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語

以愛國戀鄉著稱的潮人，既有強烈向心力、凝聚力又勇於走向世

界、向外拓展；既崇尚謙直、穩重、中和等儒家所推崇的美德，又不

拘一格、隨機應變；他們外表質樸、自抑而內在卻不乏火熱奔放的激

情！這種外魯內慧的雙重性格是怎樣煉成的？這和世代居住的環境有

甚麼關係？林凱龍的這本《潮汕老厝》, 試圖從文化學和建築學角度回

答這個問題，可見該書不同於一般民居著作，值得推薦！

—莊學山
(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香港中南集團主席）

記得十多年前，在汕頭見到凱龍精美的潮汕建築照片，當即邀

請他攜照片參展“香港潮州節”並撰文介紹，展出之後，鄉親反映強

烈，好評如潮；後來，無論是組織香港“潮青”潮汕文化體驗團，還

是拍《嶺南尋根之旅》電視片，或請他設計路綫、或當嚮導帶隊，均

不負所望、幫助良多；今天，凱龍的《潮汕老厝》在香港推出海外版，

既是緣份，更是旅港潮人熱愛家鄉的見證！

凱龍這本專著，不單介紹潮汕老寨、村居與寺廟，它的價值還在

於藉潮汕建築藝術，帶出潮汕歷史、地理和風俗等文化特質，進而追

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所帶來的影響，既為海外僑胞開啟一片了解

潮汕文化的櫥窗，同時，也將引發讀者對潮人心靈故鄉作繼續探索的

慾望！

—高永文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國際潮青聯合會永遠會長）

林凱龍老師近三十年來走街串巷，深入潮汕鄉村搜集資料拍攝照

片，對潮汕老厝了若指掌。故這本書資料詳實、可靠，基本上反映出

潮汕鄉村古建築的全貌。

更可貴的是，林老師並沒有停留在“就厝論厝”階段，而是抓

住“潮州厝，皇宮起”這一主綫，沿波討源，考證出中軸對稱、向心

圍合的 “下山虎”、“三壁連”、“四點金”、 “駟馬拖車”、“百鳥朝凰”

等潮汕老厝，不但保留唐宋遺韻，而且其源頭可溯至古代世家大族的



“府第式”民居，是皇家建築在潮汕的遷延！這一發現應是這本《潮汕

老厝》最大的學術成果 , 也使該書不同於一般民居著作，值得推薦！

—王受之
（美國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終生教授、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

林凱龍先生這本積十數年之功寫成的《潮汕老厝》，緊扣四海潮

人心靈故鄉這一主題，從建築藝術出發，通過對“京都帝王府”如何

演變為“潮州百姓家”的分析論證，對潮汕老厝的形制與格局、特殊

裝飾工藝及對潮人的影響等，均作了精闢的闡述。還旁及潮人來源、

風水傳說、歷史掌故、民俗文化、中外建築比較等等，文筆通暢、趣

味盎然，是融學術性和可讀性於一爐的佳作！

林凱龍先生還是很有成就的畫家和攝影家，開闊的視野與獨特的

視角為他的研究提供大量精彩的圖像，通過這些圖像，讀者可以在藝

術享受中認識底蘊深厚的潮汕民居的價值，而更自覺地加入保護文化

遺產的行列！

—司徒立（Szeto Lap）

（法籍華裔著名畫家和理論家；中國美術學院藝術現象學研究所所長， 

藝術哲學與文化創新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事潮汕語言文化教學近二十年，我常向學員說，我的潮汕知識

都是偷來的。而對潮汕民居的認識，就是偷自林凱龍兄。偶有閒暇，

每愛捧著凱龍兄的力作《潮汕老屋》，按圖索驥，尋幽探秘。幾年前

為電視台拍攝潮汕文化節目，無有凱龍兄這枝“盲公竹”，直是茫無

頭緒，不知從何入手。潮人稱屋作厝，潮汕民居雖無徽派馬頭牆的奪

目外觀，但形制格局獨特而恢宏，獨承華夏古風，詮釋潮人敬祖重親

的精神追求。凱龍兄美術民俗雙修，他以藝術家的靈睿，苦心孤詣，

透析潮汕民居的文化意涵。此次凱龍兄將《潮汕老屋》易名《潮汕老

厝》在海外出版，既為潮厝正名，亦為饗吾輩之飢，鄙心殊幸，願以

薦同好。

—許百堅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副研究員、理大與潮州商會合辦《發現潮汕》課程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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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區的城市建設，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高速發展之後，

目前反而有些落伍，但這也無形中保留了許多古村落、舊城區和

古建築。最近，我驚奇地發現這裡不但有很多明清時期的住宅、

祠堂、廟宇，居然還能見到宋代的住宅建築，而且不是獨棟存

在，而是一個區域、一片住宅地矗立著，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

的奇觀了。然而，隨著潮汕機場的興建、廈深高速鐵路與第二條

高速公路的開通，潮汕這種遠離塵世的狀態很快將不復存在，這

些古建築、古村落、古民居還能夠屹立多久，我們心裡都沒有

底。在這種前提下，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的林凱龍老

師積數十年之功寫成的《潮汕老厝》，將給我們留下一份非常可

靠、具有高參考價值的文獻。

我在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擔任過八年負責學術的副院長，去

年開始任正院長，和林凱龍老師有很深的交情，他發現古村落、

古建築，經常先來告訴我，然後我們一起下鄉考察拍攝。通過林

老師和這本《潮汕老厝》，我了解了更多的潮汕建築，特別是那

些被全世界潮人視為心靈故鄉的老房子—潮汕的“老厝”。

潮汕鄉村至今保留著唐宋世家聚族而居的傳統，村寨規模往

往十分巨大，它們大多以宗祠為中心，次要建築圍繞宗祠展開，

相連形成外部封閉而內部敞開的宏偉建築群體，發展出諸如“下

山虎”、“三壁連”、“四點金”、“五間過”、“駟馬拖車”、“百鳥

朝凰”等生動多樣的建築形式；而據林凱龍老師考證，這些中軸

對稱、向心圍合的以天井為中心的民居建築，其源頭大多可溯至

唐宋，是古代世家大族居住的“府第式”民居體系在潮汕的遷延！

作為潮汕鄉村最常見的四合院式建築，“四點金”因四角上

各有一外形如“金”字的房間壓角而得名。林老師通過將“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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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與北京四合院比較，發現雖同為四面閉合的合院，北京四合

院院落較大但不一定在中心，而“四點金”則以天井為中心，緊

湊簡練，北方寬大的庭院被縮小為狹小方正的天井；北京四合院

大門不能居中面南，而受到先天八卦的影響開在西北角或東南角

上，林老師根據宋代以後先天八卦才開始在北方流行的史實，認

為北京四合院是宋代之後的建制，而不受先天八卦影響、左右對

稱、大門居中面南的“四點金”是宋以前古制。後來，林老師又

在唐代大詩人王維所畫的《輞川圖》與北宋畫家喬仲常所作的

《後赤壁賦圖》中找到類似“四點金”的合院，林老師據此斷定，

潮汕“四點金”是一種比北京四合院更為古老的合院式建築。

對“駟馬拖車”等大型民宅的研究也是如此。“駟馬拖車”

是一種以宗祠為中心象徵“車”、兩旁次要建築象徵拖車的“馬”

的大型建築群體。林老師根據“駟馬拖車”與唐代律宗寺院、北

京紫禁城格局相似的特點，以及古代中原士族動輒“捨宅為寺”

之史實，得出既有禮制功能又有居住功能的“駟馬拖車”，是從

古代“京都帝王府”演化衍變而來的結論，正因為如此，本地才

有了“潮州厝，皇宮起”的說法—即潮汕民居是按皇宮的式樣

精心建造的。

從歷史原因看，潮人的先祖大多是因戰亂南遷的中原士族，

因為離開祖地最遠，對祖宗的一切便愈加珍視。進入潮汕後，又

因其山環海抱的地理環境和相對偏僻的地理位置，潮汕先民既能

夠不受皇權的束縛，又能夠避免改朝換代的戰亂，而有時間、精

力和心情將民居當成宮殿來建造，讓那些體現禮制觀念與建築等

級的“京都帝王府”逐漸變為“潮州百姓家”。

林凱龍老師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走街串巷，深入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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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搜集資料拍攝照片，對潮汕老厝可說了如指掌。在書中，我

們除了可以看到“一條牛索激死三個師父”等掌故，還能見到國

內甚為罕見的許駙馬府和趙厝祠等宋代建築、足以與山西喬家大

院相媲美的澄海陳慈黌故居、規模為嶺南之最的有七百多間房的

普寧洪陽德安里等著名民居，就連散落民間的不起眼的建築局

部，只要有特色和價值，林老師也盡量收入，故這本書資料翔

實、可靠，基本上反映出潮汕鄉村“老厝”的全貌。

而更為可貴的是，林老師並沒有停留在“就厝論厝”階段，

而是以建築藝術為中心，從文化和審美的角度將筆觸輻射到潮人

來源、風水傳說、歷史掌故、民俗文化中去，通過娓娓道來的文

字，對潮汕建築的始源及歷史的演變、潮汕老寨府第的形制與格

局、特殊的裝飾工藝及其對潮人的影響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

精闢的論述。間中還旁及中外建築藝術的比較，視野開闊，圖片

精彩，趣味盎然，是一本融學術性和可讀性於一爐的佳作。

這本專著的面世，凸顯出林凱龍老師保護潮汕民居、弘揚

潮汕文化的拳拳之心。在這裡一方面祝賀林老師的新書出版，

同時也期待他佳作連連，給我們帶來更多關於潮汕傳統建築的

研究成果。

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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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雨迷離的揭陽炮台塘

邊村，如一幅水墨淋漓

的中國畫。

前 
言

潮汕是我的家鄉，我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這個鍾靈毓秀、人

傑地靈的南海之濱度過的。這裡有數不盡的美味佳餚，有豐富多

彩的鄉間習俗，有艱澀難懂的方言和那古意盎然的被稱為“厝”

的老屋。我和很多同代人一樣，是在“老厝”裡讀完中小學的，

那寬敞明亮的祠堂通常是學校的禮堂，那環繞祠堂的成排從厝和

包屋是我們的教室，還有屋架上那些神秘的雕刻和彩畫，也常常

成為我們寫生和臨摹的範本，而祠堂前闊大的陽埕竪上籃球架就

變成了學校的操場，可一用力就會把球扔到埕外的池塘裡！

在這些“老厝”裡讀了整整十年書之後，我考上了武漢科技

大學材料系，於是，和離開祖地的先人一樣，用紅紙包起一抔鄉

土，扛著行李第一次離開了家鄉。

興沖沖來到武漢讀書，懵懵懂懂上了半年課後，我才發現所

學專業和興趣相去甚遠，而當時“一考定終生”的現實又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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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著頭皮讀下去，心境自然十分壓抑；這時，家鄉的風物，便趁

機慢慢地侵入我的夢鄉，滋潤著我苦悶的心胸—在夢中我盡情

享受家鄉的美味佳餚，徜徉在幽深曲折的窄巷，撫摸“老厝”那

古老粗糙的牆壁，考證它的年代和特徵，一覺醒來才發現原來身

在異鄉……看來，我無可避免地患上了世界上所有潮人“思鄉”

的通病！

潮汕村莊裡有一圍一圍

的老厝，古意盎然。

位於桑浦山脈桃山腳下

的我的母校揭陽新華中

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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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是這種“病”，使我 1993 年在北京完成國家重點項

目《中國美術史》的編撰與插圖後，謝絕師友的挽留，毅然返回

家鄉，一頭扎進母體文化的懷抱，將自己的身心和鬥志，徹底消

融在南海的熏風和裊裊的茶煙之中。

我真正涉足潮汕民居是在 1987 年被王朝聞先生聘為《中國

美術史》撰稿人後，因常有到各地考察的機會，得以接觸不同民

潮汕鄉村保留著漢唐世

家聚族而居的傳統，村寨

規模十分巨大。圖為揭東

縣新亨鎮某鄉圍寨。

小橋、流水、老屋，四海

潮人夢魂縈繞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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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當時就有意無意地把它們和潮汕“老厝”相比較，覺得潮汕

“老厝”不比別處差，而且可能和潮菜一樣更具特色。當時，潮

州菜在各地也未受重視，我常向外人誇耀潮菜如何好吃，往往引

來笑話：“滿漢全席和八大菜系都沒你們潮菜，你林凱龍吹甚麼

牛！”何況，地處省尾國角的潮汕民居不可能和潮州菜一樣“端”

出去讓人品嚐，當然更難引起外人注意了。

直到 1989 年，同樣是王朝聞任總主編的國家八五重點圖書

《中國民間美術全集》開始編撰，我極力向民居卷主編陳綬祥推

薦潮汕民居。承陳先生不棄，派我和廣州美院的黃啟明兄到潮汕

和閩南拍照，當時，我們只在潮汕匆匆拍了一天就趕往閩南，所

選擇的地方也遠非潮汕代表性民居，但還是有近十幅作品入選

《中國民間美術全集．起居編．民居卷》，此第一本收有潮汕民

居的大型畫冊在大陸和台灣出版後，獲獎無數，在海內外引起很

大反響。

自此以後，一發而不可收，我開始發狂似的拍攝潮汕民居。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積累了數以萬計的圖片資料；通過這些

材料，我才真正了解潮汕的那些“老厝”，不但有獨特的文化內

涵，有巨大的美學和文化學價值，而且是一筆遠未得到重視就開

始消失的文化遺產！和很多潮人一樣，我原以為那些外表並不起

眼的“老厝”土得掉牙，較之閩西客家土樓或閩南紅磚區民居，

元代至元年間，福建莆

田人張翠峰七兄弟偕

妹翠娥來到普寧燎原鎮

虎山腳下的泥溝開基創

業，枝繁葉茂，子孫眾

多。今天，張家後代在

泥溝鄉有萬餘人，而在

海外則多達 5 萬。圖為

泥溝鄉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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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附近的客家圍龍屋，似乎缺少魅力，殊不知潮州饒平就屹立

著六百多座土樓，還有到目前為止發現的最大的八角形土樓，其

居民是和我一樣講潮汕話的潮人！

除了擁有最大的八角形土樓和眾多的圓樓外，潮汕還有比土

樓大得多和早得多的古寨和府第。經過分析和論證之後，我發現

這些聚居人數動輒過萬的古寨和府第，居然是中原古代世家大族

居住形式的遺存，是宋代以前在中原地區流行的“祠宅合一”的

建築體系的複製！例如古畫中那令無數學人嚮往的唐代王維的

“輞川別業”（相傳宋代文學家秦觀臥病時，因觀賞了朋友高符仲

送來的王維《輞川圖》摹本，不覺身與境化，病也好了），宋代

蘇東坡在黃州住過的府第就是它們的前身。而且，無論從規模佈

局上，還是從裝飾工藝抑或從建造年代與方式上，都可追溯到遙

遠的年代！

另外，潮汕還有大量的文教、宗教等建築，它們或以歷史悠

久、形制古老，或以規模巨大、中西合璧著稱。如最近我才發

潮人喜歡在天井正中種

植蓮花，蓮花亭亭淨植，

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貴品

格，是潮人追求的人生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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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青少年時期習畫的場所—揭陽學宮，不但規模為華南諸

學宮之冠，而且還是全國縣級學宮中最大的！而小時曾隨祖母去

燒香拜佛的潮州開元寺，其寬達 11 間的天王殿不但為漢地同類

殿宇中之最大，而且還是號稱世界現存最大木構建築—日本奈

良東大寺大佛殿的建築母本，其如人的脊樑柱一樣排列的絞打疊

斗，其形制甚至可追溯到漢代！而那些在潮汕大地上隨處可見的

氣勢恢弘、傲然挺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則體現了潮汕人虔

誠的宗教情懷，同時也折射出潮汕文化包容開放的一面。因此，

藉此次出版之機，本人特意在十年前完成的拙著《潮汕老屋》的

基礎上，補充了“宗教建築”一章，以期能更全面、客觀地反

映潮汕古建築全貌以符“老厝”之實（因為在潮人心目中，“厝”

比“屋”要寬泛，“厝”除有“屋”的含義外，還指處所、家鄉、

建築等），對其所呈現出來的潮人文化心態和潮汕民性也作了些

探討。

古樹、池塘、府第，這

是潮汕鄉村隨處可見的

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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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的初衷是以對潮汕大地上的古建築作

一巡禮為基礎，從文化學和圖像學角度切入，通過對潮汕各類古

建築特點的剖析，尋找它們各自的淵源和演變的規律，然後再回

過頭來闡明潮汕古建築對潮汕文化和潮人精神形成的影響等等。

而在拍攝和研究過程中，由於我更多地從視覺美學角度擷取潮汕

“老厝”那古老滄桑的一面，遺漏和紕錯在所難免，這就要請讀

者多多包涵了。

潮州府城“嶺海名邦”

牌坊局部。數以百計的潮

州古城牌坊曾於20 世紀

50 年代初被拆毀殆盡，

近年雖有恢復，但工藝水

平相去遠甚。



位於棉湖古鎮的幽深“進士第”和“四知”、“三相”的門聯，將世家大族身份表露無遺。



創建於魏晉時期的揭東縣烏美村一角，該村是鄭氏宗族聚居的大鄉落，位於揭東縣的桑浦山下。

已成為機場跑道的揭陽登崗許氏宗祠。甲午戰爭後，著名愛國志士許南英在台灣遭日本人追

緝，應登崗許氏兄弟子榮子明之邀，攜家避難於此。時許南英之子許地山年僅三歲，他後來

在《我的童年》中記敘了這段生活。



大海是潮人的母親，潮人的命運和南海的波濤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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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朋友，如果您有機會前往廣東省東部沿海，在經過連綿的

山嶺丘陵之後，會出現一個海天一色、平疇百里的錦繡平原，

在繡花般的農田和菜畦簇擁下，在層層的山川河海環抱之中，

可以見到一個個狀如蓮花、如八卦、如蘑菇、如手挽著手向外

擴展的人群般巨大密集的村落—它那環抱圍合的寨牆、排列

整齊的屋舍、鱗次櫛比的屋面、高聳挺拔的山牆、縱橫交錯的

巷道、高高的望樓碉堡以及清澈的溝渠池塘……彷彿如陶淵明

不斷向外擴展的揭陽漁

湖京崗村，是一個巨大的

村落。



0
0
0

第
一
章

「
潮
州
厝
，
皇
宮
起
」

筆下的世外桃源，這是甚麼地方？

這就是古代世家大族避世的海隅之地—潮汕。

潮汕，指的是過去為潮州府管轄，大體包括現在的汕頭、揭

陽、潮州三市的背靠五嶺、面朝南海，東與閩南相接、南與台灣

隔海相望的被稱為“省尾國角”的地方。它的面積雖然只有全國

的千分之一，但卻生活著全國百分之一的人口，還是幾乎和本地

人口相等的全球三分之一華僑的故鄉；它物產豐富，氣候溫和，

山川秀麗，人傑地靈。在古代，常常成為中原士民逃避戰亂的

“世外桃源”，今天，則被認為是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地方之一！

由於潮汕以前長期隸屬於潮州府，“潮汕人”對外一般稱

“潮州人”，不過，現在都簡稱“潮人”了。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這是一句流傳甚廣的話。潮

人—一個以“潮”為名的華夏族群，其命運注定和大海連在

一起。大海是潮人的母親，它以寬廣的胸懷日夜接納著來自潮

潮汕是全球三分之一華

僑的故鄉。圖為依山傍

水的普寧著名僑鄉果隴

村一角。該村為著名愛國

僑領、原中國僑聯副主席

莊世平先生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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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鄉村中心、曾一度用做小學的祠堂，今天好像要祭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