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我們要來談客家的建築，而且是一個入門的課程。因為過去在台

灣大家不曾談過客家的建築，所以大家想到的客家建築，我不知道是什麼樣的印象，不過一

般人想到的應該就是「老屋」，或者是「相垣夥房屋」、「大屋」或者是大陸的「圓樓」。不過

今天要來談的是怎樣來看客家的建築，與一般印象不太一樣的看法。我想客家建築其實就是

「客家人居住的屋子」，簡單講就是這樣，所以要講客家的建築最先要談的還是「客家」。客

家人經由誰來建屋，還有客家人對於齊家以及對於所居住的房屋的看法，我想這是客家建築

最重要的部分。 
 

今天要來看客家到台灣的歷史，從過程來看，到底台灣客家人怎樣到台灣建屋落腳，變

成一個「庄頭」，甚至變成一個大的部落。以前，大家從大陸客家的原鄉【峨河】，最早的時

候到底有沒有將大陸的建築帶過來，我想是首先要問的。最早的時候，像我的來台祖，他來

台灣的時候，他和他的姪子兩個人，帶了一把傘和一個包袱，就這樣過台灣。過台灣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沒有將大陸的建築帶過來，經過不知幾年後，才有機會建造自己的房子。所以可

見，不是只有我們陳家是這樣，不論是姓鍾、姓劉、姓羅、姓張、姓李的，各姓人都一樣，

大家早期來到台灣的時候，還是「單身來」，慢慢的建立一個自己的家族，很少數是整個家族

帶過來。以單身來台來說，要建立一個自己的家族差不多要經過幾十年。經過幾十年的客家

人，他是怎樣建造自己的房屋，這是今天要來談客家建築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原因。所以今

天我想要談的，不是用形式的角度來看，不是要來欣賞客家建築的漂亮，是多大的房子和磚

瓦，像現在的三級的古蹟，客家人的建築中有「金廣福」「天水堂」，像南台灣的佳冬的「蕭

屋」，那是三級的古蹟，中部像是彰化的「餘三館」那是「陳屋」，新竹有「問禮堂」，還有新

埔的「劉屋」，還有新埔的「潘屋」，全部是三級古蹟，我想今天要談的可能不是這種用形式、

用古董的方式來談客家建築，我是用生活的角度、歷史的角度來談客家建築。 
 

用生活的角度來看客家建築，歷史的角度來看客家建築，和以前用古董的方式來看有很

大的不同。客家人到台灣差不多有三百年的歷史，約是在清朝的乾隆嘉慶年間來到台灣，那

是早期的客家人。早期的客家人來到台灣時，剛開始要想辦法生活生存下去，我想這是最重

要的，接下來才開始想到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屋住，不是隨便自己找一個地區來住，而是

為了要生存下去還是要找一個共同的族群、一個共同支援的部落才有辦法住。所以慢慢形成

像是北台灣桃園新竹苗栗，台中地區，中部像是彰化雲林，還有像是台南地區的台三線，嘉

義的台三線地區，高雄的美濃，屏東的六堆地區，早期差不多是分布在這些地區。 
 
分布的時候，大家其實才剛來到台灣，不是說在大陸都是同庄人。大陸的饒平地區的房

屋，大陸的四縣地區，海陸地區，大陸的紹安地區，房屋形式是不一樣的，但剛來到台灣的

客家人，等於是將大陸不同原鄉地區的人集中在同一個地區。你想，到底哪一種房屋才是客

家建築呢？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給我們詳細來想的。簡單說，我們在兩百年、三

百年之後來看以前的人建屋，事後來看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特色，不是將在大陸原鄉時客家

建築形式拿到台灣來，他還是慢慢的發展出屬於台灣地區的建築形式。當我們在看的時候就

會發現客家的建築，他們能帶過來台灣的，可能不只它的材料，不是它的師傅，不是建屋方

式等等，而是對客家人如何建屋，以一個“哲學＂的觀點帶過來，我想這真正帶過來的是哲

學上的、精神上的觀點，一點點帶過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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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時候，沒有辦法蓋大間的房屋，也不需要大間房屋。你想，一家人，夫婦兒子女

兒，就算他們生了十個兒子來計算，這樣一家人，也不需要蓋到像是大陸的土樓圓樓，或是

像廣東的「圍龍屋」或只是「五鳳樓」，不需要蓋這麼大間，那這麼大間的房屋差不多都需要

發展三百年、四百年，甚至五百年以上的歷史，才有機會建造到像現在中國、廣東、福建、

江西的客家庄這麼大間的房屋，那是一個非常特殊歷史決定的過程，和台灣不同。 
 
台灣是一個新的歷史地區、新的歷史過程。早期來台灣的客家人其實就是以「從頭」「白

手起家」這樣來建造房屋。一開始的時候最簡單，就是「茅寮」「田寮」「茅屋」，再進步一點

的時候可能有「竹搭屋」，大致上來說是用自然的材料、當地的材料，就地取材，使用地方材

料來建造，只要可以遮風避雨，在屋裡不會淋到雨就可以了，差不多這樣就可以生活下去。

所以最簡單的是，最早時是有一條「正身」，大約三個房間蓋起來這樣就好了，能夠祀奉祖先，

因為祖先很重要。他的來台祖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大陸的什麼地區，所以祖先有位置可以祀奉，

就將「公廳」的位置留出來，另外兩邊當成房間，最簡單的就是這樣。慢慢的人家多了，小

孩多了就開始蓋「橫屋」，橫屋也不一定是兩邊一起蓋，或是左邊先蓋或是右邊先蓋，這是要

看屋埕所在的位置，都是不一定的。慢慢的屋埕夠了大了，還有錢，人多了開始耕田，耕田

賺了錢，想說我現在把房子蓋的好一點，才開始想辦法要建造「泥磚屋」，甚至建造「火磚屋」，

要蓋泥磚屋比較簡單，蓋火磚屋比較不容易，要非常有錢的人才有辦法。這個過程等於說從

大陸地區移民遷移過來台灣的人，可能前後要發展到五十年、六十年，甚至是一百年以上才

有可能開始蓋第一間這種「大灶的夥房屋」，這樣的「大灶夥房屋」就是現在說的早期大屋。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來看可以知道，現在內政部所指定的三級古蹟、二級古蹟、一級古蹟，

到底它的價值在哪裡。過去地方上很有錢的人、很特殊的人，他們才有機會蓋到這麼大灶的

房屋，像是北部的天水堂，他是因為姜家是一個地方領袖人物，在地方上非常有錢、非常有

權力，非常有辦法將地方的人力整合起來，他才有辦法說，以某個程度需要蓋一間這麼大灶

的「夥房屋」，一方面是自己住，二方面像是有一間叫做金廣福，當納稅公館來使用的管理房

屋，那是非常特殊的例子。一般到北埔，可以看到大部分平常人家都是小房屋，像是北埔老

街路後面可以看到，很多那種小小的房屋，也有夥房屋是三間式的，甚至有橫屋式的，不過

天井非常小，小到你想像不到的小，小到差不多一家人像是長工居住的房子，地形也受到限

制，所以沒辦法蓋到像天水堂這麼大灶。不過反過來想，在當時的北埔難道只有姜家而已？

如果我們用北埔姜家的天水堂來代表清朝距今差不多一百七十年以前北埔人的生活，用大灶

屋來代表可能就錯了。所以，那樣的房屋代表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性的客家人來到台灣的

建築上非常高的成就，這樣來談就會知道，在定位的時候就會知道。 
 
不過今天要談的不是這種特殊的建築的價值，而是整個客家人，不管是有錢人或窮人，

是長工或地主，是佃農或耕佃的佃農，或是有錢人，或是當官的人，其實各個人家要考慮到

自己在經濟上的水準、條件、需求，才有辦法知道房屋要蓋到多大，這種時候才有辦法回頭

來欣賞各個時代，如何用有限的經濟條件、有限的社會條件以及他的希望，怎樣欣賞他的房

屋。這堂課的目的是，重新用客家文化、客家歷史的角度來重新看客家建築，要如何欣賞，

才會看得到他真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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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我們要再來談的是客家歷史和客家建築有什麼樣的關係。，客家人不論到哪裡

都有自己特殊的歷史，來到台灣也有屬於台灣特殊的歷史，不同歷史的建立過程會有自己特

殊的空間關係。 
 
台灣各地哪有客家庄是差不多從清朝以來才慢慢決定的，這決定的過程不是由皇帝分封

──沒有人，應該沒有人有這樣的能力來規劃一個區域成為一個客家庄，別人不能來住只有

客家人能住，沒有這種可能性──而是在人群之間互相求得一個平衡點，說的直接一點，是

用打架來決定哪裡是客家人住的，哪裡是河洛人住的，哪裡是原住民住的，這是一個歷史上

十分強烈甚至要用武力才有辦法決定的過程，所以歷史上有非常多不同族群、不同地域的人

發生衝突，像是發生戰爭，可能三年五年就發生一次，因為不同族群其內部有不同的規矩。 
 
清朝時代的國家力量不是非常大，還是要靠地方上人群的力量才有辦法決定，像這樣歷

史上一個制度的變化，不是用我們現在的歷史制度可以想像，還是要回過頭去看清朝當時政

府跟民間的關係究竟如何，所以當時影響力大的可能還是一個區域性很有趣的力量。 
 
所謂力量是人群要保持自己內部的力量，所以他有一個規矩、家庭宗族的規矩，大家一

起遵守，若是沒辦法遵守他就沒辦法生存下去，會被人排除到族群之外。所以不同的族群之

間它沒有建立同樣的規矩，這種時候，我們沒辦法說有一個比兩個族群之間更高的規矩來管

理，不過政府在當時有發揮某種程度的功能。 
 
例如乾隆元年林塽文事件，這個事件影響非常大，這是政府的力量直接到清朝中央派兵

來結合地方上的鄉長或是地方上的各種力量，重新去組合的一個過程，那事件對北台灣的客

家人影響也非常大，南台灣有一個更早發生的朱一貴事件。乾隆年間發生的林塽文事件，乾

隆皇帝派了福康安這位大官來到台灣，這件事情使得現在新竹，以義民廟為中心的十五個大

庄的基礎在當時建立起來，使地方上的人穩定了自己居住的範圍，客家人差不多在新竹桃園

這些地區穩定下來了。當然不是說全都是客家人，是客家人穩定在一個區域，還有新竹城的

河洛人，差不多是以新竹城為主。 
 
像這種歷史的過程決定了客家人要居住在哪裡。那時候客家人住在桃園新竹一個算是平

壤的位置，到桃園的時候是在桃園台地上面，用平坦的地區來謀生活；到新竹地區是鳳山溪

頭前溪的兩河流域，這樣的位置去生存下來。所以歷史的正式過程決定了客家人在哪裡居住，

這時就可以看到他所選擇的土地有其特殊條件，歷史的條件不一定與他的家鄉廣東福建有什

麼必要的關係，那是不一定的，不過如果遇到一樣當然是很好。 
 
據我們所知，大陸地區的客家庄大部份還在山裡，來到台灣，尤其要耕到像新竹頭前溪

鳳山溪這樣的河壩田的時候，是完全不一樣的耕作形式，所以他要重新在這個土地裡找到謀

生存的方法，要由誰來建造房屋、又要用到當地的材料，這也是要發揮他的想像力還有創造

力。例如在新竹地區建屋的時候要注意到，不要被水災淹，不要被河壩水沖掉，所以田不能

被水沖掉，房子不能被水浸到、不能被水沖掉，選擇屋埕的位置要考慮到水災的影響。大水

不是今天看得到、明天看得到，是兩年三年看不清的，台灣差不多四十年、五十年會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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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水災，如果一間房屋蓋得無法撐到五十年，就沒辦法看到下一次水災，所以說要花很

多的時間，才可以看到居住在頭前溪、鳳山溪旁邊的人是怎樣建造房屋，才能蓋在一個正確

的位置。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留下來的房子，不是當時一開始就有的房子，是經過大自然長

期檢驗，像土石流的檢驗、颱風水災的檢驗以後留下來的房屋，各個都是寶，有些是很漂亮

的磚造夥房屋，有些是泥屋，甚至有用杵的泥牆屋，像這樣的房屋有留下來的，差不多都是

經過一百年、甚至一百五十年以上的老房屋，那是很不簡單的。 
 
大致上來說，台灣客家人居住的客家建築超過百年的是很不容易的，因為台灣地理環境

有地震、天災、水患等，非常多，要看得到「老頭擺」的房屋不是那麼容易，不過還是有保

留到特殊的房屋，還等大家自己重新慢慢去發覺出來。 
 

現在回來談客家的族群，有人說是漢人，有人說是南方的當地人和北方人結合的人，不

管是誰定義了客家人，他都是一個特殊的族群，這樣特殊的族群不管他到什麼樣的地方，都

有辦法將族群的文化特色表現在他的空間，我們看的時候就會知道。其實客家人有他自己建

屋的理想，不過這種建屋理想又深深地結合地方特色，就是我們說的土地。 
 
有人說客家人是中原人，這樣的看法用客家的建築來看是最沒辦法說清楚的，怎麼說

呢？若說客家人是中原地區的人，中原是現在的山西、陜西地區，是河南這樣的地區，若大

家有機會到所謂的中原地區去看，那邊人所居住的房屋和現在大家所知道的客家建築可以說

是完全不同，所以單用建築的角度來看客家人是從哪裡遷移來的，可能是最不清楚的一項，

我想這樣的看法值得大家詳細想想。若說客家人是從中原來的，怎麼會在台灣看到的客家建

築也好，或是在大陸廣東福建看到的客家建築，和中原的建築差別這麼大？當然原因非常多，

在這邊沒辦法詳細說。 
 
不過我現在想要講的是，客家人的特性要怎樣表現在客家建築裡面呢？有一個觀念非常

重要，客家人認為可以賣祖宗田──「能賣祖宗田，莫忘祖宗源」──系源很重要，祖宗很

重要，祖宗中什麼最重要，他的精神最重要，田可以賣掉，系源不能放掉，系源表示的是族

群的精神所在，那種精神是什麼呢？是他的祖先傳下來的，所以早期大家所說的客家族群的

價值是他的血脈、他的血統，早期是這種說法，這種說法雖然有很多地方可以批評，不過我

想可以找出一個特色是：客家人怎麼會這麼強調系源，可以從很多角度來看，可以歸納成一

個原因就是他的家族、他的宗族，為了某一姓的人，例如姓劉的人，姓鍾的人，姓陳的人，

姓羅的人，這樣一個宗族的觀念，為了一個姓要有子孫傳下去，也就是要生存。所以他要生

存所關係到的不只是為了自己生存下去，為了自己生存下去的目的不只是自己生存而是傳宗

接代，簡單說是這樣。 
 
我想其他的族群也有同樣的看法，不過客家人可能這一點特別重要，所以大陸過來的

人，他帶什麼過來？帶傘帶包袱，還帶了什麼？可能有祖宗牌位、可能沒有祖宗牌位，不過

他的來台祖，他的祖先、他父親的名和姓都會帶著過來，有些人說會帶著骨灰，我想不管是

什麼東西，重點是他將他的祖、他的祖先的象徵物帶過來，這是最重要的。要如何將他的宗

族、他的家族最重要的傳統保持下去、傳下去，就是人家說的「香火」要如何保持下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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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早期的客家人，不論是誰都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蓋一間房屋最先想到的是要祀奉

祖先，過年過節的時候就要祭拜，祭拜是什麼目的，就是代表懷念他，也希望他的香火不要

斷掉，流到我身上，所以我不能死掉要繼續傳下去。這樣的看法可能使得客家族群有一種非

常強烈的生存使命感，他就是要生存下去，不只是為了自己，若說是為了自己、要顧到自己

非常簡單，但他不是，他是為了一個家族的傳統，所以真正帶過來客家建築的形式，可能為

了要保持家族的、宗族的生命長期系統維持下去，這可能是客家人移民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部

分。不管誰要建屋，都要先考慮到這個，所以發展出來的「公廳」「祠堂」「家廟」，這些都是

祀奉最早來台以來所有對家族有發展的人，不管有錢、沒錢、是什麼身分，都要將他放進去，

這是客家人維持傳統的一種方法。 
 
從建築方面來看，我們可以看到客家人建屋開始可能是為了家族，為了這個公廳，這樣

的時候才知道原來是這樣。所以要說客家人有什麼特色，這一點可能是真正從大陸帶過來的。 
 

剛才前面講這麼多，我們先用幾句話來作一個總結。什麼叫做客家的建築？簡單說就是

客家人的建築，當我們特別放在台灣土地範圍來說，什麼叫做台灣的客家建築？簡單說是，

不管你從哪裡到台灣慢慢落腳生根所建造的房屋，所以不管是有錢人、窮人，地主或是佃農，

你所居住的房屋，整體來說都是客家建築。他的特色是，有長期生活的經驗，經過時間、天

災、地變、人禍甚至是戰爭所留下來的房屋，就是我們現在要來談的客家建築。 
 

現在來談客家建築有什麼特殊性，尤其台灣的客家建築有什麼特殊性。台灣人、客家人

全部都是移民，都是大陸地區過來的，不像原住民是在地方上不知道是由誰生出來的。客家

人是從中國大陸，從清朝甚至日本時代、還有戰後國民政府時代從大陸遷移到台灣來的，慢

慢的大家在這邊落腳才建的房屋，建立的庄頭，保持著一群人，所以有一群人現在講客語來

溝通，當然你要講四縣、講海陸、講饒平、講紹安話，甚至講大埔其他的語源，現在像戰後

梅縣的話跟戰前的客家話又有多多少少不同，這麼多的客家人全部都在這裡，不過有一個特

點就是「都是移民」，移民的性格會影響到客家建築的形式。 
 
最早的時候，可能這些移民還不太想在這裡落腳生根，大部分的人會想：我在這邊賺點

錢，我就要回家鄉去。不過，可能土地還是影響移民一個很強烈的因素，這土地有一種能力、

一種能量，可以將移民慢慢的吸收變成本地人，這些移民慢慢的本地化，所以移民性是早期

客家人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從移民性可以看得到多多少少早期客家人從大陸帶過來的房屋

形式的印象。他帶過來三合院的房屋「大屋」「夥房屋」，他記得要怎樣將房屋用什麼樣式建

造起來，所以他建造的房子不是跟家鄉三合院房子有很大的區別，他蓋的房屋一開始是跟大

陸多少差不多一樣的房屋，這樣的觀念是移民特殊的觀念，就是記得什麼就蓋什麼。所以早

期的房屋不是從日本式帶過來的對吧，當然沒有嘛，也不是從西洋帶過來的，也沒有嘛，他

們想不到，不知道要怎樣建造那種房屋，他知道的房屋大多是他以前住過的房屋，有一天有

錢了、有機會，請師傅來建造的時候，他也希望建造像三合院這樣的房屋，他可以保留很多

印象中大陸的傳統。我特別說「印象」，是因為早期客家人來到台灣的時候，大部分都不是很

能幹、很有錢的人，大部分還是年輕人，他的學識可能不是那麼足夠，所以在大陸地區不太

生存得下，所以他才會離開大陸、去到海外來到台灣。我們可以想像，早期這些人對客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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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的專業一定比不上大陸，所以來到台灣他想到的大陸建築可能還是不完整的、不成熟的，

沒那麼漂亮、沒那麼好的，可能就只是放在印象中，等到有一天要建造的時候，他的印象可

能也不清楚了，這叫做對大陸原鄉的建築想像。 
 
這種想像到台灣的時候也是一種好處，有什麼樣的好處呢？因為他沒有非常一定的規

矩，所以有辦法用這個機會創造，結合他來到台灣遇到的新情況，這叫做什麼呢？叫做在地

化、在地性。他來到台灣之候會遇到原住民、會遇到河洛人，這兩種人會影響他。他看到是

原住民原住民用樹、用竹子來搭一個寮，這麼簡單搭一搭就可以住人了，為了生存這樣搭造

也不是壞事。他看到河洛人用紅磚蓋房屋，河洛人的房屋的天井可能會小一點，這種紅磚看

久也不醜啊，因為大陸地區的客家庄大都是黑磚黑瓦，有些是白色的牆壁、石灰白色的牆壁，

顏色是黑白這樣的顏色。來到台灣之候，看到原住民的顏色是台灣當地的材料，樹的顏色、

竹子的顏色、茅的顏色、草的顏色，看河洛人是紅磚、紅瓦，也有些是白牆壁，這種顏色和

他大陸的家鄉完全不同。慢慢地接觸到原住民及河洛人以後，他可以吸收其他文化、做法，

不管是物質的材料，還是用色，這叫做審美感、美學的感覺，他也可以慢慢變成一個客家人

建屋的方法。 
 
早期客家人也有建造黑色的房屋、用黑色的磚，現在南台灣還看得到很多屋頂是黑色的

瓦，牆壁用黑色的磚，保留著大陸傳統，北台灣也有，例如新竹的三級古蹟問禮堂，早期用

的磚是黑色的，現在的屋頂恢復到以前一百多年前那種黑色的瓦，過去曾經用紅色的瓦替換

掉，現在由於古蹟修復，在修整的過程中又用大陸進口的黑瓦舖回去，盡量恢復百年前、兩

百年前原來的樣式。在問禮堂蓋好後一百年，日本時代建了一間林家祠堂「林家祠」，林家祠

完全是用紅磚、紅瓦建造，這是因為受到新竹地區城內和河洛人的接觸，慢慢的開始用紅磚

建造。雖然語言還是說饒平客家話，可是住的房屋開始變色了，這個變色的過程就是在地化

的過程，當你的房屋和別人的房屋看起來不會差別很大的時候，這也是文化交流的機會，也

是一個保證可以生存下去的方法。當你的房屋不單是家族的人覺得美，連外族人也說你的房

屋看起來美，連外族群的人也說這樣的房屋看起來漂亮，到現在看起來確實還是很漂亮，這

叫做在地化的過程，要用到地方的材料、技術、審美美學的觀點來建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是，從大陸進口材料不是簡單的事，一塊磚從大陸進

口坐船過來不是那麼簡單，所以人家會說有壓艙石是將大陸的花崗石帶到台灣來不簡單啊。

一個家庭裡，有錢人家的門段、門檻或是門柱兩面石、要刻字的門柱上面，可能有用到大陸

過來的石材以外，差不多都是本地的材料，就地取石鼓及木材。很早期人家說很好的木材或

樑，都用福州材，那都是進口的，慢慢就用本地的，例如相思樹、苦楝樹、龍眼樹，想辦法

用本地的，還有樟樹也可以。自日本時代開始用檜木，檜木是深山裡才有，清朝的客家庄很

少有人用到檜木，因為平壤地沒有這種樹木，最多是用樟樹，沒辦法用到深山的樹木，日本

時代才開始大量開發。所以材料變化也是客家建築很重要的一部分，現在老頭擺的房屋用的

屋棟、樑、材料差不多都是本地的、就近的，差不多是來自一天內牛車可以載得動的範圍，

磚也是一天內來回可以載得到的，不可能翻山越嶺去載材料過來。現在也不可能材料從哪邊

進口，越長的交通距離，材料就越貴，為了省錢，一定想辦法就近找材料，這就叫做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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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要說的是「時代化」「時代性」。不同的時代就有不同的特色，清朝時候用的材

料還是以平壤地為主，深山裡的材料沒辦法用到，所以深山裡很好的木材、很好的檜木沒有

辦法使用，一直到日本時代大量進入深山裡將山上的林木砍下來，才有辦法用到，當然台灣

不是主要的用途，日本殖民政府將這些材料拿去外銷、拿去日本，所以台灣本地用不到。到

現在台灣很有名的檜木，台灣反而用不到，要用怎麼辦？就要從日本進口上面有打個「台灣

生產」的檜木，這些當然是台灣種的，不知道什麼時代或是日本時代開始出口到日本，現在

回過頭來進口到台灣。所以清朝的房屋很難看到用台灣深山裡的木材所建造。 
 
到日本時代以後，建立起國家的地量。在那個時代台灣要建屋，要依照新的建法、新的

規矩，例如日本政府規定，街路上的房屋、店家屋都要留一個「店庭下」，現在叫做「騎樓」，

河洛人叫做「庭仔腳」。那時候日本政府看到台灣的氣候，又熱、雨水又多，若是有「店庭下」

會非常好，不論下雨或烈日，店庭下可以供行走，可以供行走就可以做生意，所以規定要建

造這種東西。像這種規定日本本身沒有，南洋地區有「廊」，小小的走廊，不過也不寬，台灣

特別有這種規定，這種規定是當時國家規定的，客家庄也有很多。例如現在湖口的老街路、

北埔，已經被拆掉了，芎林的老街路都有店庭下，應該是台灣地區在那個時代留下來的很重

要的客家建築形式，其他河洛地區也有。客家人在湖口、芎林、石岡，石岡也有一條老路，

也有這樣的東西，東勢也有，如果地震沒有震掉，全部都還有。在這些地區有這種「店庭下」

的形式，還有一個影響很大的事件，發生在六十、七十年前「關刀山大地震」，從苗栗、新竹

到台中地區，位置差不多和六十五年以後或是和五年前的九二一大地震相同。這個大地震將

苗栗地區、新竹的竹東、北埔、峨嵋，還有苗栗的大部分、東勢的石岡地區的房屋、客家庄

震垮得差不多。重建房屋的時候有一個規定：蓋的房子要耐震，不能一震就垮。所以，泥磚

屋在重建時漸漸變少了，改用樹木卡榫或是用辮仔壁。使用卡榫，可以讓房屋在稍微震動的

時候有彈性，不會一震動就垮掉，動一動可能只有牆上的泥會掉下來，但是骨架不會垮，木

材有這種特性。距今七十年前開始建造的房屋很多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現在如果到卓蘭、

石岡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房屋，在九二一以後，石岡地區這樣的房屋有垮掉一些，垮掉的原因

是因為改建，覺得以前那種房子不好看就改建，結果一改建就垮掉了。現在到卓蘭應該還看

得到，南庄也還看得到這種日本時代的風格，那叫做時代性。 
 
到現在新的時代，民國六十年以後大量使用水泥建造房屋，客家人也跟著時代，所以現

在看到的客家庄，新新舊舊都有，我想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受到國家、社會經濟，受到各方

面的影響，客家人也跟著時代在變化。所以在台灣住水泥房屋比大陸的客家人住水泥房屋還

要早，這也是一個特色。 
 
大家有機會到客家庄看客家人也開始住樓房，用水泥建造的房子，詳細來看可以看到在

二樓以上的房間，那一間一間還是和「老頭擺」三合院的橫屋卡榫結構相同，也就是說，將

橫屋其中一條抽出來，搭成三層四層那樣的樣式，和現在水泥屋差不多。想一想就知道以前

的房間是這樣蓋，就是一邊是廊、一邊是房間有門，採光也不是很方便。民國六十年代，在

當時就像是一個很大的運動，台灣的房屋大量改建成水泥屋，造成現在磚屋比較少見的原因。

這也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要面對的一段歷史，最新的一個時代，我們就知道「老頭擺」

那樣的建築有價值，才重新認識到老頭擺的建屋方式，怎樣從土地裡找到材料，從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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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文化變成自己的文化形式，對新的文化有一種重新思考的能力，才有辦法想到，從現在

的建築裡面去找出以前客家人的人數，這是更新的時代性。 
 
以上，台灣客家建築的欣賞，我們用三個角度來看，可以看到大概的形式。第一項是叫

做「移民性」，他是遷移過來的，第二項是「在地性」，因為他要面對本地，才可以生存，第

三是「時代性」，他隨著時代、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甚至最新的對文化需求的變化有

影響。我想以上，我們說欣賞也好，說去重新面對過去台灣客家建築的一種方法。 
 

剛才講了一些台灣的客家建築的形式，和文化的關係，這樣說可能大家都沒有什麼直接

的影響。對阿，我當一個客家人，或是說我的朋友、我的同學，其他的客家人，要怎樣來看

客家建築的特色，簡單來說有兩點。第一點是客家人如何面對物質的文化，第二點是客家人

如何面對精神性的文化。 
 
客家人如何面對物質的文化，我想這樣說，過去從大陸來台灣的客家人沒辦法將大陸原

鄉的形式完完全全帶過來，是因為物質，因為物質的條件最難，它是和土地非常緊密連結。

你可以將你的書帶過來、電腦帶過來，可以將隨行的衣服帶過來、傘帶過來，不過你沒辦法

將整間房屋帶過來。「搬家搬家」，不是真的搬「那個家」，搬家是搬屋內生活需要用的東西，

尤其移民的時候要怎麼搬家？大家可以回去看祖譜上面記載搬什麼，真正搬的是一把傘、一

個包袱就來台灣。傘是遮雨遮陽，不要被太陽曬、不要被雨淋，這樣就好了。包袱放衣服，

冬天到了不要受凍，有一個角落可以棲身，有人說：到切豬肉的鉆板上可以過一夜就可以了，

就是這樣過日子，保持自己不要死掉，還有保持體力，第二天起床找個零工來打這樣就好了，

簡單是這樣不要讓自己死掉，所以真正帶過來的物質東西很少。 
 
現在看到的所有客家古董、文化產品、物質產品，差不多都是來到台灣的移民經過不知

道幾年以後，慢慢再重新建立起來的，有的是自己發明、自己創造的，有些是跟別人買的。

跟別人買的、跟別人借的算是客家文化嗎？我認為，客家人使用過的東西，從某一個角度來

說就是客家的文物，客家人住的房屋是客家建築。 
 
有些人的客家建築是跟其他人買的，可能他原來姓鍾，姓劉的人、姓何的人去買下來，

那房子是以前主人的東西、是他建造的，現在變成我的房子，可能以前還是河洛人，我去買

過來慢慢變成自己的房子。變化的過程，新住入的人會影響，反過來也一樣，客家人的房子

可能會賣給河洛人，河洛人住一住會變化，最明顯的是日本人的日本宿舍。日本人因為戰敗

回日本，所以長島日本式的房子變成台灣人住，台灣人有很多種，當時的台灣人有台灣的客

家人、台灣的河洛人，還有戰後來的大陸外省人，也住日本房屋、日本宿舍。如果大家有機

會去做個比較，台灣人、大陸人來住日本房屋，他也是將日本房屋重新變化，變成一個新的

房屋形式，和日本人不一樣。例如台北有一間很有名的店叫「紫藤蘆」，人家說是日式的房屋，

不過，真的日本人來看到，一看會覺得那是日式的嗎？那是台灣式的，大陸人來看到那不是

中國式的，那是台灣式的，台灣人將前人留下來的空間變化，變成另一個時代人的建築物，

那當然是新的時代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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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角度重新看，可以看見客家人面對台灣環境的時候，他的物質條件。他必須要用

本地的材料、本地原有的環境，要面對本地的風雨、自然物理的條件，這種時候他有辦法將

他的屋埕建的耐久才能耐用。還有他也有一個社會的制度才能用的久，要有一定的規矩才能

用的久。要怎樣將他客家的族群、家族甚至宗族文化傳承下去，還是一個客家的精神。那種

精神有人說是刻苦耐勞，就建築來說可能回過頭來，前面提到叫做家族、宗族、祖先，所以

客家人的房屋有一個特色，就是「公廳」非常重要。「公廳」表現了一個家庭對外的主要形象，

所以「公廳」一定會在「分金線」，國語叫做“中軸線＂上面，正中央一條線，那是放祖先牌

位的位置。慢慢也受到其他族群的影響，中央會放神明，不過，早期客家人有種說法：「祖在

堂」，堂就是公廳，「神明在廟」，神明不是在公廳裡，而是放在廟裡，這種時候，這個公廳是

客家人很重要的精神象徵。所以欣賞客家建築的時候就看得到，客家人本身對公廳非常的重

視，公廳裡放的「家神牌」將所有過去歷代家人的名字全部寫在上面，只有寫男人的名字，

婦女沒有寫上去，所以客家人是一個男性為主的社會。男人的名字全部寫在家神牌上面排出

來，最中央是最早的，再慢慢的排出來，從公廳的擺法、家神牌的擺法，看得到一個族群是

由誰孕育的，他的譜內一代兩代這樣慢慢排下來。 
 
公廳的拜神也很重要，因為對公廳很重要，所以神桌下有「龍神」。建造大屋、公廳、

家廟、家祠的時候，要「安龍」的位置，就叫做「龍神」的位置。其實河洛人也有安，不過

有拜龍神的只有客家人。我在想，為什麼河洛人在房子蓋好時，要將龍神的位置封掉，而客

家人要留下來祭拜，可能是客家人對土地有特殊的感情，或者是傳自大陸──尤其是廣東地

區──對土地的一種信仰方式，我不敢肯定說是什麼樣的情況。客家人的龍神可以說是台灣

客家地區的客家人很重要的一個神明，神桌下還有神位，公廳裡有他的設備，所以神桌下面

非常乾淨，有一個神聖的位置、神聖的空間，人家不會隨便在那邊放髒東西，若是和其他族

群比較，可能客家人會特別乾淨，看神桌下就知道。 
 
還有，客家人有天神，河洛人也有天公爐，河洛人的天公爐放在「庭下」，客家人放在

屋外，像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客家人希望天神要在看得到天的地方祭拜，不是在屋裡祭拜，當

然也有學者認為河洛人放在較高的地方、放在燈樑的下面吊一個天公爐這樣祭拜，會有一種

向上的力量。客家人特別將天神放在地上、放在外面，放在屋外、放在圍牆牆壁上，這樣來

祭拜，南台灣是放在外面的中心線上面，有的放在地上，在門段出步的地方放著天公爐，在

祭拜的時候就看到天，也有學者認為客家人對於天地的感想非常深刻，所以有人說天圓地方，

屋埕是地的表示，天就是看見一個很大的圓的表示。像這種哲學性的想法，我想多多少少跟

客家人拜天拜地有關係，不果所有的東西都是希望他的宗族、他的家族可以永久流傳下去，

我想可能這是客家人對於怎麼會對於他的精神性那麼重要，所以這兩種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時

候他發展出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在台灣的建築有百樣百種，有北台灣這種非常重視倫理的方式，南台灣發展出很多變

化，尤其發展出「廊」的形式的房屋，到東勢、新社、石岡地區的「圍屋」的形式，各地都

有發展不一樣的東西。還有二次移民，遷移到東台灣，花蓮、台東，北台灣遷移到南部，遷

移到南榮農場，遷移到彰化二林這些地方的客家人，也吸收其他文化的形式。不論怎樣都可

以看到，公廳信仰的中心還是存在，旁邊的變化很多，最沒有變化的是公廳，仍然維持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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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天井的關係。天井是為了要拜天神，公廳是拜家神，客家人的泥水師傅最強調的是埕身，「庭

下」的地方形狀是一個「日」字，是長型的，「禾埕」天井的地方，是一個扁的「曰」字。人

說「日字廳，曰字井」，合起來是一個「昌」字，昌盛的意思。昌字表示一個家族、一個家庭

可以永久昌盛，以男性的講法是要有子孫，若沒有男性沒關係，可以招贅，總是要將這一個

姓氏傳下去，有人才有機會，才有辦法將這個家族的傳統長久傳下、家族旺。所以「昌」不

單只是要傳，還要旺，這樣的觀念一直都有留下來。現代家庭是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要蓋

高一點、矮一點，蓋新的、蓋舊的，大致上沒有很大的規定，但是有些家族仍然非常講規矩，

例如彰化永鎮的陳家，他有規定，公廳前面的橫屋一層，要蓋兩層要到第二層橫屋後再蓋，

三層樓要到第三橫才可以蓋三層的，這樣確保證站在天井的時候，看到的天是整個天，不會

受到其他橫屋的影響。以某個角度來說，你所看到的天是圓形的，不會有什麼東西高起來擋

住。 
 
新竹石岡坪林有一間公寓是以前第一屆客家委員會的委員，也當過省政府主席的范光群

先生的老屋。他修整老屋的時候，特別請大家來商量，在公廳的左後方有一間兩層樓的房子，

大家就約好將原屋拆掉，因為那會影響到他站在天井位置時看到的天空。規矩有建立起來的

時候，連客家人的建築形式都建立起來了。在不同時代，有些人會違反這個規矩，人為的改

進過來，可能天災將他除掉，很多方式都有可能，往往留下來的，又是可以保持家族的傳統

才是人家所說真正的客家建築。 
 
最後我想要說的是，客家建築之所以可以保持的長久，是因為有一種一代傳一代的堅持

的族群，堅持一種家內的、宗族的傳統、規矩。這種規矩使得後代子孫知道要愛惜祖先的東

西，若是沒有這種傳統在內，這個房屋住一住可以分家、可以賣掉就沒有了。現在回過頭去

看，清朝時代留到現在很多間大的老屋、漂亮的老屋可以保留下來，這不僅是因為有錢，很

多老屋是因為他的家教非常好，子孫都賢能，知道要愛惜「老頭擺」，愛惜祖先傳給他的房屋

和地方。 
 
現在從頭來欣賞客家建築，可能不是那麼簡單的說僅是保存一個物質性的房屋而已，還

要看他的制度、經由誰建立起來的家庭文化，甚至家庭跟其他的族群之間，如何來往、如何

相處的文化。這樣，我們來看客家建築才會知道，原來客家建築之美不僅僅看客家建築形式

的美醜而已，還要看他文化的深度。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來談客家的建築在台灣有什麼特殊價值？及其在各地的情況。 
客家人來到台灣，走到那裡就與當地的文化、當地的自然環境互相結合。比方說我們來

到北部，北部最有名的就是台三線。沿著桃園、新竹、苗栗、台中的台三線，差不多都是客

家庄。而這沿線因靠近山區，所以生活的環境沒辦法像平原般，可以蓋很大座的房子。因為

受到地方上地形、地理的發展，特別是靠山的地區。尤其過去的二百多年前，還要與原住民

爭土地等，而有武力的抗爭。所以，客家人在這樣的情形下，沒辦法蓋很大間的房子。 
 
來到比較平坦的地區，像北台灣，若依地理學家在日治時期的說法，就是形成散村，而

不是集結形成整個村莊。是比較分散的。這是什麼原因呢？到現在並無定論。不過，卻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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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像到：耕種的人要在自家田裡耕作的方便性。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桃園、新竹、一直到

苗栗全都是這樣的型式。除了街道附近大家集中住一起外，像關西、新埔、龍潭。其他的農

家人大部份就是蓋在自家田邊。大體說來，如果有農家有了一甲地這麼寬的農地，大概就會

蓋座「夥房屋」（家族人共住的房子），或三合院在那兒。 
 
像桃園非常的特殊，它是台地地形，稱為桃園台地。過去因為缺水，人說是「看天田」。

天要有下雨才會有水，下雨就要趕緊給它接住。用什麼接呢？用「陂塘」（池塘）。所以有謂：

台灣桃園是有名的「陂塘之鄉」。這個「陂塘」（池塘）除了是「蔭田水」（引水至田中灌溉）

的灌溉作用外，過去也是對「屋場」（房屋的地理環境）、風水有影響，也有消防的功能，甚

至於洗衣、洗菜這「陂塘」都非常的好用。所以，常會在一座巨宅前面看到有一「陂塘」。這

都與風水或日常的使用有關係。 
 
在苗栗也很特殊，她在較低平的山區位置，所以人稱苗栗為「山城」。在獅潭、三灣、大

湖等所謂的斷層地帶，所蓋的房子又更小。都是小小的一間。除了幾條街道邊較集中外，房

子都沿著山勢蓋。這樣的地型所蓋的房子都是小小的一間。這也是很特殊的。 
 
台中的石崗、新社、東勢是客家庄。這個地區過去算是大甲溪沖積形成較平坦的地帶。

這也很特殊，較平坦的地方，所蓋的房子很大一座。五年多前的九二一大地震，很多房子倒

了。像現在所看到的這張相片的房子，大多都傾倒了。 
 
到了彰化，最特殊之處是「人文的特殊性」。八卦山下有一群很多過去是從大陸原鄉來的

人。近來大家已漸漸知道他們是「福佬客」。－－過去是客家人，慢慢的與福佬人的關係越來

越深，吸收了他們的營養，變成自己的養份。這兒有許多客家人，但卻是講福佬語。不過，

從其建築的形式來看，還保留了從原鄉帶過來的傳統。它的特色就是所蓋房屋非常的大。可

能是台灣目前所能見到最大的。「歸隻庄頭」（整個村莊）就是一個家族。它的「橫屋」（和正

廳垂直的房屋）就有「十過槓」（十幾落），像這麼大的房子，在臺灣別的地方是看不到的。 
 
我們看南部六堆地區，也是非常的特殊。六堆，因其歷史上特殊的原因而形成。這裡的

建築形式與北台灣有很大的差別。剛剛所談彰化八卦山下的房屋是橫向的發展，而六堆最多

的是向前後發展。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五堂屋、四堂屋、三堂屋等前後堂的房子。在北台灣能

有雙堂屋是很難能可貴的。因為南台灣有許多這種長形的房屋，所以他們的發展方式又與北

台灣不同。稍後再慢慢仔細來看。 
 
到了南投，南投的「埔里社」有許多從較外面平原地遷徙而來的二次移民。許多的移民

移入後，進入更山區。因此有笑話說「客家人是埔里社的山地人」。這裡的房子，從文化的觀

點看，與台中比較接近。但所用的材料，大都是用埔里社山裡的石頭配上泥土〈因泥土不是

很充足，故用了石子較多〉搥打所建造而成的。 
 
南部六堆地區，因族群的關係比北台灣緊張。所以從「老埤」？這張相片可以看出，中

間有客家人所拜的「伯公」（土地公），有福佬人所拜的神明，還有原住民平埔族人所拜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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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祖」。雖在同一個地方，但各拜各的神明。由此也可看出南部的族群關係非常的緊張。這樣

緊張的族群關係，其實也影響著客家人會蓋怎樣的房子。－－我蓋的房子有那些與別族群不

一樣之所在？來表示自己族群居住文化的特殊性。 
 

各位同學接著我們以個別縣市來看。 
 
首先來到桃園，之前提到它是桃園台地。它是古早以前石門溪所沖積而成的高台地。以

前是「河壩底」（河底）現在變成了高台地。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是一個縣市一個縣市來看，現在先來到桃園，桃園等下會講比較多。

桃園是桃園台地上面，古代石門溪大河壩，沖積出來的高台地，以前是河壩底，這邊是高台

地，特色是那個地質非常特殊，整個的桃園台地上面，它泥土的顏色是黃色加紅色，差不多

紅色的泥土，下雨後就變成紅色的。石頭有很多，什麼石頭呢？石卵仔像蛋一樣的石頭，大

大小小的。比較近山頭，石頭比較大，較近平原、海邊，石頭較小，這是桃園台地地理的特

質。 
 
新屋有「范姜」雙姓人家。新屋是桃園台地中較靠海邊的地區。過去也發現這裡與大陸

的廟宇關係比較接近。我們可以發現，新屋一方面吸收到了福佬人的文化－紅磚文化，另一

方面也保留了客家人三合院、「公廳」（宗族共有的廳堂）的形式。 
 
現在來說那「石卵仔」（卵石）。當地因石頭很多，若不加以利用就是廢物。所以當地人

將大地上可資利用的東西都拿來使用。所以就用那些石頭來築隄防、做石階、做牆壁的壁腳 ，
甚至於拜神的龍神也用卵石來砌成。有時候我們看到地是紅泥地，連牆壁也是紅色的。可見

這牆壁所用的泥土也是就地取材的。因此，我們在一片綠色大地中，會看到紅磚、紅牆、紅

瓦的房子。這是桃園台地上非常特殊的景觀。 
 
桃園台地最高的位置是「銅鑼圈」。這裡的產業過去是做農的較少，而耕作茶園的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裡的「禾埕」（庭院），可能不是用來曬穀，而是用來曬茶葉。曬茶葉的

話，庭院不必是很平整，鋪卵石就可以。所以形成這裡非常特殊的風景。 
 
另外桃園台地也吸收了漳州、泉州及其他文化的營養。所以房屋形式受其影響而多有變

化。 
另外「堂號」是客家人常用的。 
一間房屋要蓋起來需有「石腳」（牆下層用石頭砌起來的部份），表面看起來是磚，但裡

面仍有泥土。若直接單只用泥土，遇水會「腐忒」（軟化掉），終至房屋傾頹。因此需要先在

底部砌石頭，因此它的作用就是防潮濕，或遇水時不易傾倒。 
另一個特點，用桃園台地上的卵石來砌龍神。有所謂「五星石」－即旁邊圍了五顆石頭，「七

星石」－旁邊圍了七顆石頭。中間是龍神位置，前面有香案。 
桃園台地上的房屋，說起來較有受到其他族群的影響，尤其是福佬族群。房屋的正廳都

蓋得非常的漂亮，像是剪黏、或是交阯陶、或屋棟上面的斗啦拱啦、或畫的圖都很漂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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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台地上可說一半是客家人，一半是福佬人；差不多中壢以北是福佬人，中壢以南是客家人。

而這二個族群過去為了土地的權利而有強烈的爭鬥，但在文化的層面上卻是互相影響，互相

吸收對方的營養。所以在桃園台地上，客家人和福佬人的房舍差別並不大。我不敢也沒辦法

說哪一種房子是客家人的？哪一種房子是福佬人的？歷史上的記錄是說族群間的鬥爭是很劇

烈的，不過，在文化上卻是互相吸收的。這是台地上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來到新竹。新竹的環境是由二條河流所沖積而成的。頭前溪是最大河，

再來是鳳山溪。由這二條大河所沖積形成的流域上，有各種形式的房屋。山裡有泰雅族、賽

夏族，這二個族群也影響著客家族群。在較平坦區像是竹北有道卡斯族，也影響著客家文化，

甚至融入客家人的生活中，有人甚至說變成了客家人。不過我認為是互相影響、互相吸收。 
 
新埔是鳳山溪流域中最大的部落，最大的鄉鎮。新埔沿著桃園台地的山腳下，有整排人

說是祠堂路的。整條路有新竹地區非常大的祠堂，像劉屋、林屋等各姓人家在這裡蓋了坐北

朝南的房子。現在看到的是雙堂屋的劉屋。特殊的是他們是一般的普通人家，並不是做官的

人家。他們是靠著勤奮打拼發展出來的家庭。現在所看到的相片，是古蹟維修之前所留下的

舊樣式。目前已維修完畢。看得出來將舊有的屋瓦都儘量集中在正廳或前堂部份，其餘的部

份則改換為目前所見的新瓦。這是新的變化，在這裡可看出北台灣建築上非常特殊明顯的作

法。「正身」（正廳的那排房屋）在中間，旁邊兩側則是「橫屋」（與正廳垂直的房屋）。且「正

身」是所有房子中最高的，一眼望去還可以看到前堂和後堂。高度依序是後堂、前堂、「橫屋」。

而「橫屋」越在裡面越高，越在外面則越低。有人說由此可看出這種屋型符合人倫的規矩。

也就是住越中間的輩份越高，再來依序是左邊、右邊，兩邊輪流交替。也就是表示著一個宗

族的高低前後輩份的關係。很像是族譜般，也像是「家神牌」（祖宗牌位）般。這是客家人從

過去一直流傳至今的家族觀念，在屋型的表現上就可看到的。不只是這樣，連地坪的變化，

也是屋內最高，靠裡的庭院次高，再更外圍的庭院則更低。這樣一階階的不同也表示客家人

過去從屋頂、地坪等都有其變化。因著地坪的變化，房子才有辦法住。否則依屋頂的高度降

低，越來越低，將至無屋可住。所以外面的地坪也跟著降低。 
 
關西算是鳳山溪的上游。這裡過去可以發展起來，或所蓋有大座房屋的，大體上都是與

開設茶工廠有關。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最有名的關西羅家。他們是有名的紅茶公司。將過

去所累積的資本拿來做茶葉貿易，外銷到國外去。所以蓋有大又漂亮的房子，因經濟條件好

所以房屋的做工也精細。不管是外部圍牆，或裡面的牆壁屋頂、或雕刻、或圖畫、或屋棟等

等，做工都非常的細。能有這樣精細的做工，當然表示他有一定的經濟條件。 
 
再回來看新埔。新埔有很多祠堂，有好幾間也已劃為三級古蹟。像這間劉家祠堂，他不

是一個來台祖而已，是好幾個來台祖集中在一起。現在這家古蹟也已維修過，變得較新了。

可以看出這間房屋本身線條是非常的美麗，屋頂的燕尾也翹得非常的美。大家可以去欣賞。

正身以外的「橫屋」，又有南、北廳。他的燕尾不只在正身有，連「橫屋」也有，且這裡也有

「敬神」（祭拜神明）。這很特殊，在一般的客家庄不容易看到。南、北廳不設門將之封住，

是開放的。這廳與外面的庭院是相連的。我想這樣的設計也保留了大陸非常傳統的設計。我

想由此現象來看，或可看到這間房屋的應是很早期的，是很講究的家族，且與大陸原鄉也保



 14

持了非常深的關係。 
 
再看新埔枋寮的林家。除了「正身」以外，外頭還蓋有廊簷，相當於拜亭部份。像這個

加了一個建築物，就象徵了中心線或中間婚姻線的重要性。 
 
再來是竹東－－她是頭前溪旁最大的鄉鎮。竹東的彭家，這是日治時期所蓋的房子。我

們現在所看到的相片是後面的大門。翻過來看，從客廳往外看，可以看到一樣是「夥房屋」

的形式，不過屋身是用「磚拱」的做法。而這「磚拱」的做法，是以前日本時代作為店面才

會用到的方式。而這裡則是用於一般居住用的住宅，所以也是非常的特殊。 
 
來到竹北，非常特殊的是什麼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石腳」非常的高，約有三尺高，

九十公分。而一般的「石腳」卻只有它的一半，即約一尺半高，或最高二尺。怎麼會這麼高

呢？依主人的說法是：以前這裡是頭前溪河底的河田。在這裡所蓋的房子稱為「重河寮」。何

以稱之？因為是建於河邊之故。而蓋的這麼美麗的「石腳」是因為若遇淹大水時，房屋不至

被水給沖毀。萬一不幸淹水了也不致於很快就傾頹掉。果然聽說這房屋蓋好後第二年就發生

了大水災，水大得連神桌下面都可見大鯉魚。可見這大水淹過了門檻，不過呢，房屋卻仍保

留下來。是這幾年才開始拆掉的。我想像這個設計就是它有符合把握住當地的條件之故。也

就是將當地房屋的基本結構與當地的自然現象如水災相結合，故而保留了非常特殊的形式。

像是所用的石頭也是頭前溪裡的石頭。 
 
來到新竹我們順道來看看「家神牌」。這是關西陳家的公廳要改建的時候，將「家神牌」

拿下，像如此大塊的「家神牌」福佬人是沒有的，只有客家人才有的。這牌位羅列了家族尚

建在的所有男性姓名，所以用紅布給蓋住。要蓋新房子時會有一個「安龍謝土」的儀式。這

龍是米龍，安置於神桌下面。神桌下放張草蓆，將用米塑成的龍放在上面，這龍身有一百零

八片圓形硬幣或碗做成的魚鱗。再用道教的儀式來安龍神。意思是稟告諸神：我們過去蓋新

家或整修房屋時動到了龍氣，現在完工落成了，向神致謝，將龍神安置好。另一方面並向我

所在的土地致謝。經過這樣的儀式，把龍神安置好後，將龍的耳朵、鱗片等埋於公廳後面的

稱為「龍跡」的土地上。 
 
所以我們看客家人的房屋時，可以從中間的婚姻線看到：屋內有龍神，屋後有「龍跡」。

比較工夫的人家，屋內的龍神有拜，屋外的龍跡也有拜。而一般只拜屋內的龍神而已。這叫

做安龍。 
 
至於天神，客家人與福佬人有很大的差別。客家人的天神在外面，不是在地上，就是在

圍牆上面。而福佬人的天神則以天神爐的方式，放在客廳裡面。這是很大的差別。 
 
客家人在新竹也和桃園的大環境一樣，是和福佬人在一起的，不過是和泉州人有關，新

竹市是以泉州人為主，所以可以看到新竹縣的客家人與泉州福佬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很深

的。「金廣福」「問禮堂」間都看得出有相關。這麼說好了：「問禮堂」和「天水堂」就有差別。

「問禮堂」是受福佬人影響之前即蓋起來的，可以看到還保留了較多的大陸傳統。「天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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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泉州人做貿易而有相互關係。又如「金廣福」有廣、有福，是客家人、福佬人合作一起

蓋成的，所以受到福佬人的影響更深。由此也可看出：建築表現了地方的文化特色。 
 
各位同學接著來看苗栗的建築。這裡最大的特色是七十年前的關刀山大地震，讓苗栗大

部份的舊建築都倒了。目前看到最明顯的就是卓蘭地區。卓蘭靠近東勢，當年日本時代要重

建時考慮了二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安全的問題。原先本來是泥磚房屋，後來改為木造或竹

製品，因為這些材料比較耐震。第二個原因並非人為的考量，而是文化的影響。所以我們去

到卓蘭就可看到許多受到日本建築形式或方法的影響，所蓋的傳統房子。如「張屋」和「廖

屋」的「清武堂」－－這原是兩個堂號結合為一，即「清河堂」「武陵堂」。我們看他的屋頂

形式就知道，這並不是大陸的客家人會做的，而是日本式的。還有更明顯的詹家「河間堂」，

從其屋簷滴水處及樑柱、門窗還有洗石子的牆壁等，就可非常明顯的看出受到日本文化的影

響。連它畫圖的地方都不是傳統客家人的做法。不過整個的「夥房屋」三合院，卻又保存了

從大陸傳過來的傳統客家的方式。還可再看一下，屋頂上的瓦也是日本瓦。 
 
再看看詹家旁邊的「橫屋」還加了圍牆，然後又隔出了一小間房子。這種情況，慢慢的

是與東勢地區有相關的。這大概也是地緣的關係，因其位置與東勢較接近，故兩者越來越像。

不過，可以看到在柱子旁邊要將房屋撐起之「斜撐」所在，用一跟木頭斜斜的撐起固定，這

樣的做法是日本式的。也就是說屋頂的做法保留了較傳統的方式，而底下的牆壁做法又是很

日式的，一方面可以防水。 
 
再看苗栗市的湯家祠堂。房屋本身還是用燕尾，這是非常傳統的大陸式的客家建築。不

過可以看它的牆壁是用「魚鱗枋」。這樣的做法是日本時代蓋日本房子才會用的，用在這客家

地區也蠻好看的。這是在苗栗地區才看得到的很特殊的。 
 
這個是頭屋地區的。之前在新竹有提到龍神。除了「公廳」內神桌下有拜以外，在「公

廳」後的化胎所在－－這種風水的形式是說房屋的地勢越來越高，同樣的屋後面的後花台，

有人說是化胎，也較高。照風水學來說這是來龍之所，即龍從這兒出來。所以化胎底下原來

是龍跡的位置，也設有香案供拜拜。這是從正面所看到的。也安置了神牌在此，我想這是除

了屋內拜，屋外也拜的一種方式。上面還貼了五福的符紙。也可以看到公廳後面開了個門，

可以由此進出。一般的家庭較少這樣設計。 
 
苗栗可以看出過去因為受到大地震的影響，但苗栗可說到如今都還保留了很傳統的客家

文化。不管是語言或文化的型式、或食物、或房屋都保留了很多。不過材料的變化卻很大。

所以大家去到苗栗想要看客家的傳統建築是很多面向的。雖然內政部指定的苗栗的古蹟較

少，這是受到地震影響之故。不過，在新的時代往回看，苗栗順著時代的變化，將苗栗當地

的石頭、當地的人文條件，放在其建築的形式來看，它可能是台灣各地的客家建築中，最多

變化的。它有清朝時代留下的傳統，也有受日治時代文化的影響加以發揮者，一直到現代且

又碰上九二一地震及其影響，所以新的建築又蓋出來了。所以，大家到了苗栗可以看到特殊、

多樣化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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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苗栗的客家建築，剛好等於是北台灣和中台灣的一個分界。再往南來到台中。

隔著一條大甲溪，這裡的文化面向，與苗栗以北的文化面向有很大的差別。不過，在苗栗仍

然可以看到空間的使用，還是北台灣的特色。北台灣與南台灣最大的差別，就是在「公廳」

的使用方法。包含中台灣和北台灣，「公廳」是人們生活重點之所在。舉凡吃飯、招待客人等

大小事情都在「公廳」內進行。甚至於一般的娛樂啦、打牌啦都可以。但去到南台灣則完全

看不到此景象。像現在所看到的這一間，你可以看到人們在此「公廳」聊天，小孩子進進出

出，這是北台灣才可以看得到的現象，而在南台灣是看不到的。 
 

各位同學現在來到台中。在台中客家人所居住的範圍非常的廣。從過去的歷史發展來看，

台中市、豐原、石崗、新社、東勢、和平等地，有很多的客家人在此落腳。台中市的客家人

現在大多都不會說客家話了，還會說客家話的大概要從石崗開始才比較明顯有。不管石崗或

東勢，他們的房屋也非常的特殊。這裡可能是因為比較靠近山地部落，所以族群的關係也很

緊張。而緊張所表現的方式在哪？是在建築物都非常的大座。並不是因為其耕作的地方很遼

闊，是因為怕「蕃」－－現在是說怕原住民，而集中住在一起。怕原住民出來，對民心的安

全會有影響。所以大家就住在一起。到東勢也可以看到，台中地區的房舍與北台灣的，似乎

差別不是很大。不過，卻可看到其「橫屋」與「正身」相接合處的開始變化。也就是「正身」

屋頂與「橫屋」的屋頂共用一個高度，這在北台灣是看不到的。而其「橫屋」整個是平的，

這個也是北台灣所看不到的。我想這就跑出新的原則來。 
同樣在東勢，也有其不同的形式。這可以看出「木頭」是這裡的特色－－因為這裡有林

場，所以這裡很多人會用木頭。尤其是日本時代開始，很多人用木頭來蓋房子。剛剛所看到

的房子，大多在地震時傾倒了。現在所看到的房子，其屋頂的形式，非常的簡單。感覺上屋

身比較高。我也不知道這是什麼原因。有人說是因其上端還可藏些人    37：？ 
 

當然這些東西要更詳細來看。現在到東勢，這間應該是陳屋，看這間房子有兩個圍城，

進去外面的圍牆有庭院外，進去裡面生活的地方，就加一個小的圍城。 
 

公家用一個公用的庭院，而私人用透天式的天井。像這樣比較生活性的空間，「正身」與

「橫屋」之間，即南部人所說的「轉溝」－－這只有南部人才這麼說，北部沒有人這麼說的。

在中部就可看到了。這也可看出南北之間的文化差異。北部人沒有這樣的空間所以沒有這溝。

而稍微有點圓形，這也是東勢房屋的特色。人們說這裡東勢、石崗「圍屋」最多。這是隔開

了一道圍牆。大的庭院旁邊還有一個屬於私人用的小空間。這是劉家。應該是大地震時倒了。

地方上的人慢慢會想要重建。不過這不是簡單的事情。由此也可想像，當出這裡何以會蓋這

麼一大座的房子？靠的是當地的產業。不管是耕田、種果園或是從事山林工作，都可以養活

餵飽東勢人。慢慢的隨時代的變化，沒人耕田了。去種水果，生意不怎麼好，給中間的商人

剝削一些去，本地人賺不了很多錢。所以，漸漸的東勢人就四散出去了。到了九二一大地震

之後，社會的結構有了非常大的變化。所以現在要蓋一間像以前這麼大的「夥房屋」是非常

的困難。我想用東勢、石崗的案例來看，就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的文化，建築的文化，是地方

上整體文化的實際表現，也是空間性的表現。像這樣的變化，我們看建築就特別的明顯。 
 
同樣在東勢地區很特殊的「西潁堂」。西是西河，潁是潁川。這也是雙姓人家。即承繼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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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林的人家，也要承繼姓陳人家。這可以看得非常清處。從屋頂往下看，可以看到雙溝水。

這「正身」和「橫屋」相接觸的地方，較高的是「正身」，較低的是「橫屋」。要排水時，兩

邊屋頂的轉溝，放了瓦片。因屋頂兩邊都有溝，故稱為「雙溝」。由此可見，這是一個特殊的

客家建築師父慢慢形成的客家建築文化。照理說，大陸那邊的師父是否有這麼做呢？我想這

是無法訂出一個規矩的。不過在每個地方，用材料有用材料的文化，蓋房子也有蓋房子的文

化，皆變成一個地方性的文化特色。 
 
現在來到台中市。台中市過去有很多客家人，現在慢慢變成福佬人。像是姓廖的、姓張

的、姓賴的等很多。這間是逢甲大學旁邊的「體源堂」，也已經拆除了。可看到它的「公廳」

是開的，一般福佬人是不會這樣的，這是大陸式的。不過他的拜神明方式，卻是福佬式的。

他底下也有龍神。 
 
台中地區的文化非常的多樣。一方面有保存了非常好的東勢、石崗地區的大埔客，客家

話與別人不同。一方面有漸漸變為福佬人的台中市和豐原。所以兩邊的建築風格也是有差別

的。現在大家到了台中確實也可看到很多樣式，因為台中地形的變化也是非常的大。我想大

家到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城市裡張廖家族的宗祠，那原本在大陸是客家人，來到台灣活著時

是姓廖，過世後姓張的人家的大座家園。你注意看，還可看到其屋後還有一點圓形形狀。有

人說可能是受到大陸圓樓的影響，對於圓形文化的保留，還是有其接受度。42：53 
 

各位同學現在來到彰化。彰化平原，一開始有提到說現在大部份已變成「福佬客」了。

而在近海邊的二林附近仍有客家人，這是日本時代較晚才搬過去的。從大陸到彰化的客家人

大都居住在八卦山下，員林或社頭等地最多。在這裡集結成庄，蓋的房子也非常的大座。現

在所看到的相片，是同姓人家，都居住在一起，彷彿是一個村落。「橫屋」與「橫屋」之間的

巷弄，就彷如街道般。這種形式非常的特殊－－它可不是街道喔。它可是同一屋舍內，「橫屋」

之間的那條供人行走的路而已。從這往下看，它就像城市中的街道，其實不是，它只是兩大

座房屋間供人行走的路而已。在這也看到「阿公婆牌」（即祖先牌位）的形式較小－－這有受

到福佬人的影響，而其帽形也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不過裡面還有「孺人」的字樣。這一方

面的文化保留卻又保存了客家大陸時期的傳統。 
 
彰化地區和雲林地區，非常接近。隔著一條西螺溪。現在所看到的相片，是北部的客家

人移居到雲林詔安客的地區。這房子是日本時代的房子，所用的瓦也是日本瓦。屋簷的水不

是直接滴下來，是用排的方式，材料是用洗石子的。像這樣的東西，看得出來受到日本建築

材料的使用的影響非常的大。連大門旁邊的線條也受日本的影響很大。這裡，早期神桌下還

有拜龍神，還可看到這樣的遺跡。我們去看時，我問為何將龍神給拆了？他說，以前確實有

拜，現在因別人已經不拜，為了跟大家一樣，所以把祂給拆了。這就剛好看出雲林地區的文

化的一種過渡過程。雖然當地詔安客現已漸漸復興，不過詔安地區的客家人，確實很少看到

拜龍神的。所以原來到此的張姓客家人，漸漸的也將龍神請走了。跟大家一樣，不再拜了。 
 
現在來到南投。南投是埔里社。南投是靠山的地區，所以這裡的房子要非常的重視當地

的地理條件，才能耐久。南投客家庄，過去因受地震、土石流的影響等，要保持傳統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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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實非容易。詳細的看，屋與屋相接連處，是分開來的。我第一次看到，也頗覺特殊。它

有一多出的「廊」，是一半開放的空間，不是很正式。屋頂是用接合的，但沒有接得很好。若

有雨水時，底下就不能用了，但又要保持通路，所以漸漸的搭建了臨時性的東西。我不敢說

漸漸使用習慣後，「橫屋」的屋頂，和「正身」的屋頂會做怎樣的連接？也不敢確定會有如此

的發展過程。不過是可以看出，一方面想用它，另一方面又不知該如何用的這種問題，也是

客家人會去想的。可能有一天重建房屋時，會將此問題做個處理。 
 
現在看到的是埔里社的牆壁、圍牆，可以看到它是用碎石和少許泥土敲打而成的，因為

埔里算是在上游，較少「石卵仔」（卵石）。從這間倉庫可看出清處的痕跡。這樣做成的牆壁，

不能開很大的洞。在這裡也可看到。 
 
中台灣的彰化、雲林、南投，過去對此地的客家文化的研究確實較少。我們現在所看到

的相片也大概是十幾年前所拍的，資料並不多。現在則不是了喔。關於彰化地區傳統建築的

資料非常的多。關於詔安地區的客家研究也有很多人在做。我在這裡可以做的是提出一個觀

念，希望大家來看彰化、雲林、南投的文化影響時，如何看到這些地區族群之間據烈的接觸，

或互相鬥爭；甚至將自己變成別的族群－－客家人變成福佬人了，福佬話也講得很好，這當

然有其生存的目的。不過，現在回頭看：文化是壓制不住的、文化是不容易看到的、文化是

可從生活的底層顯現的。我們可發現他們在生活中保持了過去的傳統，但放棄自己的建築形

式、放棄自己的語言。卻又保存了自己的深層文化。我想這是這三個地方，從其建築文化中

所表現的特色。 
 

各位同學現在直接到南部六堆地區。六堆地區，是到目前為止保存了最多最傳統客家建

築的地區。因為過去這裡不是經濟發展的重點地區，使得當地的客家文化保存了許多，也最

好。加上當地人對自己的客家文化有種驕傲的心理，也非常有自信。所以地方上對傳統客家

建築的保存較之於其他地區來得好。在這裡可看到南部人的大部份街頭風景，還可以看到傳

統的客家建築式樣。相較於北台灣的散村形式，南部人的則是為集村。這裡可以看到很多村

莊是集中在一起的。不管走到哪裡都可看到集中性的現象。南部的客家庄，六堆地區，美濃、

高樹、內埔、萬鑾一直到新埤、佳冬這整條線，是一個長條型的。新埤、佳冬這一帶都用卵

石。可能因此地河流不夠大之故，它作為建材的石頭尚未變成圓形的，有人說這像澎湖？硓

石的方式。我覺得不只這樣而已，也有像大陸客家庄的源頭。它不是「石腳」式的，而是從

地底部一直砌到屋頂處，這在別的客家庄也難得一見。這是新埤的建築特色。 
 

我們可看到南部在「石腳」之所在，即腰線以下地方用的石頭，不是用「石卵」的砌法，

而是用砌磚頭的方式，這是很有意思的做法。也可以看到南部的客家建築，大體上比中部地

區的來得矮。 
 
這是非常傳統的「夥房屋」，是四合院不是三合院。有前堂，像門樓的方式。往裡走是「公

廳」，其後還有一進、一堂。注意看還可看到屋頂的屋棟及燕尾，翹得很小，這應是保留了大

陸地區的傳統，當然不見得是客家庄的，大陸地區有許多房子是這樣的形式。屋頂所用的瓦

是紅色的，這又與大陸地區不一樣。早期南部也用了許多黑色屋瓦，漸漸的受到福佬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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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將之吸收也用了紅色。－－這是東南亞地區的主要顏色。而大門的「門對」（門聯）都是

四個字，這也是南部地區特有的。「堂號」是南台灣的重要特色。「潁川堂」將「堂」字放中

間，在別的地方則是將「堂」字放後面。你看連現代的房子也有堂號－－「汾陽堂」。這和竹

東那家很像，也受到日本時代的影響。但這兒的風景與竹東不一樣，後面種的是檳榔樹。這

一看就知道是南台灣的。 
 
這徐家的「東海堂」，也寫成東－堂－海。「bin 仔壁」和竹篾做成，外面敷上泥土，這

是非常古式的客家建築方式。這樣的做法，也很耐震，也可能有受到當地原住民的影響。未

開窗戶，只開個門進去。這樣的防禦性較大。南台灣的族群關係非常的敏感，有人說一直到

民國五十年代都還有族群之爭。所以大家對自家的安全性都很重視。聽說窗戶開的越少越安

全。 
這是在檳榔園裡的房子。慢慢的形式也漸多樣化了。這是南台灣神桌下的龍神，這南北

都有。這大的是「家神牌」。 
 
這是南台灣很特殊的，「公廳」內，棟樑之下有棟對，兩邊描寫了當初從大陸遷徙的過程，

及其到了台灣後是如何落腳於此的。像這是從苗栗南遷來立基的，到了「吉東農場」，這是美

濃的一個地方。由此棟對可見家族是如何遷徙的過程。這是南部特殊的文化。 
 
來到內埔。內埔街路邊人家的房子，也有「正身」「橫屋」的觀念，所以進門兩邊設計成

像是門牌樓，再進去像是有三間般。其實這只是一間寬而已，但卻做成三間的樣子。這樣三

間的量，是客家人對房屋的想法－－最基本的單元－－三間。南部的燕尾、屋棟都比北部的

小。有人說這也受福佬人的影響。所以有不一樣的形式。 
 
南部的美濃的「潁川堂」，他的天神爺香爐是在廊簷下。這在福佬庄是看不到的。後面有

半圓形的化胎。 
 
現在看到南部最特殊的「廊仔間」－－「正身」與「橫屋」之間有多出的一個空間，這

裡門、窗都盡量不關，通風很好的一個地方，有各式各樣的裝璜。也可看到南台灣極少用卵

石，牆壁直接從地底砌起，也看到正身、橫屋間轉溝是雙溝式，屋頂也平高。而北台灣正身

的客廳是生活性的空間，吃飯的餐廳，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在南台灣完全變了樣。南台灣最

生活性的空間是「廊仔間」，電視在此、餐廳在此、招待客人的椅子也在此、大人小孩也都在

此，連家人過世後留做紀念的相片也放在此，可見「廊仔間」是南台灣客家庄重要之所在。

這麼小間的房子也有「廊仔間」，詳細看它的裝璜，有洞可透氣，但不能關窗戶。因南台灣的

天氣較好，雨水是有，但像這樣給它通風是沒關係的。像這麼小的房屋也有「廊仔間」。這也

有說法是，就算不做「廊仔間」那地也是閒置掉了。另南台灣有一特殊的是竹簾。關門會熱，

卻又要有私人的隱蔽性生活，所以用竹簾子。白天無法看到裡面，裡面的人可看到外面，晚

上若不點燈，從外面也無法看進去。 
 
再往恆春看，這受到當地石頭的影響，但不是圓形的石頭。那兒還是有拜龍神。這裡是

滿州鄉，屬於原住民的地區。看到的「西川堂」－－西河、潁川雙姓人家。那兒的落山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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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有雙層牆壁。 
 
台灣的客家建築，從南到北來看，它的形式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自然環境的影響、經

濟條件的影響、還有時代文化氣氛的影響，日本時代有日本時代的影響，國民政府開始漸漸

用水泥、瓷磚等，也就是說隨著時代的變化，客家人的建築形式也有多樣性的變化。今天我

們要說的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故鄉，慢慢的去做研究比較，看自己的客家建築是怎樣的，是

古老的呢？還是新式的。其實，客家的建築文化不一定要「老夥房」裡才看得到。在最新的

建築裡也可以看到其文化的影響。我想這是我們在這個時代看客家文化價值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