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3一H 奎聚楼底层平面图

方楼大门前是矮墙围成的前院，正对大门的中轴线上

围墙抬高作照壁式，大门在前院的一侧，门楼转了一个方位

与方楼中轴线约成45度角，这也是风水上的讲究。

二、江西土围子

江西省客家人的方形土楼，当地人称之为“土围”、“围

子”或“水围”。主要集中在赣南的龙南、全南、定南三个县

(合称“三南”)，总数估计有500座以上，而以龙南县数量最

多，全县共216座围子。

图3一15 口字围一全南县
龙源坝陈氏石围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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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围子绝大数

是方形平面，只有极少

数的“环围”、“椭圆围”

或“八卦围”。

方围大致有三种类

型:口字围、国字围和套
围。

口字围的平面布局



与福建客家方楼十分相似，外围土墙坚实封闭，遍布枪眼，

四周的楼房围合中心内院天

井，其四角或对称的两角设碉

楼，碉楼高出围屋一层，构成防

御的制高点。口字围一般规模

不大，如定南县下岭镇的“八乐

排围”、全南县龙源坝雅溪村凤

楼下的“陈氏石围”、龙南县杨村

的“燕翼围”等都属此类。
图3一16 国字围一龙南县

杨太围一层平面图

国字围即在围屋的内院中建王字形平面的祖屋，组成

国字形平面，如龙南县关西的“新围”，其祖屋三进三排，共

14个天井，蔚为壮观。又如龙南县的“杨太围”和莲塘村的

“马头围”，全南县中寨村的“里坊围”等也是典型的国字围。

其变异形式如定南县月子乡的“下圳围”，内院中只有两排

内围屋。在国字围的中轴线上，祖屋的上堂均为祖厅，用作

家祠以维系宗族的权威。

图3一17 套圈 安远县镇岗乡
东生圈平面图

套围的平面更为复

杂，在外围内又套建一

两圈封闭或半封闭的内

围，其内院中心均建祖

屋，最有代表性的如全

南县乌柏坝大岳沙垢段

的“江东围”、安远县镇

岗乡老围村的“东生

围”、定南老城乡老城凹

上的“大屋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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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围屋规模最大的要数龙南关西的“新围”，长93

米宽83米，占地11亩多。最小的是龙南县里仁乡新友村的
“白围子”(俗称“猫柜围”，形容如养猫的小笼).大约只有
17米见方。这种小型的围子其造型酷似广州汉墓出土的汉
末明器“坞堡”，而1986年在湖北黄破县出土的吴末晋初的
青瓷“坞堡”不仅四角有碉楼，内院中还有祖屋，可见赣南的
客家土围应该可以说与中原的这种远古的住居形式有明显
的亲缘关系。由于它极好的防卫功能正好适应了闽粤赣边
区这个新定居地社会及地理环境的要求，因此得以发展并
且延续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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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州出土汉明器 湖北黄破县吴末晋初墓青瓷“坞堡”

图3一18 坞堡

实际上在与江西省“三南”地区毗邻的广东北部的始兴

县兴宁县等地也有这种带碉楼的方形土楼，当地称“方围”

或四角楼，形式与江西的围子相似。

下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围子的介绍，会有助于我们了

解江西土围的风格特色。

关西新围

新围位于江西省龙南县关西乡下九村，始建于清嘉庆

末年(1820年)，道光七年(1827年)建成，系徐名均经营竹

排生意发迹后从老围分迁此地新建，故称“新围”。



伪3一佩尹 龙南新围鸟瞰

哭西新目立面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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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一20 龙南关西新围立面图、底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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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围为三层围屋，规模宏大，平面近方形，中轴对称，长

边93米，短边83米，四角设炮楼。四周围屋环绕，内院中三

组三进的单层合院大宅连排建造颇有气势。

围屋底层外墙厚60厘米，为三合土夹卵石筑成，二层

为带内壁柱的30厘米厚土筑墙，第三层外墙则用青砖砌

筑，厚27厘米，内隔墙均为土坯墙，屋顶为硬山搁擦两坡瓦
顶。炮楼高四层为歇山屋顶。围屋内不设固定楼梯，只在炮

楼中临时架木梯登楼。围屋作为小辈及下人仆役住所，平时

大多空置，只是在必要时才集中人丁加强防卫，这里就成为

战时临时的“兵营”。

围屋内院大宅是围主日常起居之所。内院中以墙分隔成

前后两区:前区平面窄长，为附属建筑;后区平面近方形，为
主体建筑。围屋大门不设在中轴线上，而是设在前区的右侧，

前区的左侧有一个后门，整个大围屋只有这两个门出入。

前区设有马驹房、轿车房、游乐房。中段还有一处花园，

据说园中原有戏台，当时前区正中的院落作为“看戏房”，这
是其他围屋所没有的布局形式。

后区的合院大宅三进三排，共14个天井，俗称“九井十

八厅”，蔚为壮观。中轴线上的三进合院面阔九开间，两侧紧

挨的是面阔三开间的三进合院。宅内梁柱构架工整华丽，雕

龙描凤，彩画馏金，这在江西土围子中实属少见。大宅前是

宽敞的前院，前院又被廊、墙分隔成三个空间，居中的院子

最为气派，大宅正中入口门廊宽三开间、门前院中置一对雕

刻精美的石狮，院中与正门相对的是一堵巨大的照壁。整个

新围内院布局井然、空间丰富、层次分明。

八乐排围

八乐排围位于江西省定南县下岭镇，系小型的方形土
52



图3一21 定南县下岭镇八乐排围

围，边长只有21米，约建于晚清，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

其四角突出方形的炮楼，围屋中心是一个小小的天井，每边

除了炮楼只有4个开间。总共每层才16间房。底层作为杂

物间或猪舍，与二层不通，单独设一个门出入。楼一侧地势

较高，设室外台阶直上二楼，大门设在二层而且并不是居中

布置，而是依风水八卦定位开门。二层内侧挑出木构回廊，

内部走廊呈“乐”字形。土围底层不开窗，只留窄小的火枪

眼，二三层的窗洞也很小，对外封闭，对内开敞，表现出明显

的防卫性。三层土围为两坡瓦顶，四角突出的炮楼高四层为

歇山顶，整个外观造型端正方整、质朴粗犷，酷似广州出土

的汉明器，可见这种四角突起炮楼的建筑形式源远流长。

燕翼围

燕翼围位于江西省龙南县杨村乡杨村坪，为四层长方

形围屋。此围在杨村好的几座围子中所处的地势较高，故又

名“高水围”，系始祖赖郁华从上屋厅分迁此地开基时建造，

至今已传十三代，围始建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历五年

建成。

53



图3一22 龙南县杨村乡燕冀围鸟瞰

围屋长43.94米，宽32.95米，楼总高12米。楼房四面

围合，中心是长方形的内院，院内一角有一口水井。围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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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共33间房，只设一个楼

梯上下。二三层为卧房，内

侧挑出木构回廊，每层回

廊木地板上留两个洞口，

俗称“楼口”，以便临时搭

活动木梯上下，这也是少

见的较为特别而且经济的

做法。内院第三层顶设腰

檐，第四层层高只有2.1

米，作为贮物层，不设内回

廊，而是在外围设环周通

道，以便防卫时枪击救援。 图; 才3 燕冀围炮楼

围屋外墙厚实，底层外墙厚2米，为砖墙外包2.5米高的条

石勒脚，二层以上为砖与土坯混合承重墙，内隔墙为土坯

墙。二层以上每个房间均设内大外小的“火枪眼”。整个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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