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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开平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东北距离广州 110 公里。

开平市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更是闻名遐迩的碉楼之乡。

中国人历来具有强烈的思想情绪，很多华侨将自己的积蓄汇回家乡，或者亲自回

国操办“三件事” ：买土地、建房子、娶老婆。由于开平侨眷、归侨生活比较

富裕，当时的社会较为混乱，经常惹来匪患。同时因为开平地势低，经常发生洪

涝。所以，明末清初就有乡民建筑碉楼，用来防涝防匪。

开平碉楼是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建筑群体，被誉为“华侨文化

的典范之作” 、“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 。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达 3300 多座。

目前，登记在册的有 1833 座。开平碉楼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开平碉楼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6 年 9月接受联合国专家验收，2007

年 7 月交由第 31 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

【碉楼的建筑风格】

开平碉楼千姿百态、形式多样。从功能上，有用作家族居住的居楼、村人共同集

资兴建的众楼以及主要用于打更放哨的更楼三大类。从建筑结构与材料上看，分

为石楼、三合土楼、砖楼和钢筋混凝土楼四种。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将碉楼主人的

意愿与风格各异的国外建筑样式结合在一起，自成一体，即有古希腊、罗马的风

格，又有哥特式、伊斯兰、巴洛克和洛可可的韵味。这些不同风格流派、不同宗

教的建筑元素在开平碉楼中和谐共处，体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开平碉楼尽管在用材、风格上各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门窗窄小，

铁门钢窗，墙身厚实，墙体上设有枪眼。有的碉楼，顶层四角还建有突出的“燕

子窝”，对碉楼四周形成上下左右全方位的控制。碉楼顶层设有瞭望台，并配备

了早期的枪械、发电机、警报器、探照灯及石块、铜锣等防卫装置。从这一特点

可以看到，碉楼在当时的主要功用就是防范匪患。

开平碉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抗日战争后期成了抗日据

点，其中最为出名的是赤坎镇腾蛟村的南楼；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平碉楼

更成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场所。著名的有适庐和中山楼。

【自力村碉楼群】

自力村碉楼群是开平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碉楼群，它位于开平市塘口镇，东距

开平市区 12 公里。自力村现存 15 座，全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精

美的碉楼是铭石楼，建于 1925 年，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居楼。楼高 5 层，顶部

种种有一中西合璧的六角形瞭望亭，第五层四角均建有角堡（又名“燕子窝”）。

铭石楼楼身宽大，外形壮观，有厚重的铁门和坚固的铁窗，内部陈设豪华，生活



设施齐全。

除铭石楼碉楼外，还有登记在册的碉楼 1833 座，而其中最有名的除上面讲到的

铭石楼外，还有赤坎镇迎龙楼碉楼、蚬冈镇瑞石楼碉楼，塘囗镇方氏灯楼，他们

由于建筑年代不同或因不同的家族建造，所以建筑风格各异。其中迎龙楼碉楼是

开平最早的碉楼，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 年），是开平没有受外来建筑

风格影响，最古老的碉楼。

瑞石楼碉楼是开平最高，最豪华的碉楼，楼高 25 米，9层，楼内设施布局典雅，

具有中国传统格调，是开平碉楼第一楼。属钢筋混凝土结构。

方氏灯楼是开平最具代表性的碉楼，建于 1920 年，楼内的警用发电机，探照灯，

机械一应俱全，选地视野开阔，是典型的防守更楼，属钢筋混凝土结构。

【开平立园】

开平立园，位于广东省侨乡开平市塘口镇北义乡，立园结合了中西园林的风格与

情调，与 1936 年建成的花园别墅。在高大圆拱形门上书写“立园”二字。

园内有别墅区、大花园区和小花园区。建筑有“立园”大牌坊、“修身立本”大

牌楼和四个桥亭，以及古罗马式的建筑—“鸟巢”、“花藤亭”。而镶刻期间的名

家书法对联更使立园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立园的最大特色是有意开凿一些运河，把园内的别墅区、大花园区和小花园区联

起来，运河之上布置了长长的回廊、小桥和亭台楼榭。

穿过大约 100 米的彩画回廊，就进入了立园的别墅区。其中以“泮立”与“泮文”

两幢别墅最为壮观。

别墅的楼顶按照中国宫殿式的建筑风格；而楼身却采用了西式建筑风格，楼内的

楼梯和地面、墙壁装饰也是中西结合。如西式壁炉、吊灯，意大利瓷砖、中式的

酸枝家具，民间故事壁画，涂金木雕。

立园不仅建筑艺术精湛，传统文化氛围也非常浓厚。立园的主人认为处世兴家的

根本在于自身修养，所以他既注意庄重的德行，也提倡休息游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