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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以其营建过程中的人

地互动和营建方式导向下形成的聚落景观格局为研究内容，采用

文献研读、实地调研、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归纳了聚落

的水利系统、土地开发格局和居住空间格局，并对自然环境与社

会文化特性相结合而营造出的人文景观进行了分析，以此来客观

解读客家聚落景观蕴藏的耕读并行、重视宗社的文化内涵，同时

揭示了兴修水利协同农业、土地开发因地制宜、有机调节居住模

式的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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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Junzidong, a Hakka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earch contents include the 
man-land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ts construction and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pattern 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ay of construction.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field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land use pattern 
and living space pattern of the settlement. It analyzes the human landscape 
cre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bjectively interpret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clan society 
contained in the Hakka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reveals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building water conservancy in coordination with agriculture, 
land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organic 
adjustment of liv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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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pattern; Junz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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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所处的桂东南地区是广

西省最大的客家聚居区，其优良的

农业和交通条件，对于客家移民具

有天然吸引力。随着明末清初客家大

本营地区人多地少矛盾激化引起的第

四次迁徙，贵港成为理想的目标地之

一。贵港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在保存

了较为完整的客家聚落风貌的同时，

也是广西在一个村落内客家民居数量

最多的客家聚落，现存的传统客家民

居有 19座，均为贵港市文物保护单位。

鉴于完整的空间格局和保存状况，君

子垌客家聚落于 2019 年被列入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当前针对客家传统聚落的研究

视角集中于以下 3 个方面：1）将聚

落分解为街巷体系、建筑类型、水

利系统、农业系统等多个独立分支

进行研究 [1~2]；2）对聚落的空间形态、

人文社会形态进行分析，揭示其空

间内在形成规律 [3~4]；3）对聚落的

景观格局类型 [5]，景观形成和演进

机制 [6]，以及景观要素的特征识别

进行探讨与研究 [7]。总体而言，客

家传统聚落的既有研究关注面较广，

涵盖了聚落空间形态、社会历史形

态以及人类活动三方面，但是对于

整个客家聚落的景观营建，缺少由

整体到局部，由社会文化到景观格

局的分析考量。

本文采用文献研读、实地调研、

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初步还原

清代乾隆时期至民国时期君子垌客

家传统聚落的景观格局，及其具有

客家文化特性的乡土景观。透过聚

落景观格局厘清背后复杂的人地共

生关系，总结归纳其内在蕴含的营

建智慧，以期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

的桂东南客家传统聚落的建设提供

有益借鉴。

1 研究背景

从迁居的历史来看，客家民系大

多聚居于丘陵山地区域，地瘠民贫，

山多田少 [8]48。君子垌的自然环境也

不例外，以丘陵、山地为主，三面丘

陵环抱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形。聚落

自然坏境开发之前仅有南边 4 条小溪

提供水资源，呈现出广西典型的“八

山一水一分田”模式。

清代乾隆三十年 （1765 年），

广东兴宁县何氏兄弟带着母亲骨骸迁

入君子垌。自此之后的百年间，陆续

有 20 多个不同姓氏族人迁入了君子

垌，相继在聚落中择良址开辟基业，

兴修水利，垦荒造田。

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诞生于特定

的历史背景，而客家民系特有的社会

文化决定了聚落景观格局与居民生活

方式。客家人的南迁，使得当地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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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瘠的现状得到了改善 [9]138，把客家

民系特有的哲学观念、农耕文明与丘

陵地形有机结合，在单一封闭的生态

环境中营建了良好的人居环境，形成

富有人文内涵的景观格局。

2 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的人居环
境构成

乡土聚落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重

要子系统，在研究时不能局限于聚落

物质空间的微观视角，而应将乡土聚

落置于宏观视野中，以整体的观念，

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一个聚落的

组成，不仅要有人工的构筑物，还包

括构筑物之间组合的内部空间，以及

其外围经过改造的自然环境”[10]。不

仅如此，在乡土聚落的物质空间表现

中，同样蕴含着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

因素。因此，作为研究对象，君子垌

客家聚落的人居环境应该由自然环境

空间、社会文化特性、人工营建空间

三方面要素共同构成（图 1）。
2.1 山茂水寥的自然环境空间

居住在君子垌的客家人基本上是

于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由于客家住

地内部人口膨胀，生存空间压缩，而

被迫从粤东、粤中等地迁来的。对于

稻作民族来说，土地可否耕作，水

系能否灌溉，是选址的核心问题。

而对于迁居异乡的客家人来说，自

然环境是否符合理想形态，能否成

为躲避灾害的天然屏障，更是选址考

量的重点。

因此，桂东南区域的丘陵地带成

为当时客家先民的最优选择。尽管当

时的君子垌人烟稀少，资源尚未开

发，但得利于其东、南、西三面环

山，加之东西走向的山丘形成了小型

盆地的地貌，既围成天然地理屏障，

也是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聚落

中没有河流穿过，仅在基址的西南方

向有 4 个溪水口，但聚落地下水埋藏

较浅。同时丘陵上覆盖的大面积林地

可提供建设材料，也为涵养水源打下

基础。君子垌的自然资源为客家人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格局和山水要素，是

生产与生活的重要保障（图 2）。
2.2 独特的客家社会文化特性

善于迁徙，是客家民系与固守

“安土重迁”观念的汉族主体的重

要区别 [11]。被迫迁移的磨难，催生

了客家人的怀旧情结，在浓厚的宗族

观念的影响下，君子垌客家人选择聚

族而居，延续“祠宅合一”兼顾两套

功能体系的聚居建筑形式；同时重视

“耕读”，冀望以农养仕，提高客家

人在异乡的现实地位，更是为宗族扩

张与聚落建设提供支持。

在迁居的社会背景、宗社情结与

耕读文化影响下，君子垌客家人在聚

落营建过程中不仅传承其原住地的

文脉特征，还结合君子垌的地理基

因，对其景观格局作出了地方性的调

整，建立了以环境适应为基础的人居

环境观。

2.3 灵活理性的人工营建空间

聚落的建设活动是长期过程，人

工营建空间作为从业、建设活动的成

果，主要由水利设施、农耕生产、民

居营建 3 种要素相互叠加演变而成。

客家人通过水利设施“理水”，

满足水源需求，进而根据地貌“开

田”，进行农耕生产，同时建设民居，

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形成居住空间

与山地、水体、耕地紧密联系、相互

嵌套的聚落空间格局，体现了客家人

适应山地环境的生存智慧。

图 1   君子垌客家聚落人居环境构成 图 2    聚落总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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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合自然环境营建聚落景观格局

宗族礼制、风水意象、民俗文化是君子垌客家人居

环境观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影响客家聚落景观格局的

内核。君子垌的自然环境空间便是其载体。君子垌客家

传统聚落生长于乡土社会，其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 [12]。

山体坡度、水系径流不仅限定了农业生产方式，也影响

了民居的布局方式。在聚落营建过程中，君子垌的客家

先民积累了能够满足理想人居环境观、自然依赖、聚落

防御等多重需求下的营造方法和空间范式。 
3.1 陂池水渠系统

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的自然环境复杂，水资源分布

极不均衡，“十日不雨，则田龟坼；十日霆雨，则潦水

成灾”的情况时常发生。迁自山地稻作区的君子垌客家

人善于修筑陂池水利工程，光绪《贵县志》卷五《纪人·风

俗》中记载：“潮、惠、嘉民籍于贵者，颇讲水利，筑

陂池，化晓瘠为膏腴”。

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水源。客家人拦截山体中的水

源，在山腰处建立陂池（人工池），开垦陂池之下的缓

坡成梯田，通过高位蓄水（相对于农田），将水分流至

农田中的水渠网络，使不同高程的耕地得到充分的自流

灌溉（图 3）。为了防止溪水量小和少雨引起的旱灾，在

聚落盆地中还建设了相当多的小型石湖；农田中的田梗

高筑而水渠深挖，以此达到雨季储水、防洪的作用，水

至为壑，水退为田，可进行理性调节。在无水可聚的条

件下，客家人于宅前开凿半月形池塘，建筑的排水渠道

通过半月形池塘与农田水渠相结合 [13]，构成“建筑—农田”

排水灌溉系统，形成排水、净化、储水、灌溉的良性循环。

各种储蓄水体通过水渠联系，保证了给排水循环（图 4）。
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君子垌的水利系统运作

良好，主要得益于宗族文化与风水意象的结合。宗族组

织下的陂池水渠建设和定期清淤，保障了农田的有效灌

溉。聚水于宅前的半月池不仅是风水意象中祈求家族团

聚的隐喻，也为生活和生产带来实用功能。在君子垌客

家的人居环境观指导下，聚居点与农田能够各就其便，

营造出了丘陵地区的农耕水利景观。

3.2 土地开发格局

君子垌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21.5℃，年均降雨量 1 428 mm[14]36，夏长炎热，冬短微冷，

光热环境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君子垌所处的丘陵地带内

东、南、西三面山岭土壤以沙页岩为主，中部盆地以酸性

赤红壤为主 [14]36。农为根本，各业并举，是君子垌经济生

活的主轴，在客家人的生活观念中农田不怕水火，不忌兵

匪，只要努力经营，总会有成，“耕读传家”是其追求的

理想生活图景 [9]137。因此客家人尤其重视耕地潜力的挖掘，

对应不同的海拔，发展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山林种植为辅

的农业经济模式，并建构合理的土地开发格局。

图 3    陂池灌溉系统

图 4    农耕水利景观

聚落盆地中部的赤红壤经过水耕熟化处理，形成了

可耕作的土地。在平坦耕地资源稀缺的状况下，客家先

民将聚落中的缓坡开垦为梯田，加以充分利用。由于海

拔较高的山体浇灌不便，所以聚落中的山顶地带大量种

植用于保护水土的耐旱作物，同时在山腰处种植适宜山

地生长的经济作物。

种植的稻谷按照收割季节分为早晚两熟制，包括早

稻“乌笃占”“八十红”，晚稻“吕牙占”“陆川占”等。

此外，客家人还在晚稻收割后冬种蔬菜和甘蔗；在坡度

较缓的低海拔区域种植喜温、喜阳的茶、油茶和肉桂等

经济作物；在经济林之上海拔更高的山体种植马尾松、

湿地松等抗旱耐劳的树种，起到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面对起伏较大的地形，君子垌的客家人因地制宜地选择

不同农作物，形成了“宜耕地—宜林地”的立体格局，

也形成了具有垂直分异特性的产业景观（表 1）。
3.3 居住空间格局 

君子垌聚落中客家民居群的组合呈现散点式布局模

式，这种低密度扩张过程与其文化特性密不可分。聚落

中的客家民居初建之时，建筑形态较为松散开放。在聚

族而居的习俗导向下，建筑有以堂屋为中心向外围扩展

的机制（图 5）。为了既满足客家人的理想人居模式，

又留出空地以备后代的增建，聚居点的布局较为分散而

均质。客家聚居建筑在与自然融合的同时，其总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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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往往超越村寨的局限，直接与

自然环境产生关联，风水理论的构

想可以在聚居建筑的构建中得以实

现 [8]144。

客家人重视宅居基址与地形走向

之间的关系，讲求坐北朝南，依山面

水 [15]，而现存的聚居建筑没有一座

是正南北朝向（图 6）。究其原因，

与丘陵地形相关，北面地势低，南、

西方向的山岭较高，更有“靠山”的

安全感 [16]，且客家民系的营建习惯

也包括随山体变化调整朝向和位置，

形成朝向多元、有机分布的聚居空间

肌理 [5]。

清代道光年间，聚居建筑初建时

大多依山而建，是为了满足风水意

象，亦是应对聚落营建早期人力物力

不足导致的山地开发难的困境，将有

限的平地让与耕地。建筑依附坡度形

成前低后高的态势，与农田交融分布

于丘陵间，形成“山—林—宅—水—

田”的初级空间格局，人们生活其中

可尽享林木之利和用水、耕作之便（图

7）。至同治年间，人口增长，住居饱和，

宗族后代从前代民居中析出，营建新

的聚居点，此时耕地这一重要的生产

资料也在不断地扩张。为了保证土地

资源能够在宗族控制的空间范围内得

到充分利用，新建的聚居点并没有按

照传统布局选址于山脚，而是倾向于

选择盆地中的开阔场地，与旧的聚居

点拉开了相当的空间距离（图 8）。
笔者截取黎氏宗族在君子垌客家传统

聚落中的聚居建筑布局片段，发现其

聚居点的选址产生了由“近山性”到

“近田性”的发展，可见君子垌客家

人的人居环境观在人地关系协调过程

中是不断进行有益调整的。为营建理

想的居住环境格局，客家人在新建的

聚居点后种植了高大的树群，以此象

征“靠山”的意向 [17]，形成了“田—林—

宅—水—田”的衍生空间格局（图 9）。
3.4 小结

清朝末年，君子垌客家传统聚

落的原生自然环境已被客家人彻底改

造，山地、水体、林木、耕地、聚居

建筑一体的聚落景观格局基本形成（图

10），充分映射了君子垌客家族群的

人居环境观对于山水资源的管理和利

用思想，以敬畏和谦卑的态度对自然

进行适度干预，并在历时性的过程中

不断调整，使聚落景观格局稳定发展。

4 自然环境与文化特性相结合的
景观

4.1“因地之形，用地之利”的防

御景观

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不同族群

间的资源争夺，为了自保求生，君子

垌客家人的居住空间具有极强的军

土地类型 主要植物种类

山顶

盆地

山林带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湿地松 Pinus elliottii、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经济林带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肉桂 Cinnamomum cassia、荔枝 Litchi chinensis、龙眼

Dimocarpus longan
风水林带 樟 Cinnamomum camphora、毛竹 Phyllostachys edulis、马尾松

梯田 水稻 Oryza sativa、茶叶 Camellia sinensis

农田
水稻、席草（灯芯草 Juncus effusus）、甘蔗 Saccharum officinarum、玉米 Zea 

mays、红薯 Ipomoea batatas

注：根据村志文献、村民口述及现场调研综合整理

表 1    君子垌客家聚落植物种植结构立体格局

图 5    君子垌聚居建筑扩展机制示意

图 6    君子垌聚居建筑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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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防御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君子垌客家聚居建筑的防御体系依靠自然山水态势和

建筑布局组合而成，依山就势，既营造了天然防卫环境，

又满足了趋吉避害的求安心态；同时利用大门、禾坪、半

月池和高耸的四角碉楼等实体构造暗示客家人的防御空间

领域 [18]。平面布局上“山—宅—塘—田”充满秩序的空间

序列，造就了宜守、宜耕、宜居的防御体系，形成宅依山

势、田环宅下、群山拱卫的独特防御性景观（图 11）。
4.2 崇文重教的耕读文化景观

君子垌的客家人素有兴学育才的优良传统，倡导“读

书与耕种并行，虽穷乡僻壤，亦有书馆，延师教子，信

不诬也”[14]161。当地的祠堂亦为学堂，建筑入口的牌匾

上大都寓意深长地题写“大夫第”“乡贤第”等，体现

宗族的辉煌成就。在客家聚居区中了科举的族人被视为

全族的骄傲，可在屋宇前竖起桅杆。这类纪念性构筑物

没有具体功能，但却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出现在聚落中，

激励宗族子孙求取功名。

4.3“兴公灭私”的聚居文化景观

君子垌的客家聚居建筑内存在着两套性质完全不同

的系列空间：一种是以祠堂为主体，具有礼制秩序的核

心空间；一种是以住宅为主体，具有居住功能的从属空

间 [19]。体现着礼制秩序的祠堂永远位于聚居建筑的几何

中心，而居住用房由一排排没有个性的单一横屋构成。

且客家人在营建房屋时为了突出祠堂的主体地位，采用

“明堂暗屋”的手法，使堂屋开敞明亮，横屋封闭狭小，

抹杀了象征家庭的单元房间的特点，从而突出象征宗族

的礼制空间（图 12）。

5 结语

本研究将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

特性、人工营建空间视为整体，分析了自然格局与客家人

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在客家民系的宗族观念、自然崇

拜和理想人居环境观的指导下，通过土地开发格局、水资

源利用方式和居住模式等营建智慧，克服了复杂地形和水

资源不平衡的劣势，形成山地、水体、林木、耕地、聚居

图 7    初级空间格局示意图

图 8    聚居建筑分布采样

图 9    衍生空间格局示意图

图 10     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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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防御性景观示意图

图 12   “堂宽屋窄”的聚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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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共同组成的聚落景观格局。这是一种以客家民系的社

会文化为内核，以营建技艺为手段，以客家居民长期维护

为基础的营建机制，有效统筹了自然山水、生产用地和聚

居空间，在“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通过空间礼序与

自然环境的要素关联，使客家民系的文化特性扎根于自然

系统之中，造就了富有诗意的山水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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