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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道客从河洛来
——客家围屋与洛阳

□郑贞富

河洛地区的坞堡

客家人“根在河洛”，客家人
从河洛地区带到全国以至世界各
地的不只有客家的民俗、语言，还
有自己独特的建筑。客家围屋是
客家文化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
筑，是中国五大民居特色建筑之
一。追本溯源，客家围屋这种建
筑，是东汉魏晋时期河洛坞堡的
移植。

坞堡，又称坞壁。《说文解字》：“隖
（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资治通
鉴》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
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可见这是一种
具有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式建筑。

东汉定都洛阳后，庄园经济发达，为
满足居住和手工业、养殖业的需要，贵
族地主往往修筑坞堡式建筑。黄巾之
乱后，坞堡驻有大批的部曲和家兵，成
为故吏、宾客的避风港。董卓之乱后，
洛阳化为废墟，民众往往逃至山区，聚
坞堡以自存。

曹魏建都洛阳后，迁各地民众入洛
阳，并分散到周边各县。曹魏鼓励民众
在洛阳近郊各县修建堡坞庄园。《三国
志·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载，魏明帝
时杜恕“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
小大家焉”。一泉坞，在今宜阳三乡。《水
经·洛水注》谓一全坞（即一泉坞）“在川
北高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厢天险峭
绝，惟筑西面，即为全固”。坞堡组织具
有浓厚的宗族共同体色彩。坞堡内的居
民有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实行宗族
聚居的，也有以乡党关系或宗族、乡党兼
而有之聚居的。但是，其中以宗族聚居
者或以宗族为基础吸收乡党等其他人员
加入而组成者较为普遍。坞堡建筑规模
宏大，一个坞堡的人数从一千多人到数
万人之间都有，而以三四百户两千人左
右者较多。

史学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
文中说：“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
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
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
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西晋
末年有两次大乱，即皇族内讧的八王之
乱和匈奴人建立的汉国金戈铁马下导致
的永嘉之乱。

匈奴汉国破洛阳后，残存之洛阳民
众的出路有两条，大部分是南迁，剩余
者筑坞堡以自救。郦道元《水经·洛水
注》记载了洛水流域一些坞的名称，如
洛阳西部檀山上的檀山坞、女几山附近
的云中坞，洛阳东部的百谷坞、嵩山北
麓的白马坞、白洞涧旁的袁公坞等。其
中有些坞，郦道元还作了具体的描写，
如檀山“四绝孤峙”，檀山坞就在山上；
而金门坞所在金门山，“山多重固”；云
中坞更是“左上迢递层峻，流烟半垂，缨
带山阜，故坞受其名”；百谷坞“因高为
坞，高十余丈”。

从永 嘉 之 乱 到 西 晋 灭 亡 前
后，弘农太守杜尹将太守府设在
一泉坞，河南尹魏浚率众驻洛北
石梁坞（今孟津魏家坡）。公元
317 年冬，刘聪命刘曜率军渡河南
征，攻占石梁坞，魏浚殉国。其子
魏该统领余众，迁至一泉坞。东
晋加封魏该为冠军将军、河南尹、
河东太守、平阳太守，督护河东、
河南、平阳三郡。

公元 321 年 ，刘 曜 攻 打 一 泉
坞，魏该取得初步胜利后，乘机率
大批民众南迁。公元 328 年，河洛
地区的坞堡全部沦陷，驻扎河洛
地区的东晋将军李矩、魏默等，带
大批部卒、民众退往淮南。魏该、
李矩、魏默是当时东晋在中原的

三大军政集团，他们的南迁是西
晋灭亡后，中原汉人有组织的最
大一次南迁。

与北魏对峙的南朝宋文帝刘
义隆是南朝少有的明君，他经营
30 年 ，使 长 江 流 域 呈 现 繁 荣 景
象。公元 450 年，刘宋北伐，西路
军于当年十月攻入熊耳山区。分
散在山区的汉族民众纷纷响应，
组成五千人的“宜阳义兵”。但
是，宋东路军兵败于滑台。刘义
隆命令西路军班师，“宜阳义兵”
及其家人随军南迁。这是永嘉之
乱以来，洛阳地区又一次有组织
的大规模移民。

西晋末年到北魏前期，河洛
汉人大规模南迁，形成客家人的

第一批先祖。河洛百姓的大规模
南迁，以后还有几次：隋唐时期、
五代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
唐初陈政、陈元光率部入闽，又带
去 58 姓军校在漳州落籍，后又带
入 84 姓定居福建。唐末王潮、王
审知率部 34 姓入闽。宋代有 500
多万北方移民定居江苏、安徽、浙
江、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南宋
末年，为避战火，又有 143 姓移居
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郑成功
收复台湾带去大批中原士兵，清
朝统一台湾后，由大陆渡海入台
垦殖的百姓不绝于道，形成大陆
向台湾移民高潮。目前，客家人
有 1 亿人，其中，海外客家人总数
为 455 万人。

河洛民众大规模南迁，坞堡的
建筑技艺也带到南方，他们仍保留
自己的居住风格，形成了一道别样
的风景——客家民居。典型的客
家民居也具有河洛坞堡的特征，体
现了其与古代河洛坞堡一脉相承
的特征。

客家围屋，也称客家土楼、客
家围龙屋等。狭义的围屋指的是
围龙式的围屋，而广义的围屋可以
指各式的客家围楼或围屋。广义
上的围屋的外形基本分同心圆形、
半圆形和方形三种，此外也有椭圆
形状的。只要在客家人聚居之处，
都能够见到围屋的踪迹。

客家围屋是具有坚固、周密的
防御设施和功能的城堡式建筑。

首先，它具有坚固、封闭的外围。
客家民居不论其具体形制为方形
或圆形，都具有这个共同特征，其
外围墙壁均极其高大、厚重、坚
固。其次，屋内还有许多其他相关
的防御设施。不仅在房屋周遭设
置隙望和射击的小孔，而且在屋中
必有高大的角楼，用来登高隙望和
射击之用。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
长期被围困，而建造仓储，掘井凿
池。巨大的客家民居所具有的这
些防御设施和体系与魏晋河洛豪
族大宅和坞堡中常见的建筑形制
及其防御功能是非常相似的。

客家民居的规模非常巨大。
客家民居在一个大屋之内，有房
子数百间，能住男女四五百人。

如此大规模的房屋，只有魏晋河
洛豪族大宅和坞堡壁垒可与之相
提并论。

客家居处制度也具有浓厚的
宗族共同体色彩。客家人一方面
继承中原大宅的居处传统，实行宗
族的同居共财；另一方面又继承客
家坞堡制度的居处传统，在宗族共
同体的基础上实行小家庭制度，即
同居异财制度。

“煌煌祖宗业，永怀河洛间。”
客家人公认自己“根在河洛”，客家
围屋的大堂前仍挂着“河洛先声”

“根在河洛”“魂系中原”等思恋河
洛的堂训。他们的民风民俗都源
于河洛地区，他们的文化是河洛文
化的一部分。

坞堡的沦陷与民众的南迁

独特的客家围屋

北魏元乂墓天象图：

天文资料 历史珍品

这幅绘于孝昌二年（公元 526 年）的天象图壁
画，出自北魏元乂（yì）墓。元乂墓规模较大，地面
上有高大的封土，地下有宽大的墓室，墓室长宽有7
米多、高9.5米，墓顶是圆形的穹隆，天象图壁画就
绘在墓顶部位，保存得比较完好，经专家鉴定，是一
件历史珍品、国之瑰宝。

壁画的直径近7米，画中绘出300多颗星星，有
些星星之间还有直线相连，在壁画正中有一条纵贯
南北的淡蓝色色带，那就是银河。图中可以准确辨
识，北斗、轩辕、北河、南河等星宿。据天文学家研
究，这幅天象图可能是对照当时的实际星空绘制的，
它反映的是农历正月或七月的夜空，是研究我国古
代天文学、星象学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由于北魏时期流行在贵族墓中放置记录墓主人
姓名家世、生平的墓志，因此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这
幅壁画绘制的时间和主人身份。

这方墓志为正方形，长宽各81厘米，上面刻了
1600多字。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元乂，是北魏皇室
的嫡系子孙。

查阅史书，元乂在《魏书》《北史》和《资治通鉴》
中都有记载。他是北魏后期的一个奸臣，是造成北
魏后期政治腐败、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之一。

元乂出身显贵，加上娶了胡太后的妹妹而备受恩
宠，胡太后掌权后，元乂更是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有
胡太后的撑腰，原本嗜酒好色、贪得无厌的元乂，更加
骄横放肆，目无法纪，他甚至在皇宫中设立自己的仓
库，收藏珍宝，胡太后对此听之任之，不加约束。

由于才德出众的重臣元怿（孝明帝的叔叔）依法
惩治了元乂，因此元乂对元怿怀恨在心。

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元乂勾结宦官刘腾杀害
了元怿，并将胡太后幽禁在后宫。从此，元乂、刘腾二
人控制了年幼的孝明帝，把持朝政大权。

后胡太后设计夺回政权，重新掌权，念及姊妹之
情，只将元乂革去官职贬为庶民。

因民愤极大和百官请求，胡太后才将元乂处
死。在安葬元乂时，又追封元乂为江阳王，赏赐大量
钱财，并按王礼埋葬了他。

专家点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朱
世伟）：中国天文学发展非常早，文献记载也很
丰富，出土的传世天象图却很少，古墓葬壁画
为其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墓中绘制天象图
早在汉墓、汉画像石上就有出现，尤其是洛阳
烧沟61号汉墓，其墓顶十二块空心砖上绘制
了日、月、星、云天象图。三国魏晋禁止厚葬，
壁画墓较少，天象图随之衰落，南北朝时再度
出现。元乂墓中的天象图比起汉墓中的天象
图更理性，更接近实际星空，比苏州的《苏州石
刻天文图》早500年，比《敦煌星图》早400年，
是非常珍贵的天文图像资料。

本报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段跃辉 文/图

北魏元乂墓中的天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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