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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文学学士，吉林大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

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馆员 ， 中华书局编辐 ， 深切|博物馆副研

究馆员，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馆员，广东省文物保护

专家委员会会员 ， 广东省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专业领

域 : 历史文献学、博物馆学、文物研究与保护(古代建筑、

击代家具 、 古代书画 )。 主要著作 (( 深圳古代简史 )) << 深

圳炮楼调查与研究 )) (( 深圳东北地区围屋建筑研究 )) ( 参编 )

《深圳炮楼探秘 )) (( 明堂制度研究 )) (( 明堂制度摞流考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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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勇 编著者

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 获中国古代

史先秦史方向博士学位。 毕业后到深圳从事地

方史、建筑史、客家文化研究工作。主编《广

东文化遗产 · 古代宗教与泛柿信仰建筑卷>> • 

撰写图书《鹤湖新居>> .发表多篇学术文章。

葛嗣 编著者

深圳大学m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翅筑学硕士 ，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尤其关注

深圳|地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历史与保存现状，

现已发表《深圳近代建筑研究>> (深圳近代建

筑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探究>> (深圳|南头古城

天主教育婴堂探究>> (贵州、|郎德上寨聚落空间

建构过程与机制初探》等多篇论文，并出版《深

圳近代教会建筑传播与影响研究》一书。

编著者简介

郭梦 编著者

旅行作家 ， 自由撰稿人 ， 著有《去拉萨 ，

趁活着>><边域的凤这样吹 H 深圳第一花>><你

好，珊珊》等作品，同时也是新派剪纸艺术家，

在中国传统木版牢固方面有一定造诣。

曲文 编著者

河南大学历史学学士，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

历史学博士。 专业领域.中国古代史、 博物馆学、

中国古代建筑史。在校期间发表多篇亩代史相关文

章，毕业后从事珠三角地区自建筑调查，参与编写

《深圳东北地区围屋建筑研究 >> (深#11炮楼探秘》

等书作。现为深圳市大鹏古城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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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传统建筑的
文化源流

深圳是一座能有什么传统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还能有几

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三十多年了，许多"深圳人"仍然在

不断地提出这样大概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质疑。深圳的各

大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温村。"在三十多年的"基础概念轰炸"下小

温村"阜已成了至少两代"深圳人"对深圳历史传统的认知与

常识。但是如果人们读了厚厚的几大本《新安县志>> ，再读了

那些有关深圳历史文化的文章、著作，特别是这本《深圳风物

志·传统建筑卷>> ，或许就会改变看法了。

事实上，深圳不仅仅有丰富的文字史料和鲜酒生动的传统

民俗，还有大量的传统庙宇、祠堂、住宅建筑等各种各样的历

史文物，都在细细地、不断地、令人无可置疑地诉说着她悠久、

辉煌、可歌可泣的过去。对于我国传统建筑的多样性，传统上

认为可大体按省区来划分，即通常的所谓"安徽民居"

民居江西民居福建民居陕西民居广东民居东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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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民届四川民居山西民居山东 筑的多样性。

民居河南民居河北民居"等等，看 根据近三十年的实地调查发现，从大的

起来已经相当丰富了。但如果对某一地区的 方面说，深圳地区现存的传统建筑有五个传

传统建筑进行深入二步的调查研究，我们就 统的区域性文化来源:一是本地传统文化

会发现，实际情况远远不止如此简单。 近年 ( 此，点最为重要) ，二是广府传统文化，三

来，笔者在全国各地对传统建筑进行调查研 是客家传统文化，四是闽南、潮汕传统文化，

究，尤且在深圳地区对传统建筑进行调查研 五是西洋传统文化。

究肘，发现作为某种历史、科学、艺术现象 1. 本地传统文化，是现存历史最为悠

遗存的传统建筑，其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复杂 久、完全由本地的传统文化因素所组成的一

性，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

一、深圳传统建筑的五个来源

种文化现象。 与全国真他的市县一样， 上古

的深圳地区也是海锚山珍的面辑之区、 营腆

富庶的珠盐之地、人文套萃的礼仪之邦。 作

为我国南方古越族的一支及其先民的聚居

深圳在地理上的独特之处在于:西北背 地，深圳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 6000 年以

靠东莞、广州，西南面海.东北背靠惠州， 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此后经新石器时代晚

东南面海，正南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境内五 期进入青铜时代，在广东境内击越族的一支

分之三为山冈丘陵，五分之二为小面积平原。 建立了"缚婪国深刻|阳区为其属地，其

从区域文化类型的分布地域看，广府文化以 文化为百越民族文化。虽然秦始皇在发动统

广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 客家文化以梅州为 一岭南战争的前后，一直对岭南实行大规模、

中心向四面延伸，闽南潮汕文化以漳州、|、潮 有组织的移民，但是在后来汉族人赵信建立

外的中心向阳面延伸，真共同的交汇点正是 的南越国中，越族人和越族文化的力量仍然

在深圳，几种有相当规模的区域文化类型都 占有很大的比重，赵伯等南越国的王族、贵

是在深圳这里结束。所以从区域文化类型的 族，对内、对外都以岭南土著的面孔出现，

多样性上看，深圳也是得天独厚的。区域文 对北方文化均采取普遍排斥、抗拒的策略，

化类型的多样性直接导致了深圳地区传统建 使大量的古越族文化成分在岭南得以长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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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汉王朝在深圳南头古城一带的"东宫盐场"设置"番属盐宫"

来管理盐业生产;三国吴黄武五年 (226) "番属盐宫"改为"司

盐都尉"。东晋成帝咸和六年( 331 )分南海郡立东宫郡 ， 郡

治设在同时设立的宝安县城中。 这时的宝安县包括了今东莞市、

深圳市和香潜地区等。 此后一直到唐朝至德间，朝代屡经变更，

"东官盐场"也更名为"东莞盐场而宝安县不变。唐朝中

期以后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明代万历元年 (1573 ) 

从"东莞县"又分出"新安县宝安县"→"东莞县"→"新

安县干年吉县的基本范围没有变，区域性传统文化的脉络

没有断 ， 许多基本的文化面貌也或多或少地有所保存，比如东

晋"宝安县" 时期的四系罐，到了明、清"新安县"时期，除

了袖色由青袖变为酱袖之外 ， 四系罐仍然是四系罐，形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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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白泥坑旧圈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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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变化只有考古专家才看

得出来。 除此之外宝安

县"→"东莞县"→"新安

县也就是今天的东莞市、

深圳市和香港地区一带 ， 还

有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 ， 与

周边的归善、博罗、增城、

广州、番属等地明显不同 ，

如说话时讲"东宝片方言

服饰是"一丈乌大襟衫"等

等，其传统建筑也与上述周

边地区有着显著区别。

2. 广府传统文化，是

由来自广府中心地的传统文

化因素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现

象。 无论是从其基本形制 ，

还是从其施工程序、使用材

料上看 ， 深圳地区现存的传

统建筑有相当一部分含有大

量来自广府文化中心地的传

统文化因素 ， 这些建筑文化

现象无疑是来源于广府传统

文化。 正如上文所述，广府

传统文化也是南北方文化大

融合的产物，只是与深圳本

序

广东省广州市番禹区钟村镇大洲村俯视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新科村(科甲水)某住宅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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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统文化比较起来，广府传统文化本身的历史更为悠久，其

产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而其对深圳区域性文化的压迫、

影响肯定自古以来就是强有力的、持续的。不过我们现在能够

见到的广府传统文化对深圳传统建筑的影响，全部来自明代以

后的实例。

3. 客家传统文化，是由来自客家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所组

成的→种文化现象。深圳传统建筑中，真正来自客家文化中心

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实际上是比较少的， 而大部分传统文化因

素来自客家文化的扩展地区归善县. ~D今天的惠阳地区。清初，

一方面为了消灭郑成功和打击海盗， 一方面也为了惩罚支持过

南明政权的沿海居民，清廷在康熙元年( 1662) 实行"迁海"

政策，广东沿海居民先后两次内迁 30 - 50 里。新安县的版图

是沿海岸线延伸的长条形，南北窄 ， 东西长，全县大部分地区

被划到迁移范围之中，以至清廷最终不得不撤销新安县的建制，

而把新安县剩余的少量土地、人口划入东莞县管辖。迁海之举

不仅给公私财物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断绝了许多农民、温民

及盐民的生活来源，国家也失去大量税收，对打击郑成功及海

盗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到康熙七年( 1668 )清廷决定部分

地区复界，新安县得以恢复建制。复界后能够迁回的原住民较

少，于是清廷颁布了优惠的招垦政策。嘉应(梅县)地区和归

善县的许多客家人为寻求出路，踊跃报名迁往复界的地区垦荒，

到雍正初年开始大量迁入，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高潮。到清末，

新安县的客家人己占全县总人口的60% 以上。他们为新安县(现

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地区)的传统建筑带来了大量的客家传

统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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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坪中村吉安围正面

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坪中村吉安围后围龙

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坪中村吉安围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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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客家建筑中有两种核心类型:一种是"兴梅类型围

屋另一种是"惠州类型围屋"。此外还有两种次要类型:

一种是"排屋村另一种是"散屋村" 。

"兴梅类型围屋"的特征来自梅州市和兴宁市，主要是后

面有半圆形的"围龙屋中间和前面与其他客家围屋基本相

同，由半圆形的祠堂和炬形的堂横屋组成。 这种围屋分布的中

心地是梅州和兴宁，但是它的周边还有极为广泛的分布，西北

部可以至IJ达江西的安远、寻乌、三南(龙南、定南、全南) , 

北部几乎遍及福建的龙岩地区，西部到这连平、新丰、龙门，

东部与潮汕系统的建筑犬牙相错，南部通过惠州、|、博罗交界线，

一直抵达深圳、香潜(已知现存纬度最低的国龙屋是龙岗南联

社区的正埔岭围屋，而香灌还有一处鲜为人知的围龙屋遗址) 。

由这个分布范围可以看出国龙屋的分布是有方向性的，向北的

分布比较远，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龙岩地区还是兴梅地区的围

龙屋年代更卑。向南的分布也比较远，而且能够看出来有一条

由兴宁→五华→河源→惠州→宝安→香港组成的传播路径。向

西的分布被局限在京广铁路线以东大约一百公里的东侧，向东

的分布则被局限于潮州文化区的边缘，总体上形成东西窄、南

北长的一个分布带。

"惠州类型围屋"是深圳客家围屋的另一种主要类型之一，

它与兴梅地区的围龙屋相比，最大的特征是不用后面的围龙部

分，而在外围的围屋上面加建第二层楼房，当地人称为"围楼" 。

另外在兴梅地区只有晚期的围龙屋或方形围屋才可能加建四个

角楼，而所有的惠州类型围屋都要建有四个角楼。 这个类型围

屋的分布以惠州、|为中心，加上周边的河源、东摞、揭西、惠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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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大亚湾西区塘尾海隆围

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区大亚湾西区老辈万生围(百阶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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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博罗、龙门等县，现存仍然有数干座 ， 仅深圳龙岗区，就

有三百座左右 ， 最南边的是香港仅剩的一座(沙田山厦围)。

香港沙田山厦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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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闽南潮汹传统文化 ， 是由来自潮汕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

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明代以来 ， 大量的潮汕人离开家乡，

到广东乃至世界各地讨生活 ， 而潮汕人善于做生意是出了名的。

现在已知从清末、民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 ， 在新安县→深圳市

开杂货铺做小生意的，几乎全部都是潮汕人。 但是与客家人不

同的是 ， 潮汕人对客居地产生认同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 他

们总是想赚到钱要回家乡去光宗耀祖 ， 实现了光宗耀祖的理想

之后才开始考虑在客居地的进一步发展。

5. 西洋传统文化。清代中 、 晚期以及民国时期 ， 西洋文化

开始大规模影响广东沿海地区 ， 深圳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西洋

X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