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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开平碉楼，位于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开平市境内，
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集防卫、居
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其
特色是中西合璧的民居，有古希腊、古罗马及伊
斯兰等风格多种。



• 2001年6月25日，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
单。

• 2007年6月28日，“开
平碉楼与古村落”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新
西兰第31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获得通过，正式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
产，中国由此诞生了首
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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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沿革
• 自明朝（1368年——1644年）以来，开平因位于新会、台山、恩
平、新兴四县之间，为“四不管”之地，土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
加上河流多，每遇台风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当地民众被迫在村中修
建碉楼以求自保。

• 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社会动荡，盗匪常常袭扰百姓，
为保护村民的安全，芦庵公的第四个儿子，关子瑞在井头里村兴建了
一座瑞云楼。这座楼非常坚固，有防洪和防盗两项功能，一有洪水暴
发或贼寇扰乱，井头里村和毗邻的三门里村的村民就到瑞云楼躲避。

• 1884年，潭江大涝，附近各地多屋被淹，开平赤坎三门里村民因及
时登上碉楼而全部活下来。

• 1912年，司徒氏人为防盗贼而建南楼。楼高7层19米，占地面积
29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设有长方形枪眼，第六层为了望
台，设有机枪和探照灯，抗战时期司徒氏四乡自卫队队部就设在这里。
同年，谢创同志的父亲谢永珩先生兴建“中山楼”，为纪念孙中山而
取名。



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这14年中，匪劫学校达
8次，掳教师、学生百余人。其中， 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众匪伙
劫赤坎地区开平中学时，被鹰村碉楼探照灯照射，四处乡团及时截击，
截回校长及学生17人。此事轰动全县，海外华侨闻讯也十分惊喜，觉得
碉楼在防范匪患中起了作用，因此，在外节衣缩食，在侨居国请人设计
好碉楼蓝图，带回家乡建造，集资汇回家乡建碉楼。后来，一些华侨为
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在回乡建新屋时，纷纷建成各式各样碉楼
式的楼，最多时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截止到2007年）。



文物遗存

按建筑材料不同可分为钢筋水泥楼、青砖楼、
泥楼、石楼等。
1、钢筋水泥楼
钢筋水泥楼多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华侨吸
收世界各国建筑不同特点设计建造的。整座碉楼的
用料全部用水泥、砂、石子和钢筋建成，建成之后，
极为坚固耐用，但由于当时的建筑材料靠国外进口，
造价较高，为节省材料，也有的在内面的楼层用木
阁组成。



2、青砖楼
青砖碉楼包括内泥外青砖、内水泥外青砖和青砖砌筑3

种。内泥外青砖。这种碉楼，实际上就是上面说的泥砖
楼，不过，它在泥墙外表镶上一层青砖，这样，不但美
观,而且可以延长碉楼的使用寿命。内水泥外青砖。这种
碉楼的墙，表面看上去是青砖建筑，其实是里、外青砖
包皮，中间用少量钢筋和水泥，使楼较为坚固，但又比
全部用钢筋水泥省钱，且保持美观的特点。青砖楼。全
部用青砖砌成，比较经济、美观、耐用，适应南方雨水
多的特点。



3、泥楼
泥楼包括泥砖楼和黄泥夯筑楼两种。泥砖楼是将
泥做成一个个泥砖晒干后用作建筑材料。为了延
长泥砖的使用寿命，工匠们在建筑泥楼时，往往
在泥砖墙外面，抹上一层灰沙或水泥，用以防御
雨水冲刷，从而起到保护和加固的作用。黄泥夯
筑的碉楼是用黄泥、石灰、砂、红糖按比例混合
拌成作为原料，然后用两块大木板夯筑成墙。这
样夯筑而成的黄泥墙，一般有1尺多厚，其坚固
程度可与钢筋水泥墙相比。



4、石楼
石楼用山石或鹅卵石作建筑材料，外形粗糙，
矮小，却坚固耐用，这种碉楼数量极少，主
要分布在大沙等山区。



按功能不同可分为众楼、居楼、更楼等，其
中居楼最多。
1、众楼
众楼建在村后，由全村人家或若干户人家集
资共同兴建，每户分房一间，为临时躲避土
匪或洪水使用。其造型封闭、简单，外部的
装饰少防卫性强。在三类碉楼中，众楼出现
最早，现存473座，约占开平碉楼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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