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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岭南文化遗产保护的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
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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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岭南传统建筑在岭南文化发展中有重要的价值。随着我国对传统建筑保护力度不断增强，很

多传统建筑的价值被逐渐发掘出来，建筑本身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与修缮。在此期间，社会对于掌握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人才需求不

断提升。我国当前此类人才的数量较少，其年龄也整体偏大，这就导致部分传统建筑技艺濒临失传。为此，我们应重视对传统建筑技艺

资源的搜集和整理，通过建设资源库的方式更好地传承相应的建筑技艺手段，以此实现对岭南文化遗产的保护。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基

于岭南文化遗产保护的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建设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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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南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岭南文化是我国开展文化建

设、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岭南建筑则是岭南文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在历史上，岭南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地理位置上，

其拥有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

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更是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地。岭南文化

随着海外贸易，在海外生根发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传统建筑文

化的符号，也是岭南人在海外的精神家园，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与

保护。

近几年，岭南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开放性、创新性、先

进性等都是新时代岭南文化的重要标签。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岭

南文化都为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充足助力。但是，作为

岭南文化代表的岭南建筑当前正在不断减少，由于建筑规划中的

保护不到位，尤其是村落中传统建筑的保护疏漏，使我们失去了

大量宝贵的建筑遗产，急需我们做好相应的保护、修复、发掘工作，

这样方可实现对岭南文化的高效继承与发扬，这也是岭南文化遗

产保护的价值体现。

二、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是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岭南建

筑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其蕴含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内

涵，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很多传统的岭南建筑已经被现代建

筑取代，那些传统建筑技艺的继承者也纷纷转行，投身到了其他

行业中，这就导致传统建筑技艺濒临失传。随着我国对传统建筑

保护力度加大，很多人对于岭南传统建筑提起了重视，这就需要

那些掌握传统建筑技艺的从业者回归传统，从而实现对传统建筑

的完善与修复，让传统岭南建筑更好地传承优秀的岭南文化。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是岭南仿古建筑营建的重要工艺。现阶段，

传统风格的建筑逐渐受到了当代人的喜爱，很多人对于仿古建筑

十分青睐，在此背景下，仿古建筑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在开展

仿古建筑建设时，除了需要一些建筑材料，更多的是对传统建筑

结构、造型、色彩的复原，这样方可让仿古建筑凸显出文化内涵。

为提升仿古建筑的建造水平，我们应重视对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

引入，这样方可更好地将古代文化与现代技术融合，从而营造一

个良好的仿古建筑建造氛围，让岭南传统建筑重现光彩。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是实现新式岭南建筑设计的基础。在岭南

传统建筑技艺中，常用的技艺类型共有 7 种，通过将其引入新式

岭南建筑设计中，对提升新式建筑的文化内涵有重要促进作用。

通过将传统建筑技艺与新式建筑融合，能够使其更为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从而让新的建筑语言更好地展现出岭南传统建筑文化魅

力。岭南传统建筑名匠何湛泉说：“我们的陶塑作品，是现代的精品，

百年后的文物。”所以我们现代设计营建的建筑，如果有文化的

注入，就是未来的建筑文物。

三、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种类及应用

岭南地区具有较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这就让生活

在这里的人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此文化的影响下，

其建筑也变得更具特色。在岭南传统建筑中，用到的主要技艺种

类有木雕、陶塑、彩画、石雕、镶瓷、砖雕等，将这些技艺应用

到建筑中，除了能增加岭南传统建筑的稳定性、美观性，还可帮

助岭南人民将自身愿望寄托在建筑上，从而体现出诸多美好的寓

意。比如，加官晋爵、福在眼前、平安如意等，这些寓意都可以

利用建筑技艺体现出来。从整体风格上分析，岭南传统建筑可谓

是古朴清逸、华丽典雅，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岭南传统建筑在装饰上，充分考虑了地域特色，为更好地抵

御沿海地区的暴风雨和潮湿气候，建筑广泛采用了陶塑构件、倒

锥形柱坠等。另外，在不同的建筑部位上，岭南传统建筑也各具

特色。比如，在祠堂类建筑中，装饰的重点部位放在了屋脊、入

口等地；民居则较为重视对宅门的装饰；园林则更关注对窗户、

隔断部位的装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种

类非常丰富，建筑的实用性、地域性、美观性也非常强。

四、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传承现状

当前，掌握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工匠年龄普遍偏大，尤其是

一些技艺较为精湛的匠人。岭南建筑技艺并非一种单纯的艺术形

式，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点，需要工匠反复到施工现场展开调研、

操作，在较差的工作环境下开展建筑现场施工，常年奔波在各个

工地，作业在建筑屋顶、墙面等处，不可避免遭受风吹日晒雨淋，

技艺的老匠人们已经由于身体原因陆续退休，而大多年轻人由于

不愿意接受传统行业的工作环境，只有极少数能投入到岭南传统

建筑技艺的学习与传承中。近年面对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

护等项目的增加，古建筑行业显示出后备力量跟不上的现状，为

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传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不仅如此，若想传承岭南建筑技艺，除了要掌握技术本身，

传承人还需深入了解岭南建筑的文化、艺术，学习岭南传统建筑

的特点和建筑的装饰文化，并具需要不断提升审美能力，需要练

习书法、国画、木雕、砖雕等技艺，因为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同时

又都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省级非遗项目名录，所以，对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学习，就是掌握了一门非遗手艺。另外还需

要传统建筑技艺更好地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做出具有文化延

续性的，符合现代人生活和审美的建筑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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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学习需求

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重要风貌体现，传统建筑在文化

的浸润下凝聚了非常厚重的人文精神，它们也是体现城市文化底

蕴的重要元素。现阶段，很多人对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有较强的学

习需求，他们主要分为如下几个人群：

其一，普通建筑行业从业者。这部分人有一定的建筑行业工

作基础，对于一些基础的现代化建筑设备能够较为高效地操作。

但是，目前现代建筑行业的工人从业数量庞大，显示不出优势，

收入也不如传统建筑行业，所以有些工人想转入传统建筑行业中

工作。由于他们对岭南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够，这就导致其在

开展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学习时，只能在技能层面掌握相应知识，

难以深入理解传统建筑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且现在很难找到

专业传统建筑技艺学习的培训中心，一般师傅都在工地忙，少有

专门教学徒的。

其二，建筑专业学生和企业设计师。建筑专业学生群体在学

校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现代建筑施工技术，对于岭南传统文化也有

一定理解，但深度不足。很多学生希望对岭南传统建筑展开更为

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缺乏相应的学习渠道和途径，对其学习传统

建筑技艺产生了较大阻碍。企业设计师与学生群体类似，他们通

常是建筑专业的毕业生，拥有一定的现代建筑工作经验，但是其

对传统岭南建筑的了解深度不足，未能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岭南

传统建筑知识体系。在实际学习中，他们只能利用网络、图书等

方式，寻找一个和传统建筑有关的图片和文献资料，难以深入感

受岭南传统建筑中的文化韵味。

其三，文物保护从业者。近年来，我国对于建筑类文物保护

的水平不断提升，很多政府机构、民间协会都参与到了文物建筑

保护中。其中，一些从事文物保护的从业者便希望能够有渠道了

解一些岭南传统建筑的技艺，以此更好地投身到传统文物建筑的

保护与改造中，从而提升文物保护的水平，将文保工作做得更加

准确细致。

其四，热爱传统文化的普通市民。现阶段，很多岭南地区的

市民希望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家乡和文化，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

逐渐投入到了传统建筑技艺学习中，并取得了一定的学习效果。

广州市民间博物馆（陈家祠）还向民众开放建筑的修缮过程，游

客或爱好者都可以上到屋顶，近距离学习传统建筑技艺的修缮。

不仅如此，一些从事文创工作的人员也会学习岭南传统建筑技艺

的部分知识，以此更好地展开文创产品设计活动，从而实现传统

建筑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的有力融合。

六、基于岭南文化遗产保护的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建设

策略

（一）明确建设目标，完善建设方案

若想提升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的建设水平，我们首先要

设置一个明确的建设目标，这样方可为后续的资源引入、管理、

应用等工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明确目标的引导下，我们可以

准备好资源库建设所需的硬件、软件设施，从而为后续工作开展

铺平道路。在实践前，我们可针对当前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内容、

类型等展开深入分析，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相应的建设方案。根

据不同人群学习者的需求，将课程进行分类，例如讲座、短期培

训到长期培训实操等不同形式的课程供学习者选择。

在完善资源库建设方案时，我们除了可以结合其他学校、单

位的现有资源库完善建设方案，还可结合当前传统建筑技艺学习

人员的需求，对资源库的形式、内容展开进一步优化，助力岭南

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助力岭南文化遗产保

护效果进一步增强。

（二）整合传统建筑名匠资源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的课程中心是 18 位岭南传统建筑名

匠、1 位大国工匠和 36 位在传统建筑行业工作 20 年以上的工匠，

是一支经验丰富，技艺齐全的队伍，具有承担好岭南传统 7 大技

艺（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嵌瓷和彩画）教学制作的

能力，同时大多数人又是技艺的非遗市、省级、国家级传承人，

可以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同时也是人们学习工匠精神的机会。

（三）培养建设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若想提升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建设水平，除了要有明确

的目标作为支撑，还需重视对优质资源库建设人才的培养，让岭

南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变得更为高效。在实践中，我们可

以自行借助网络途径，结合网络上的岭南传统建筑图片、视频介绍、

文字内容等展开自主学习，从而积累一定的岭南传统建筑知识，

并对于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产生更深层次了解。此外，资源库建设

人员还应主动学习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现代化手段，进一步

提升资源库建设的信息化程度，积累充足的资源库建设知识与技

能，为后续资源库建设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四）借力信息技术，丰富资源内容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的建设目标在于，让更多人了解到

岭南传统建筑的魅力，使其掌握更多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从而实

现技能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此，我们应不断丰富岭南传统建

筑技艺资源库的内容，帮助人们更好地习得相应知识，理解相关

文化。在实践中，我们应积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代移动

网络的优势，结合电脑、手机等客户端，利用微视频、动画介绍、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VR 实景虚拟技术等能够让传统建筑技艺更丰

富形象传递的手段，让资源库的内容更为生动、趣味、直观，这

对提升资源库应用价值有重要意义。也可以结合自媒体平台如抖

音、小红书等，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小视频知识进行编辑，以短

小浓缩的知识作为单位，进行多视频的累积投放，这样可以让岭

南传统建筑技艺更全面地进行传播，吸引更多年轻人喜欢、热爱

和研究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与技艺，培养更多的爱好者与传承人。

七、结语

综上所述，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是岭南传统文化中宝贵的财富，

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服务于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和改造。

若想提升基于岭南文化遗产保护的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建设

水平，我们可以明确建设目标，完善建设方案；整合传统建筑名

匠资源；培养建设人才，打下坚实基础；借力信息技术，丰富资

源内容等层面入手积极探索，促使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建设

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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