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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赤坎騎樓有近600座，
樓群連綿成片，特別是堤西
路、堤東路、中華路、牛圩路
等幾個路段。赤坎古鎮範圍不
大，傳統中心城區位於譚江北
岸，由江邊的堤西路、後面平
行的中華西路、以及之間名叫
“二馬路”的小路共同構成，
而大部分的騎樓舊建築集中於
此。一排排大部分已是人去樓
空的舊騎樓靜靜佇立在車少人
稀的老街兩旁，古樸中透着一
絲繁華散盡的寂靜與落寞。
其中，堤西路的建築最為壯
觀，構造也極為講究，絕大部
分是一樓一頂，各式的西洋屋
頂壁面後，是傳統中式“金”
字型瓦頂。有的騎樓高達 3
層，長達40米至50米，其代
表作為景輝樓。
譚江上有一條窄長的石欄杆
橋連通了南北兩岸，在北岸邊
延綿近三百米。清一色的騎樓
面譚江櫛比而立，若站於南岸
或橋上放眼望去，整片中西合

璧風格的舊騎樓散發着一種古樸的韻味，讓
人有種恍若穿越時空身處過去的即視感。與
廣州西關的騎樓不同，赤坎古鎮的騎樓帶有
明顯的西式建築風格，線條精美的羅馬式構
件裝飾比比皆是，巧妙地融入五邑傳統建築
形式中，散發着中西合璧的獨特韻味。緩步
穿行在老街舊巷間，能看到很多騎樓因荒置
已久而破損嚴重，一些更已呈危樓之勢，但
若用心細覽，仍不難感受到斑駁中透出的那
份曾經的優雅和精緻。再沿堤西路向裡走，
中華路等路段的騎樓樓頂裝飾逐漸簡單，牛
圩路的騎樓多為兩層樓頂的裝飾也比較簡
單。

赤
坎
—
近
600
座
騎
樓
聚
集
地

■ 赤坎騎樓靜靜佇立在車少人稀的老街旁，古
樸中透着一絲繁華散盡的寂靜與落寞。

曲直長廊遮陽避雨曲直長廊遮陽避雨 走街串巷看文化交融走街串巷看文化交融

騎樓騎樓，，是南方多是南方多
雨水城市特有的一雨水城市特有的一
種建築風格種建築風格，，除了除了
整齊美觀外整齊美觀外，，其更其更
注重防雨防潮注重防雨防潮、、方方
便商貿等實用功便商貿等實用功
能能，，目前多集中在目前多集中在
兩廣兩廣、、福建福建、、海南海南
等省份等省份，，其中又其中又
以廣東最多以廣東最多。。
■■文文：：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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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廣州
北京路、恩
寧路等老街
區，你會驚訝
地發現：窄窄的

街道兩旁，一幢幢
房子好像長了腳，

被柱子架在半空。再仔細看，底層的房子似乎往
裡掏空了兩三米，而且在街左右兩旁各形成一條
寬敞的人行走廊，這條走廊，長可達數百米甚至
幾千米。這些被柱子架在半空的“長腳”房子，
便是廣州最有特色的近代建築之一—騎樓。
騎樓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才出現在廣州，並

不算久遠。但這不過百年的騎樓，卻深受廣州
人的寵愛，想必是因為它極其符合廣州人的
“實用主義”的生活哲學。廣州屬於亞熱帶季
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悶熱潮濕。這種修在
公共場所的敞廊式商業建築，不僅可避風雨、
防日曬，方便行走和購物；其連續的商業長廊

還可以裝飾各種櫥窗、商品以招徠顧客，適應
商業的需要，畢竟廣州人堅定地奉行“務實賺
錢”的生活智慧；再者，樓上的採光和通風效
果更佳，與地面保持一定距離則可以減少廣州
梅雨天氣帶來的“濕氣”，更適宜居住。所以
廣州人賦予了它一個美名—“風雨廊”。
到1937年，廣州市區內騎樓街路段已有36條，

總長逾20公里，其中最著名的街道有：上下九
路、第十甫路、中山路等。這些集美觀與實用為
一體的騎樓街，一時風靡全城，形成了廣州街景
的主格局。在西風東漸的社會背景下，廣州騎樓
在建築的裝飾上，也呈現出不少帶有歐洲風格的
柱飾，比如每座騎樓建築樓頂上都可以看到的
“山花”和“女兒牆”，就是對巴洛克風格的吸
收。“山花”是立面上一種緩坡的三角形山牆的
花飾，有意設計成曲線和半圓形。“山花”兩邊
的矮牆便是“女兒牆”，又稱“壓簷牆”，出現
在天台邊緣以及簷口以上的位置，圓的、方的、
弧線形等等都有。

廣州—百年風雨廊

騎樓建築
在中國歷史
悠久，最早
可追溯到唐宋
時期進行商品交

易的“市”廊與
“坊”廊。汕頭騎

樓始建於20世紀20年代，早在清末民初，隨着
海運的開禁，華僑華人和外國人士的增多，特別
是汕頭開埠，使其成為中國最大的華僑出入國口

岸之一。所以民國初期，汕頭的騎樓有不少是由
當時歸國華僑投資興建的，在僑居國受到海外建
築風格影響的華僑，歸國後建造出一大批西式騎
樓。當時正值巴洛克建築風靡的時期，從而引發
汕頭民居對巴洛克式建築的模仿熱潮。這種熱潮
盛行的另一個原因，是與這種建築本身的文化內
涵有關，巴洛克式建築是17至18世紀意大利文
藝復興建築的後續和延伸，有追求新事物和表達
情感的特點，而且還是天主教會炫耀財富的產
物。這些特點很符合歸國華僑的心性，喜歡炫

耀、對西方新奇文化的崇拜。這使得仿巴洛克式
建築在汕頭佔據了主導地位，當然也逐漸把西洋
的建築技法和材料帶到潮汕地區，成就了獨特的
汕頭騎樓，改變了城市佈局和民居模式。
汕頭騎樓在建造上汲取了外廊式建築的方式，

騎樓分上樓下廊，上樓為居住區，下廊為店面。
在街道和店舖之間形成一個連續的有遮蔽的交通
空間，這種設計非常適合當地炎熱、多雨、多颱
風的氣候。
汕頭騎樓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小公園的沿街騎

樓，小公園片區是汕頭的發祥地，小公園及周邊
的安平路、升平路、國平路等街道形成放射狀分
佈。這些騎樓大多為3層到4層，樓上一個個招
牌依舊醒目，只是早已人去樓空，只有一樓還有
人居住或作為商舖經營。
這些老房子儘管表面斑駁，卻掩飾不住陳舊表

面下精美的裝飾、流暢的線條，似乎勾勒着曾經
的輝煌，還在向人們訴說着往昔的繁榮。這些騎
樓是汕頭“百載商埠”的歷史見證人，也是汕頭
特色的城市明信片。其獨特的嶺南建築風格、街
道特色和濃郁的商業氛圍，是“百載商埠”汕頭
市的個性魅力體現，也是汕頭重要的地方文化遺
產。

汕頭汕頭——從坊廊到騎樓從坊廊到騎樓

■■廣州上下九步行街騎樓廣州上下九步行街騎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