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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裕祠修复工程

一、工程概况

广裕祠位于广州市从化太平镇钱岗村，钱岗村为南宋宰相陆秀夫①后裔所建。南宋
将亡之际，陆家伴随赵氏皇帝南逃，以避元兵之乱。据 《陆氏家谱》载: “翁讳从兴，
原籍楚州盐城，宋左丞相陆秀夫之玄孙也”“祖翁讳从兴，自南雄珠玑巷而至古番禺宁
乐②，见其山清水秀，乃余粮足粟之区，遂而寄居于冼民之旁，迨后启疆拓宇，衍胤繁
昌沙溪一峒③”。

广裕祠堂

广裕祠位于钱岗村的偏东南位置，坐北向南，占地 992 m2，建筑面积 816 m2，主体
建筑面阔三间，总面宽 13. 8 m，总进深三进，44. 2 m，砖木石结构。第一进为门堂、天
井及东西廊; 第二进为中堂、天井; 第三进为东西厢廊、祖堂。主屋三进厅堂均为抬梁
式构架，有举折、升起。两旁山墙承重，红砂岩和花岗岩柱础，屋面素瓦，灰塑屋脊，

①

②

③

陆秀夫 ( 1236—1279 年) ，楚州盐城 ( 今属江苏省) 人，南宋首都临安 ( 今杭州) 被元兵攻
陷后，拥帝南逃，与元兵决战广东新会崖门，先赶家眷投海，再背少帝昺投海殉国。

今广州从化区太平镇沙溪乡。
今广州从化区太平镇钱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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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为悬山顶。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祠堂中具有明显北方风格的一个实例。第一进广场
前有一砖石砌筑带瓦檐顶的八字形照壁，第一进两侧相连为翼墙，在广东地区则是孤
例。第三进为硕大的木质梭柱、瓜柱。广裕祠的装饰采用了木雕、石雕、砖雕、灰塑、
彩绘等传统的岭南建筑工艺，其营造手法，糅合了南北建筑风格和中原文化韵味。

广裕祠始建年代不详，据陆氏族谱载: 宰相陆秀夫第五代传人陆从兴率第六、七代
人，齐心协力，于“明永乐四年 ( 1406 年) 十一月始建”。

广裕祠最具有建筑历史价值的是祠堂内保存了五处确凿年代的维修记录，我国著名
的考古专家麦英豪①说: “在南方的广东这是第一次发现有确切建筑年份的古建筑，是
非常宝贵的建筑标本，对于研究古代建筑及祠堂文化有重要价值。”

广裕祠不仅供奉陆秀夫像，还认为陆秀夫是陆贾②传人。祠堂内的对联，蕴含凝重
的历史文化信息，或颂扬陆贾和陆秀夫的功绩，或昭示陆氏后人南迁，瓜脉绵绵。例
如: 前厅木柱阴刻“迹发钱塘庶钱岗而奕传子侄，祥开玑巷侣玑甸以大启文章”; 后堂
木柱阴刻“掉三寸舌能胜百万兵戈开越说佗归汉室，挺一孤身独操完全气节溺江负主仰
崖门”。

陆氏后人最引以为豪的是祠堂大门一副对联 “诗书开越、忠孝传家”。上联指的是
汉高祖刘邦遣西汉陆贾为使说南越王赵佗③归汉之史; 下联意为南宋宰相陆秀夫精忠报
国之事。后有从化县知府，桂林俊公赠送木牌匾一块，上书 “广祠名宗”挂在祠堂二
进屏门上额，以示敬仰之情。

2002 年 7 月，广裕祠被列为广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2006 年 5 月，列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裕祠堂修复工程于 2001 年 11 月 1 日开工，2002 年 2 月 3 日竣工。建设单位为广
东省从化市文化局，设计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民居研究所、广东中人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为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广东五华一建工程有限公司。

二、获奖情况

( 1) 广裕祠保护修缮项目荣获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
出奖 ( 第一名) ，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最高奖。正如评审团评语: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迅速变化期间，广裕祠的修复是一个地方遗产保护的杰出范例，村民、政府机构和技术
顾问的精诚合作，克服了资金上的困难，使广裕祠在修复时有周全的选择和高水准的传
统工艺。由于有意识地坚持 《威尼斯宪章》和 《奈良文书》的原则……陆氏祠堂不仅
成为钱岗村历史‘活’的记录，同时也可捕捉到中国从宋代直到今天共和国绵延的历
史进程。”

( 2) 2014 年 9 月列入第一批广东省传统村落名单。

①

②

③

麦英豪，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陆贾，为汉朝太中大夫，常为汉高祖刘邦说客，曾不费一兵一卒说服南越王赵佗归汉。
赵佗，南越国第一代武帝，在位 67 年，汉高祖四年 ( 前 203 年) 至建元四年 ( 前 13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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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4 年 12 月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 4) 广裕祠于 2012 年 2 月在 “( 首届) 广东省岭南特色规划与建筑设计评优活动”

中荣获岭南特色乡村民居铜奖。

三、科技创新与新技术应用情况

1. 二进落架大修技术

二进是整个修复工程的控制重点，是决定整个维修工程的关键环节。需替换红砂
岩柱础6 个、木柱 2 根、脊梁 1 根、雀替 9 个，5 根木柱要纠偏。经专家和工程技术
人员反复推敲方案，现场验算，采用落架大修和 “偷梁换柱”法: 先用数十根圆木
檩条和梁架顶牢，再用水平拉杆连接，形成一个稳定的满堂支架，按位置校准柱轴线
的标高后，用千斤顶慢慢顶升，结合手动葫芦、滑轮等机具，将柱础归位复原后，吊
装柱子，依次安装梁架、驼峰、斗拱、雀替等构件，再完成装檩条、椽子，铺瓦作
垄，做脊等工序。

二进的屋脊有精美的灰塑，必须原样保护，将屋脊分割成 20 块，按顺序编号、拆
卸，小心保护，然后按原位置用水泥砂浆黏牢。

2. 墙体保护修复技术

根据广裕祠墙体受损程度，分别采用 “剔凿挖补” “零星添配” “局部拆砌” “择
砌”等维修方法。

后进两侧处墙角护角花岗岩条石倾斜，与墙体分离，砖墙有裂缝。采取的措施: 对
墙基灌浆加固，扶正护角石，墙体按通长每隔 5 皮砖埋 6 钢筋拉结，水泥砂浆补强，
外面按原砖的规格重新砍制。头进东侧砖墙根有一长为 2. 1 m、高为 1 m 的洞口，旁边
较大范围的砖已松动。采取的措施: 先顶牢后才进行择砌，依据砖缝的排列形式摆砌，
边拆边砌，一次择砌的长度控制在 50 cm内。

3. 厢房复原保护技术

后院东西两廊全毁，只留下 Zx － 5、Zx － 6 两石柱和柱础，以及在二进后墙面留下
的脊椽印记，其中 Zx － 5 柱身为上下两端。修复时参照后堂构架样式和修复图，选用优
质菠萝格，将选好的荒料在场地上垫起 1 m，按杖杆点好总长、中线和每步尺寸进行弹
放八卦线，然后进行取直、砍圆、刨光等粗加工。最后一面砍平，砍刨去方形的菱角使
之成圆形。

经过粗加工的木料两端画上垂直平分中线，以中线为准用方尺画出水平线和挂头
线，用“架梁分杖杆”量出梁身长截线、梁头长度、檩径中线、各步架 ( 瓜柱位置)
中线等。画出各相交的构件榫卯线、瓜柱榫眼卯口线、梁底面与柱头连接的海眼线等。
各线画好后，在梁空身处写上梁的名称位置或编号，再进行加工成型。

梁架榫卯连接成榀后抬至现场吊装归位，然后再装配檩条、橡子，盖瓦作垄，
做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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