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遗产：永定土楼

——神奇山区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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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 永定土楼，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永定，是纯客家县，
是福建省拥有最多土楼的县，总共23000余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奇
山区民居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一朵奇葩。2008年7月，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它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土楼分方形、圆
形、五角形、八角形、日字形、回字形、吊脚楼等多种类型。永定区共有
著名的圆楼360座，方楼10000多座。其中最著名的的土楼有-福建土楼王-
承启楼，土楼王子-振成楼，土楼公主-振福楼。其中，承启楼是福建土楼
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2010年进入世界吉尼斯最大土楼纪录。



二、人文历史

• 形成与发展
– 福建土楼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著名大迁徙相关，聚族而居既是根
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要求，更是聚集力量、共御外敌的现实需要使
然。福建土楼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
理念，适应聚族而居的生活和防御的要求，是一种自成体系，具有节约、
坚固、防御性强特点，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类型。

– 永定客家土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建筑艺术、建筑风格都积
淀了独具特色的模式和内涵。这些立面多姿、造型各异、高大雄伟的方圆
土楼，以自然村落为单位，错落有致、和谐协调地与蓝天大地、青山绿水
融为一体，组合成气势磅礴、壮丽非凡的土楼群体，形成让人“消魂夺魄”
的奇特景观。



• 文化内涵
– “土楼是原始的生态型的绿色建筑。”土楼冬暖夏凉，就地取材，循环利用，
以最原始的形态全面体现了人们今天所追求的绿色建筑的“最新理念与最高境
界”。在众多的土楼形状中，圆土楼是最为神奇和最有魅力的，古人以圆和方
代表天和地，崇拜有加。尤其认为圆具有无穷的神力，给人带来万事和合、子
孙团圆。

–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艺术殿堂。每一座土楼，又如同一个“大家族，小社会”。
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
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这种聚族同楼而居的生活
模式，典型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传统家族伦理和家族的亲和力。

– 厚重的福建土楼，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
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历朝历代土楼人家“修身齐家”
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

二、人文历史



三、特点特征

• 楼型多样
– 永定土楼千姿百态，种类繁多，分方楼圆楼两大体系，其中有殿堂式楼、
五凤楼、长方形楼、正方形楼、三合式楼、五角楼、六角楼、八角楼、纱
帽楼、走马楼、日字形楼、曲尺形楼、吊脚楼、半月形楼、圆形楼、前圆
后方楼、前方后圆楼、椭圆形楼等20多种建筑形式，永定被称为一座没有
大门的中国客家土楼博物馆。在众多的土楼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凤
楼、大的方楼和圆楼。

– 永定每一座作为单体的土楼都各自形成独特奇异的审美客体和艺术魅力。
而以自然村落为单位，以圆楼为主体形成的方圆土楼群，青山怀抱，绿水
环绕，田园烘托，既壮观，又抒情，其诗情画意和豪迈气概，让人留下许
多遐思和无穷的想象空间。它们与秀丽的山河景色互为映衬，充分表现了
楼与山水、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三、特点特征

• 功能丰富
–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小社会。客居异地的客家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
要最大限度的自给自足，而土楼的结构及功能充分满足了这个小农经济的
特色需要。楼内的水井、厨房、仓储、卧室、粮食加工房、柴火间、猪牛
舍、厕所等设施一应俱全。具备完善的防御和抗震功能。



三、特点特征

• 朝向通风
– 永定客家土楼大都分布在山地丘陵等山间谷地或呈串珠状分布于溪河两岸，
这样一可以接近水源，二可以就地取材。土楼朝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在建
筑上背阴向阳，一方面有利于通风，另一方面能产生冬暖夏凉等保温防潮
的效果，还能起到不易繁殖细菌而少得疾病的良效。



三、特点特征

• 天井采光
– 永定处于北回归线附近，开门见山，丘陵广布，故日照时间相对较短，而
土楼大都是封闭的，且不设阳台。一楼、二楼一般都不开窗，这就有利于
防盗贼入侵。因为土楼内外不设阳台，所以采光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由于
土楼坐北朝南，太阳东升西落，所以到了中午，太阳便可照到天井，使得
楼内光照充足。



三、特点特征

• 屋顶防水
– 永定客家土楼的屋顶大都采用“人字形”的双坡屋顶，地处亚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的永定，降水丰沛且空间分布不均。当雨季来临时，其“人”字
形屋顶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屋顶的外坡要比内坡长，这有利于防止
雨水下渗到土墙而引起的坍塌。加之其墙角用石料砌成，往往也比较高，
这就可以防止发大水时墙角被冲垮的引患。



三、特点特征

• 竹条抗震
– 永定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附近，地壳较不稳定。这就需要永定客家
土楼牢固且抗震，否则将很容易倒塌。客家先民从以往的地震中吸取教训，
在夯墙时，把竹条当作如今的钢筋放到墙内，由于竹条坚硬且富有弹性，
整体性能良好，所以地震发生时，墙内的竹条会被拉直，使得墙体不易倒
塌，过后，竹条会受到圆楼回心力的作用，自然合回去，从而取得抗震的
良好效果。



三、特点特征

• 墙体隔热
– 永定处于亚热带气候炎热且复杂多变，为了起到隔热、防风的目的，在建
造土楼时，借助模夹板，经过反复的揉、捣、压、夯筑成了厚实严密的墙
体，这样可以防止台风的侵袭，土枪土炮打不进，起到御敌的作用，还可
以起到隔热的目的，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冬暖夏凉，这就
像天然的空调机一样，让客家先民在舒适环境下生存繁衍。



四、代表建筑

• 振成楼
– 位于永定县湖坑乡洪坑村，是最为富丽堂皇

的客家土楼，是客家土楼的精品，被称为
“土楼王子”，该楼建于1912年，按八卦图
结构建造，卦与卦之间设有防火墙，内有花
园、学堂等。内环还有中心大厅，雕梁画栋，
装饰秀丽，古朴典雅，中西合璧。占地约
5000平方米，费时5年建成，耗资8万银元。
分内外两圈。外圈4层，每层48间，八卦每卦
6间，一梯楼为一单元。卦与卦之间筑有防火
墙，以拱门相通。祖堂为一舞台，台前立有4
根周长近2米，高近7米的大石柱，舞台两侧
上下两层30个房间圈成内圈，二层廊道有精
致的铁铸栏杆。



四、代表建筑

• 承启楼
– 位于永定县高头乡，是圈数、居住人口最多

的土楼，被称为“土楼王”。建于清康熙四
十八年（1709年）。全楼直径73米，走廊周
长229．3米，全楼为三圈一中心。外圈4层，
高11．4米，每层设72个房间；第二圈二层，
每层设40个房间；第三圈为单层，设32个房
间。中心为祖堂，全楼共计400个房间。整个
建筑面积为5376.17平方米。“高四层，楼四
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历
经沧桑三百年”，鼎盛时期住过800多人，像
一个热闹的小城市。台湾政要吴伯雄先生曾
亲题“福建土楼王”。



四、代表建筑

• 永隆昌
– 位于抚市镇，以高大著称，为最花
工日的土楼，该楼因受地形限制，
部分以沙滩为基地，填平工程特大，
从填坝动工到整修完工，前后整整
花去28年。主楼高五层半，占地都
有一万多平方米。是方楼与五凤楼
的组合建筑。主楼有福盛楼和福善
楼两座，合计有92个厅，746个房
间，144座楼梯，7口水井。



四、代表建筑

• 福裕楼
– 位于湖坑镇洪坑村，是永定府第式土楼的

杰出代表，富丽堂皇。公元1880年开始兴
建，耗资十多万光洋，经历三年时间才建
成，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该楼由楼主
三兄弟（林仲山、林仁山、林德山）的朋
友汀州知府张星炳设计。其结构特点：在
主楼的中轴线上前低后高，两座横屋，高
低有序，主次分明。楼前有三个大门，在
主楼和横屋之间有小门相隔，外观连成一
体、内则分为三大单元。楼门坪和围墙用
当地河卵石铺砌，做工十分精细与大自然
环境浑然一体，十分和谐。



四、代表建筑

• 馥馨楼
– 位于湖雷镇下寨村，是现存最早的土楼。

建于公元七六九年，至今已有一千二百
多年历史，是永定客家土楼群中最古老
的一座。占地1275.76 平方米，高四层，
墙身通体以生土夯成。馥馨楼没有石基，
这是沿袭了中原先祖的建筑技术和建筑
形式，充分说明了永定土楼与黄河流域
传统民居的渊源关系。楼四周有四米宽
的护楼壕沟，门前设有吊桥通行，其底
墙生土掺拌有石灰、红糖，坚固无比。
堪称中原古代建筑文化的活化石。



四、代表建筑

• 集庆楼
– 为现存最早的圆形、最多楼梯的土楼。初溪村徐氏三

世祖建于公元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距今五百八十
余年，为永定现存圆楼中年代久远又结构特殊的一座。
一般圆楼，小的设置两处公共楼梯，大的设置四处楼
梯，底层相通且层层环廊通达，相互往来，十分方便。
唯独此楼，按底层每户从一楼到四楼各自安装楼梯，
各层通道用木板隔开，七十二道楼梯把全楼分割成七
十二个独立的单元。房间、楼梯隔、墙全用杉木材料
构建，全靠邻隼头衔接，不用一枚铁钉，竟也穿越了
近六个世纪的风霜雨雪，与厚达二米的生土墙一起依
然挺立。初溪土楼群形成于13世纪初，同样依山而建，
土楼与层层梯田构成壮丽景观，气势磅礴恢宏。



五、相关趣闻

– 20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卫星发现中国福建的西部布满了无数个大小不
一，成圆或方的不明建筑物，可能是核反应堆，也可能是导弹发射井，而
且规模庞大，数量惊人，引起该国当局的高度重视，于是派遣特工人员以
游人的身份前来探个究竟，结果探明是一座座土楼古民居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