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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居遗韵

之广西滨海民居（上）

《广西特色民居风格研究》丛书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沿海、沿边地区。汉族、壮族、瑶族、苗族、

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 12 个世居民族的和

谐相处，造就了百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

交融，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图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

为持续保护和传承广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广西城镇建设》撷取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写的《广西特色民居风格研究》丛书中部分精华

内容，缀集成专栏，通过对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追溯，向读者展示各民族村寨聚

落的选址、布局、风貌特色和民居建筑文化特点，探索广西古今建筑文化之间的

共存及融合，从源本中系统地了解聚落及民居的起源、变迁及其价值所在。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BOLAN YUEDU 丨 博 览  · 悦 读学 思 践 悟 二 十 大 · 科 普 筑 基 促 发 展
广 西 城 镇 建 设     

GUANGXI CHENGZHEN JIANSHE2023/10  总第 251 期 丨

广西南临北部湾，属于南海，大陆海岸东起北海市合浦县的洗米河口，西至中越交界的北仑河口。
本文所指的泛滨海地带即位于北部湾沿海内陆，滨海城市内陆，紧邻滨海城市，受滨海文化影响较深厚，
建筑文化特色明显的地区，主要包括南宁、玉林、梧州、崇左等相关地区。广西滨海民居指广西临海及
近海区域，为适应滨海人居环境，采用地方材料与工艺，受海洋文化影响深远，具有鲜明滨海地区传统
文化特色的建筑。具体指北海市、合浦县，钦州市，防城港市、东兴市等地的民居建筑。

文化的形成与特定的地理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形成不同的建筑文化与特征。
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四市均属于北部湾地区，是对接东盟各国的桥头堡，也是广西对外开放

的最前沿，建筑风格易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上多呈现西方建筑文化的独特风格，如带有巴洛克
风格的骑楼建筑和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桂东和粤中及沿海地带平原面积较广，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
汇于梧州，流经广东省，流入珠三角。外来的海派文化从珠三角沿西江溯流而上，与岭南文化和中原文
化交织融合，形成梧州、玉林、南宁等地独特的泛滨海文化。当地民居建筑呈现券廊式风格的骑楼及岭
南风格的建筑。

北海市（骑楼式民居）
北海骑楼老街包括中山路和珠海路。老街形成于 1927 年前后，但它的起源却要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自那

时起，一批南洋建筑陆续在北海建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今天所见到的骑楼老街。这些骑
楼并不是南洋建筑的简单翻版，从深层文化根源来看，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精髓，是东西方文化碰
撞的结晶。

老街建筑大多为二至三层，主要受 19 世纪末英、法、德等国在北海建造的领事馆等西方卷柱式建筑的影响。
临街两边墙面的窗顶多为券拱结构，券拱外沿及窗柱顶端都有雕饰线，线条流畅、工艺精美。临街墙面不同式
样的装饰和浮雕形成南北两组空中雕塑长廊。这些建筑临街的骑楼部分，既是道路向两侧的扩展，又是铺面向
外部的延伸；人们行走在骑楼下，既可遮风挡雨，又可躲避烈日。骑楼的方形柱子粗重厚大，颇有古罗马建筑
的风格。

滨海民居（上）

北海市珠海路骑楼

北海市涠洲岛盛塘村（西式建筑）
在涠洲岛东北部的盛塘村，有一座用珊瑚石建

成的天主教堂。清朝时，法国远东传教会派人潜至
岛上传教，于 1869 年开工，历时 10 年建成此教堂。
涠洲天主教堂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建筑，
整个建筑群由教堂、男女修道院、医院、神父楼、
育婴室等组成。教堂高 13.5 米，长 56 米、宽 17
米。当时还没有钢筋水泥，建筑材料全取自岛上的
珊瑚、岩石、石灰拌海石花及竹木建造。一百多年
来，教堂经历风雨冲刷，仍保存完好。

北海市涠洲岛盛塘村天主教堂

北海市建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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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合浦县（围屋式民居）
围屋式民居典型的代表有赖氏围屋、刘氏围屋、陈氏围屋、大士阁。
赖氏围屋位于合浦闸口社边坡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几十户的同宗居民聚居在一起，四

周用石头砌筑起围墙，围墙上布设有众多枪眼，每隔一段距离就建一个炮楼，围屋的前后门都
建有三层高的门楼。

刘氏围屋位于合浦闸口福禄村，同样是几十户的同宗居民聚居在一个围墙内，设有一个公
共祠堂，墙内住户基本按照四合院的模式单独成院，院内建筑布局没有严格的规范，住户具有
一定的随意性、灵活性。

陈氏围屋位于曲樟乡曲木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里面的布局类似于滨海民居院落风
格：三进深的房子，每进为 9 开间，两侧为廊房，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四角为炮楼，粮库位于
宅院围墙外的右后角，另有围墙、炮楼，独成一体，有门与主院相通。整个宅院包括围墙及十
多米高的炮楼，基本上都是由三合土夯成，可见当时夯土建筑的水平之高。

北海市合浦县曲樟乡曲木村陈氏围屋

大士阁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合
浦县，始建于明初，为中国距海最近的古建
筑之一。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三间，总进深
六间，由前、后两座相连的重檐歇山顶楼阁
组成。全阁均为榫卯连接，无一钉一铁。屋脊、
飞檐和封檐板均雕塑或绘有神话人物、飞禽
走兽和花草等形象，极为壮观。

北海市合浦县大士阁

钦州市（骑楼式民居、院落式民居）
一马路至五马路是钦州市现存的最古老的街道，有典型的滨海建筑风格。老街大部分建于

19 世纪，由于当时南洋文化的传播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老街道的房子多为各具风格的骑楼建筑，
层高多为二至三层，贯通成排。

钦州市三马路钦州市一马路

冯子材故居“冯公堡”位于钦州市区内，建于 1882 年。虽称“堡”，却没有想象中的高大森严，
而是平常民居的幽雅清新。故居主屋三座三进，采用汉族传统的“三排九”形制，左右及后面为
厢房，前为一大广场，四周砖墙围绕。“冯公堡”青砖黛瓦，相当简洁、素雅。

钦州市冯子材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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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古建筑群位于钦州市那蒙镇竹山村，建于清代。有建筑 15 座，竹山建筑群依山而建，
各座建筑的布局和朝向随地形而变，不拘一格。主体建筑材料为水磨青砖，青灰勾缝。次要建
筑则用三合土夯土墙、生土坯砖墙，或二者混合砌墙。建筑构件装饰相当精美，共有 22 种类型
图案，花样层出不穷。挑手和檀之间的构造方式多样，有双檀双挑、双檀三挑、三檀三挑等。
有的在穿枋下加插拱来承檀，有的加托挑来承檀，有的以曲柔的猿臂挑手上托荷花墩、莲蓬头
等承檀，挑手灵巧及富于变化的造型在国内极为少见。

刘永福故居是民族英雄刘永福于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 年）在钦州营建的公馆，因其在越
南获得官衔“三宣提督”而取名“三宣堂”。有大小房间 119 间，中间是主座，为三进式结构，
最高处达 14 米。刘永福旧居规模雄伟、布局严谨，在广西现存同类古建筑中实属罕见。屋内有
壁画和木雕 100 多幅，全是金描彩绘，富丽堂皇。

钦州市刘永福故居

钦州市浦北县（院落式汉民居）
浦北县余氏镬耳古宅位于浦北县马长田村，

建造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处三座三进的宅
院，每进均三开间，两层高。水磨青砖、木结构，
每进的山墙头为“镬耳”造型。正中一座房靠后；
左右两座靠前，各进横对中座的天井。左侧看宅
顶之“镬耳”，错开重叠，丰富且有动感，正中
座在前加倒座兼作大门。室内的木雕、壁画大部
分已被毁于特殊年代，屋顶的灰塑造型还比较完
整，色彩鲜艳，画面清晰，是广西滨海地区最完
整的屋顶灰塑。

钦州市浦北县余氏镬耳古宅

钦州市灵山县（院落式汉民居）
劳氏古建筑群位于钦州市灵山县大芦村，建于明朝

嘉靖年间，占地总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布局规整，尊
重自然，格局优美。大芦村劳氏古宅中的楹联，仅在镬
耳楼祖屋、三达堂、东园别墅、双庆堂和劳克中公祠，
自明清以来沿用数百年，固定不变的楹联就有 300 多副，
这不包含现代劳氏后人所创。楹联有居室联、器皿联、
亦有包括春联、婚联、寿联、交际联等各种喜庆联，内
容丰富，以修身、持家、创业、报国为要素，格律工稳，
辞藻隽永，享有“广西楹联第一村”的美誉。

防城港东兴市（法式民居）
法式民居建筑代表性建筑有东兴市中山路、解放路

法式老建筑群落，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产生的智
慧结晶。法式建筑群大量吸取了西方建筑精髓，既有以
清新、亮丽、现代为基调而形成轻盈、活泼的建筑形态，
也有追求建筑整体方面着重塑造浪漫典雅的建筑形象。
布局上突出轴线对称，气势恢宏，华贵典雅；屋顶多采
用坡屋顶，屋顶上多有精致的老虎窗，多用石材或仿古
石材装饰，颜色稳重大气；细部处理上运用了法式廊柱、
拱券、涡卷饰花柱式、宝瓶或通花栏杆、雕花、石膏线
脚等，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具有古典主义三段式的表象
特征，线条鲜明，凹凸有致，尤其是外观造型独特，往

往不求简单的协调，而是崇尚别致之美。

钦州市灵山县大芦村

钦州市灵山县大芦村古宅中的楹联

防城港东兴市法式民居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