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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乡土民居到海外华侨聚落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民居聚落研究综述

From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Fujian to Overseas Chinese Settlement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b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uaqiao University

摘　要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其山海环境造就了类型多样的传统民居与聚落。华侨大学建筑学院以方拥、关瑞明为先驱的学者

们薪火相传，在民居聚落研究领域积淀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并持续拓展研究领域。文章通过梳理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在福建民

居聚落研究领域40年的发展历程，从民居类型的调查测绘、聚落人居环境、营造技艺整理等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评

述，并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视角展望了海内外华侨民居聚落合作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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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tuated along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 Fujian Province exhibits a diverse array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shaped by its distinctive combination of mountainous terrain and maritime 

influences. Notably, scholars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uaqiao Univers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ioneers 

such as Fang Yong and Guan Ruiming, have both inherited and expanded on a rich academic tradition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retrospective and evalu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t primarily delves into investigations and 

surveys on various dwelling typologies, explores the human habitat within these settlements, and meticulously 

documents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utlook on the necessity o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sett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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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时中国建筑研究室对各地民居建筑进行了调查测绘，其中

福建住宅是他们关注的重点[1]。1957年出版的《中国住宅概

说》收录了福建永定客家长方形土楼、环形住宅及大夫第的

照片与平面图等调查成果[2]。至1980年代初，更多的学者加

入福建民居研究，黄汉民在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福建民

居的传统特色与地方风格》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本关于福建

土楼的研究著作①。福建土楼的研究成果吸引了台湾学者的

关注，1989年台湾《汉声》杂志刊载了《福建圆楼专集》

等。此外，高鉁明、王乃香等也对福建民居进行调查测绘，

并出版了《福建民居》[3]。其后，黄为隽、尚廓及南舜熏等

出版《粤闽民宅》[4]，戴志坚②等学者也从多角度对福建民居

开展研究。

民居会议的开展也对福建民居研究的推动起到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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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7年闽西土楼建筑考察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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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张复合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论文集中⑤。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福建民居的研

究资料，也为后续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瑞明于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建筑系后，

入职华侨大学。1997年，他在天津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系统研究了泉州传统民居。他从文化学

和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类型研究”方法，将近代

骑楼、洋楼与传统官式大厝、手巾寮、土楼等民居

类型进行分类论述，进而将这些民居类型纳入“泉

州民居”系统内进行比较研究。他在论文中前瞻性

地提出将传统民居的“类设计”模式作为当前地域

建筑创作源泉，并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专题探

讨的文章[8]。随后，他在“类设计”领域进行了多

类型的探索，包括福建土楼类设计模式、泉州传统

民居类设计要素等，并提出传统民居的类设计模式

建构与未来展望，同时指导硕士生开展传统民居

类设计的相关研究⑥。此外，还有曹春平等其他学

者，虽然在华侨大学任职时间不长，但在此期间，

他们从土堡等民居类型入手，持续对福建民居进行

了深入研究。

2　基于人地关系的传统聚落形态研究

在探讨福建民居特征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仅仅局限于民居建筑本身的

研究已经无法满足对这种关系的探索需求。1998

年，陈志华提出了“聚落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

聚落研究是乡土建筑研究的基本方式”的理念[9]。

这一理念强调建筑学需要跨足到社会学、文化地理

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进行综合研究，跨学科研

究因此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对

传统聚落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地环境关系展开。方

拥、关瑞明等学者从人文环境塑造村落形态和聚落

环境中蕴含的人地关系等方面展开分析[10-11]，初步

建构了聚落形态认知与分析的理论方法。

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聚落形态的研究视角与

方法不断涌现，内容也日益丰富。林翔关注到聚落

人居环境地域性的多重影响，包括从海洋文化视角

对泉州人居环境地域性特征的分析[12]，以及对闽南

沿海地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特色传承发展的探究等

方面[13]。后续研究从沿海扩展到山区村落，如南安

丰州古镇、龙岩南江古村落、三明清流赖坊古村落

等[14-16]，这些调查研究为理解聚落形态与地域文化

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日本东北大学博士费迎庆运

用实态研究的方法展开乡土聚落的研究[17]，带领研

究生对泉州蔡氏古民居、漳州漳浦诒安堡及华安二

宜楼等闽南民居进行了实态调查研究，并在此基

础上探讨小家庭生活方式对传统民居平面布局的

影响、公共空间使用方式及农村住宅居住模式演变

等（图2）⑦。

民间信仰对聚落形态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广

泛关注。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空间通常能相对稳定地

保存其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从而更

深刻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18]。薛佳薇关注高

密度旧城区的居住空间与仪式空间的互补关系，探

析仪式的时空活动对社区宜居性的启示[19]。杨思声

主持了“文化传承危机下客家乡村民间信仰空间遗

产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在民间信仰研究的基

础上，将视角聚焦到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如

通过解析闽西客家土楼民间信仰对总体空间布局和

土楼营建的影响、闽西客家传统土地公信仰及妈祖

信仰在聚落中的文化和社会作用，以及汀州古城中

民间信仰空间对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进

而探析信仰空间的当地适应性建设与价值传承⑧。

民居空间环境研究主要依托于建筑技术的引

入，有助于更为客观理性地分析民居的气候适应

性。冉茂宇长期致力于建筑室内外热湿环境与绿色

生态技术研究，从2000年起，他便指导研究生开

展福建传统民居气候适应性研究。2003年，薛佳

薇完成硕士论文《泉州手巾寮适应地域气候的方法

与理念研究》，选取泉州传统民居手巾寮进行气候

参数测量分析，揭示手巾寮民居中自然通风、遮

阳、隔热绿化、水体等结合气候环境布局建造的经

验。薛佳薇在该领域进行了持续探索，将研究范畴

拓展到传统民居官式大厝生态适应性[20]、泉州骑楼

柱廊夏季热环境分析[21]、泉州洋楼民居的夏季热环

境分析等[22]。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方

炎热地区民宅附加棚幔被动式防热及建筑化改造研

究”的支持下，薛佳薇对南方一般民宅开展室内外

热环境影响分析⑨。袁炯炯则将研究范畴拓展到内

陆山区民居，关于土楼民居的生态适应性研究也逐

步展开，其研究从宏观的聚落生态环境理念出发，

结合微观的单栋建筑室内热舒适性能的测试分析，

并在后续研究中拓展到福建圆形土楼民居空间原型

风环境模拟研究等。

3　闽南民居营造技艺的系统整理

民居乡土营造技艺反映了不同地域的特定地貌

和气候环境中解决定居生活需求的乡土建造体系特

征，包括在对土、木、石、砖等传统材料应用的基

础上建立的选址朝向、规模布局、结构工艺等一系

用。自1988年开始，先后举办了“中国民居学术

会议”“海峡两岸传统民居理论（青年）学术会

议”“中国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其他民居

专题学术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著名建筑史

学者李乾朗与台湾汉声杂志社等多次策划组织福建

民居考察团，例如1992年的闽粤民居建筑考察团

和1997年的闽西土楼建筑考察团③（图1）。对福

建民居的集中考察、记录和研究，将福建民居的魅

力传播到了大陆以外的地区，显著地促进了福建民居

的研究力度。

华侨大学建筑系创办于1983年④，自创建以来

便聚焦于福建民居研究。在方拥、关瑞明等学者带

领下，从闽南大厝、闽西土楼、骑楼洋楼等代表性

民居类型的调查测绘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

展不同学科视角的民居研究工作，聚焦聚落人居环

境、社会仪式空间、营造技艺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成果。通过简要回顾福建民居研究历程，本文梳理

了现有研究成果，并展望了结合福建地域环境和海

外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居研究发展方向。

1　福建传统民居类型的调查测绘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对福建民居的研究是从对传

统民居类型的调查测绘开始。1982年，泉州经国

务院批准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4年，

方拥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硕士毕业后，被分配至华

侨大学担任教职，适逢泉州倡建历史文化中心，与

东南大学和天津大学合作，组织建筑系师生完成了

泉州古建筑、民居古厝群的建筑测绘与图像记录等

工作[5]。

在调查测绘的基础上，方拥着手于更多民居

类型的分类研究，包括古厝、土楼、虹桥及近代骑

楼建筑等。以虹桥研究为例，他在闽浙交界山区开

展了对木拱桥的实地考察和测绘工作。1995年，

他发表的《虹桥考》《闽浙虹桥的调查研究》等系

列论文[6]，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虹桥

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后续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调查

资料和研究视角。方拥对闽南近代建筑研究始于

1996年，当时他对泉州鲤城中山路两侧骑楼建筑进

行了系统调查，并制定了保护性规划。随后，他在

1997年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7]。

在接下来的多年里，方拥不仅指导研究生开展各地

的手巾寮、官式大厝、土楼土堡等传统民居的测绘

和研究工作，还致力于永春五里街、漳州香港路等

近代骑楼街区的保护工作。他培养了一批专注于民

居聚落研究的学术后备力量，其中部分成果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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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建造体系，对其系统研究对于理解和保护民居聚

落、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华侨大学建筑学

院在该领域的系统研究是从天津大学建筑学博士成

丽入职华侨大学后开始，她带领研究生对闽南民居

营造技艺展开系统研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基于匠作体系的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研究”等课题。

研究首先围绕闽南营造术语研究史展开，通过

梳理闽南地方史志所记录的传统建筑营造术语和现

代学者的术语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分析

和总结，为闽南地区营造术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参考[23]。自2014年开始，团队展开了持续多年的

田野调查，结合大量匠师口述访谈，按照匠作体系

分类，系统且全面地梳理了闽南沿海地区传统建筑

的大木作、小木作、泥水作、石作、油漆彩绘及堆

剪灰塑等技艺做法（图3）⑩。还包括其他围绕传统

民居专题展开的深入研究，涵盖了传统民居平面布

局与形态特征等方面 。另外，成丽以持续多年的

民居修缮设计结合施工现场的全程跟踪记录，对修

缮相关细节与材料取用原则等方面做了详尽的专题

探讨。例如，对传统民居板门的构建样式、整体尺

度、施工做法等方面展开详细分析，揭示板门的构

造原理与设计理念[24]。而在闽南红砖民居方面，赖

世贤通过详细解析传统闽南红砖的生产制作工艺及

传统红砖砌筑工艺类型，进而分析其产生背后的社

会文化因素[25-26]。在此基础上，他还结合考古挖掘

报告分析闽南红砖起源，梳理了闽南制砖技术特征

与传播分布特征等[27]。

陈志宏对传统匠师的研究拓展到对地方匠帮

群体的技艺经验总结。自2013年开始，他指导研

究生全面系统地展开对泉州传统大木作溪底匠帮的

深入研究，研究成果涵盖溪底派大木匠师的落篙技

艺、设计图档、施工技艺等多个方面 ，通过深入

挖掘溪底派大木匠师谱系，积累了大量匠师营建的

影像和访谈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对建筑施工现场的

全过程影像记录，结合匠师的口述访谈以及图纸、

篙尺的比对，关注传统匠师营造口诀的解读及分析

匠师在营造过程中的思维调整与转变[28]。通过对溪

底匠帮的多年跟访，陈志宏收藏有篙尺6把，手绘

扫描图、电子图档、营造手册与算料等420余件。

此外，他还幸得刘鹏飞先生捐赠的167幅溪底匠帮

手绘图样原件、2本营造手册、17本算料，以及27

本匠师学习笔记及生活账本等珍贵史料。这些资料

数目齐备，体系完整，现已汇集于华侨大学闽南传

统营造技艺史料馆（图4）。

2　漳州漳浦诒安堡聚落研究

⑤黄氏大宗外观 黄氏大宗平面 黄氏大宗立面

①黄性震府第

②诒燕堂

③八壁厝

④承福堂 诒安堡总平面

诒安堡垂直鸟瞰 诒安堡航拍

位于诒安堡中轴线上的黄氏大宗家庙

N

④

⑤

③
①

②

3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研究

闽南及周边地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概览

以红砖白石建造的闽南传统民居示意

闽南传统民居功能配置示意（以泉州民居为例） 闽南传统民居油漆彩绘

灯梁彩绘

脊圆彩绘

通梁 束随

通随 托木

束木 狮座对看堵
牌楼面

角牌
錾砖堵

镜面墙
裙堵

下厅内墙（挡壁）

大壁

红砖墙面

出砖入石 烟炙砖

房间内墙
护厝后墙

护厝山墙

埕围

前埕 下厅

下房 大房

五间角间
后房

顶厅 后厅 后轩下天井

榉头口

榉头间

护厝间 护厝间 护厝间 护厝间 护厝间 护厝间花厅花厅花厅

榉头间
后落大房

后落后房
后落五间

后天井

三明

龙岩

福州

莆田

德化

永春

安溪
南安

惠安

晋江
石狮厦门

南靖
漳州

金门
龙海

平和

漳浦

云霄

诏安

东山

广东

华安
长泰

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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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南亚华侨民居聚落研究拓展

中国建筑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交流一直是建筑

史学界的重要议题。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华侨建筑的

研究始于1990年代。尽管刘敦桢先生在1959年就

提出了开展东方建筑研究的必要性，但由于历史原

因，这一提议一度被搁置。直到1992年，刘敦桢

的学生郭湖生再次倡导对东方建筑的研究。在《我

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东方建筑研究〉前

言》一文中，他将东南亚列为四类研究计划之一，

指出东南亚是“中国早期移民较多、华侨移民文化

发达的地区”[29]。1999年，他在《东亚建筑研究

的现状与前瞻》一文中指出，“在东南亚方面，首

先研究沿马六甲海峡的一系列华人移民地”，并

特别关注象征帮权的祠祀建筑，这些建筑通常由

本帮乡土匠师建造，如新加坡天福宫、马六甲青云

亭等[30]。这一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华人原乡的民系

视角出发，探讨华侨建筑文化的传播，强调传播媒

介主要是本帮乡土匠师，其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对

原乡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上。之后，东南亚华侨民

居聚落的研究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持续关注。

1992年，方拥与新加坡建筑师刘太格和台湾

建筑学者李乾朗合作，参与新加坡双林寺和资政第

等古建筑的落架大修及扩建工程。资政第为新加坡

著名侨领富商陈旭年府第，始建于1882年，采用

潮汕民居样式。他还对新加坡与福建庙宇进行了详

细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原乡建筑风格对新加坡双林

寺的影响[31]。可以说，早年实地考察海外华侨聚落

并参与到新加坡古迹保护的经历，为后来他对华侨

民居的跨境研究埋下了伏笔。后续陈志宏带领研究

生持续关注华侨对侨乡聚落的影响 ，以闽南侨乡

丰富的民间史料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解读华侨

参与侨乡村落发展建设的史料，并结合田野调查，

揭示华侨对侨乡村落发展建设的影响与作用。另

外，安置归难侨的华侨农场是侨乡在特殊时期形成

的一种集体生产生活空间，其场区规划与居住空间

形态的适应性调整，以及公有住房的适应性演变等

方面亦备受关注。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背景

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投身于东南亚华侨聚落

与建筑的研究行列。东南大学董卫率先从中国视角

出发，开展了东南亚城市与建筑史学研究[32]。自

2015年开始，陈志宏在多年闽粤侨乡研究的基础

上，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海外华侨聚居地，带

领华侨建筑研究团队深入马来西亚、新加坡、泰

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聚居地，进行

了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东南亚华侨聚落民间

史料和调查测绘资料（图5）。他在系统梳理新马

华侨建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3]，结合大量口述访

谈资料 ，对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及印尼巴达维

亚等典型的华侨聚落空间与建筑展开分析，并对马

来半岛的华人骑楼街区、家族聚落及华侨建筑文化

遗产的跨境合作保护等进行专题研究[34-38]。他先

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闽南近代华侨建

筑文化东南亚传播交流的跨境比较研究”和“闽南

华侨在马六甲海峡沿线聚落的历史变迁及其保护传

承研究”。2022年，团队还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黄运南教授合作申请了新加坡教育部资助课题

“新加坡华人庙宇建筑遗产的互动式三维模型构

建”（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ve 3D Models 

based on Singapore Ancient Chinese Templ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从2018年开始，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有幸邀请

到东南亚华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知名专家陈耀威

（Tan Yeow Wooi）来华担任兼职教授。除了古

建筑测绘课程外，他还开设了“闽南侨乡与海外华

侨建筑”研究生教学工作坊 ，并在教学之余主持

了泉州西街旧馆驿149号传统民居等的保护和修缮

工作。此外，在陈耀威的无私帮助下，华侨建筑研

究团队成员在前往马来西亚调研的同时，也参与了

华侨建筑保护修缮的前期研究与修缮过程影像记

录，共同调查分析槟城华侨建筑的历史沿革与材料

工艺等方面。在多年海内外华侨聚落耕耘的基础

上，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在四端文物馆举办了“华侨

建筑展”，展览涵盖侨乡传统建筑、侨乡近代建筑、

海外华侨建筑及华侨建筑遗产保护等多个部分，全方

位展现了华侨建筑的文化魅力（图6）。学院自创办

以来，一直扎根于华侨建筑的富饶土壤中，形成“侨

校、侨乡、侨建筑”的华侨建筑文化研究特色。

5　结语：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视野下的海内外

民居聚落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自古以来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到

世界各地，在与当地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相互融

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和艺术装饰。中国

历史上的北人南迁等内部移民带来的建筑文化传

播，也随着对外迁移延伸到了海外华侨聚居地。在

侨居地的民居聚落营造，是华侨适应与中国原乡不

同自然社会环境的重要方式。华侨聚落作为海外华

人社群的聚居区，是中国建筑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

体之一，并且在历史和文化上与祖籍地保持紧密联

系。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视野下的视角来看，海内

外民居聚落研究需要分析海外华侨聚落与侨乡的源

流关系，开展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侨聚落的区域分布

格局、聚落结构演变、公共空间组织、民居生活环

境等专题研究，总结华侨在移民迁徙、定居过程

4　华侨大学闽南传统营造技艺史料馆开放参观

a　展览宣传海报　　b　展馆内部空间　　c　图纸、篙尺等部分展品　　d　观展现场

4b 4c 4d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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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华侨大学在1964年成立土木工程系，该系内部的房屋

建筑学教研室便是后来独立发展为建筑系的基础。到了

1983年该教研室从土木工程系中独立，正式成立了建筑

系，1995年建筑系招收首批研究生，2004年建筑系升

级为建筑学院。

⑤ 主要有许政《泉州骑楼建筑初探》（1998年）、陈志宏

《厦门骑楼建筑初论》（1998年）、谢鸿权《泉州近

代洋楼民居初探》（1999年）、傅晶《泉州手巾寮式

民居初探》（2000年）、杨思声《近代泉州外廊式民居

初探》（2002年）、赵鹏《泉州官式大厝与北京四合院

典型模式的比较研究》（2004年）等硕士学位论文。还

包括陈志宏《厦门骑楼建设与近代城市改造》（1998

年）、许政《泉州中山路六间骑楼建筑浅析》（2002

年）、陈志宏《近代闽南骑楼建筑的原型》（2004

年）、谢鸿权《泉州近代民居的“中西合璧”》（2004

年）、陈志宏《泉州两幢近代洋楼设计原图的比较研

究》（2004年）等会议论文。

⑥ 主要有朱怿《泉州传统居民基本类型的空间分析及其类

设计研究》（2001年）、洪石龙《泉州土楼及其类住宅

设计模式》（2001年）等硕士学位论文。还包括《福建

土楼的类设计模式研究(纲要)》（2003年）、《传统民

居的类设计模式建构》（2003年）、《传统民居类设计

的未来展望》（2003年）、《泉州传统民居中的类设计

要素》（2004年）等期刊论文。

⑦ 主要有阳林《华安二宜楼居住生活方式的变迁研究》

（2013年）、谭惠娟《福建漳浦诒安堡民居空间的使用

方式研究》（2013年）、尹珊珊《漳浦诒安堡周边农村

住宅的居住模式演变研究》（2014年）等硕士学位论

文。还包括《蔡氏古民居的居住方式及其再利用研究》

（2011年）、《基于居住实态调查的家庭室内空间研

究——以福建漳浦诒安堡为例》（2013年）、《小家庭

生活方式影响下的传统民居研究——以漳州诒安堡民居

平面布局为例》（2014年）等期刊论文。

⑧ 主要有谈荣亮《民间信仰对闽西客家土楼影响研究》

（2023年）、王皎皎《闽西客家传统村落土地公信仰空

间研究》（2023年）、周光明《妈祖信仰空间在闽西地

区的衍变研究》（2023年）、陈琪《汀州古城民间信仰

空间研究》（2023年）等硕士学位论文。

中，传统民居聚落对不同自然与文化社会环境的适

应方式，探讨海外华侨在移居地与不同族群共生发

展并建构在地社会的文化机制。

在当今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

下，民居聚落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不同文明传播交流的重要记忆。从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海内外民居聚落的形成与

发展过程，将为我们对海内外民居聚落动态、双向

互动交融带来新的认识和启迪。通过对海内外华侨

民居聚落的合作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侨乡与海

外华侨聚落中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2023年4月，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在

陕西西安举行，会上正式成立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联盟，并发布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西安宣

言》。这一举措对于对分布在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民

居聚落进行跨境研究，聚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

史证物和文化传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图片来源：图1由陈耀威提供；图2由费迎庆团队提

供；图3由成丽团队提供；图4—6由陈志宏团队提供。

　　

注释

① 黄汉民早期著作包括《福建圆楼成因考（油印本）》

（1988年）、《福建传统民居摄影集》（1994年）与

《客家土楼民居》（1995年）等。

② 主要著作包括《闽海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2003

年）、《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2003年）、

《福建民居》（2009年）、《福建土堡》（2014年）

等。

③ 该合影拍摄于福建省漳浦县锦江楼前。图中标注的参团

人员由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黄汉民、

《汉声》杂志主编廖雪芳等帮助回忆和辨认，在此表示

感谢。

⑨ 主要包括《南方民宅屋顶架空绿藤棚对室内外热环境的

影响》（2017年）、《 南方民宅屋顶铁皮棚对室内外

热环境的影响》（2016年）、《南方民宅屋顶架空遮阳

网对室内外热环境的影响》（2017年）等期刊论文。

⑩ 包括邱梦妍《闽南沿海地区传统建筑木作门窗研究》

（2017年）、吴婷婷《闽南沿海地区传统建筑大木作研

究》（2018年）、漆诗征《闽南沿海地区传统建筑油漆

彩绘研究》（2018年）、马晶鑫《闽南沿海地区传统建

筑堆剪作研究》（2017年）、武超《闽南沿海地区传统

建筑砖瓦作研究》（2018年）、李志强《闽南沿海地区

传统建筑石作研究》（2018年）、郭星《闽南传统建筑

墙体拼砖工艺研究》（2019年）、侯玮琳《闽南沿海地

区传统建筑地面铺装研究》（2020年）、庞靓《闽南地

区传统木作家具研究》（2020年）、李冬松《闽南沿海

地区传统建筑灰塑装饰研究》（2022年）、刘敬文《闽

南沿海插梁式木构架研究》（2023年）等硕士学位论

文。还包括《鼓浪屿清代古厝民居外檐灰塑彩绘初探》

（2021年）、《闽南传统建筑大漆工艺研究》（2022

年）等期刊论文。

 主要有顾煌杰《闽南沿海地区传统民居平面格局研究》

（2019年）、于仲《闽南沿海传统建筑屋顶研究》

（2022年）等硕士学位论文。还包括《闽南沿海传统

民居平面尺度规律研究——以泉州市泉港土坑村为例》

（2019年）、《厦门传统祠堂建筑木构架类型研究》

（2022年）、《闽粤“束木”初探——兼论“束木”与

叉手、托脚的关联》（2022年）等期刊论文。

 包括有吴小婷《泉州溪底派大木匠师王世猛落篙技艺研

究》（2016年）、林丹娇《泉州溪底派大木匠师王世猛

设计图档研究》（2017年）、梁志豪《泉州溪底派大木

作施工技艺研究》（2018年）、黄美意《基于口述史方

法的闽南溪底派大木匠师谱系研究》（2018年）等硕士

学位论文。

 主要包括钱嘉军《民间史料视角下的闽南近代侨乡村

落建设研究》（2017年）、于颖泽《闽南侨乡传统

宗族聚落空间结构研究》（2017年）、郑培钰《侨

汇经济影响下的近代闽南侨乡聚落空间演变》（2022

年）、张怡聪《闽南华侨农场场区规划与居住空间研究

（1950s-1990s）》（2022年）、林恩青《闽东南华

5　海外华侨聚落现场调研及口述访谈

a　华侨建筑修缮记录与匠师访谈　　b　建筑师访谈　　c　居民访谈　　d　社团组织访谈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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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农场公有住房适应性演变研究（1960s-1980s）》

（2023年）等硕士学位论文。

 多篇访谈文稿整理并被收录于《中国建筑史口述文

库》。成果主要包括：陈耀威《马来西亚槟城华侨建筑

墙壁抹灰工艺: 与萧文思和陈清怀匠师访谈记录》（第

五辑），涂小锵、关晓曦《马来西亚华人建筑文化遗产

保护——与建筑师陈耀威访谈记录》（第四辑），涂小

锵、 陈耀威、 陈志宏《闽南匠师与东南亚华侨建筑的保

护修护——文思古建修复团队访谈记录》（第三辑），

陈耀威《马来西亚高巴三万的华人“做风水”——洪亚

宝与李金兴造墓师访谈》（第三辑），陈耀威《陈忠日

木匠谈马来西亚槟城华人木屋的营建》，涂小锵、 康斯

明《马来西亚槟城姓林桥的营建》（第二辑）等。

 自2016年以来，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已成功举办了4届

“闽南侨乡与海外华侨建筑”研究生教学工作坊。第一

届的授课教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陈煜，

第二届和第三届的授课教师是东南亚华侨建筑保护领域

知名专家陈耀威，第四届的授课教师是槟州有形文化遗

产（建筑）专家委员会主席、原绿古迹修复与建筑设计

工作室主持建筑师陈泾霖（Tan Chin Ling）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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