燕天所建。鄔在清同治六年考
中舉人，後來其長子和次子也先後中舉。

一門有三個舉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為顯示自
已家族的榮耀，鄔燕天聘請了許多建園名師，在家鄉大
興土木，前後歷時5年，花費白銀近3萬兩，建造了余蔭
山房。

余蔭山房的主體建築是深柳堂，它原是園主人讀書的地
方，是裝飾藝術和文物的精華所在。深柳堂面闊三間，
分別為廳堂、書齋、臥室，室內寬敞明亮。

園内樓房另一特色是廣泛地採用滿洲窗。滿洲窗是一種
垂直推拉窗，上面鑲刻有圖案或書畫的單面彩色玻璃，
為廣州傳統建築特色之一。























嶺南色彩的建築

廣州荔灣錦倫會館



廣州荔灣錦倫會館

典型的三進三間平面布局及嶺南色彩濃列的鑊耳牆為石灣陶瓷屋頂修飾



屋頂的修飾

在湛江一帶的房屋





廣東嶺南色彩的屋頂造型

– 鑊耳山牆





世鏗院的建築

世鏗院位於惠來縣玄武區，由揭陽市政協名譽
主席、香港慈雲閣主席林世鏗先生投資興建。該
院于1995年動工興建，2004底年竣工，占地面積
100畝，建築面積1萬平方米，總投資1.6億元。

該院設計新穎，佈局合理， 景點錯落有致，為混
凝土加鋼筋的現代結構，但採用大量傳統手工藝
如木樑承托琉璃瓦面，及石、磚、木雕修飾等，
是傳統建築藝術與現代科技加工藝術的結晶。

世鏗院正門入口外觀



世鏗院正門入口外觀

門樓

屋頂誇張的琉璃修飾



主要來自廣東石灣的陶瓷飾件

承托屋頂的橫樑及濃列的修飾



副樑與華拱的細工木雕

門樓



門樓



木雕貼金正堂圍屏

門樓



以石雕面牆為主
的正門門廳



門樓

子細的石雕飾件在院內
亦設計成為一個主調



陳慈黌故居

陳慈黌是著名旅外僑胞陳黌利家族在家鄉建造的許多宅第
的總稱。陳黌利家族是一個典型的華僑家族，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曾被譽為“泰華八大財團之首”，“富甲南洋”，
至今曆六代百餘載，仍然興旺發達。

故居位於汕頭市澄海隆都鎮前美村，距市區約10公里。大
宅有「嶺南第一僑宅」之美稱，是全國罕有的僑居建築。

陳慈黌故居始建於清朝宣統二年，歷時近半個世紀，集陳
家幾代人的心血，計有郎中第、壽康裏、善居室、三廬等
宅第，占地2.54萬平方米，共有廳堂506間。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善居室”始建於1922年，至1939年日本攻陷汕頭時
尚未完工，占地6861平方米，計有大小廳房202間，是所
有宅第中規模最大，設計最精，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最
為完整的一座。



不起眼的家居入門

























中國建築的另一特色 – 門樓



門樓

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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