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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南亚华人宗祠不仅承载了宗族文化，还体现出独特的建筑与装饰美学。随着社会变迁，宗祠的

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的挑战。立足于历史遗产与现代审美，系统分析东南亚华人宗祠的文化价值

与美学价值，探讨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并提出切实的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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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 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华人

文化逐步在当地扎根［1］，形成了具有南洋特色的文化

形态。［2］移民华人秉持“落叶归根”的观念，延续了

寻根祭祖的传统，强调血缘和地缘的相互联系，尊崇

儒家思想中的敦亲睦族。这种宗族观念的延续，使得

宗祠成为核心场所。东南亚华人宗祠既保留了中国传

统建筑风格的庄重与精美，又融入了本土艺术元素和

流行风格，展现出了独特风貌与多元艺术的视觉效果，

极具鉴赏价值。［3］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的快速

推进，宗祠的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建

筑美学和文化功能双重视角出发，探讨东南亚华人宗

祠的现状、艺术特征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切

实可行的保护与发展策略，以期为宗祠的可持续传承

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一、东南亚华人宗祠的历史背景与功能

东南亚华人宗祠广泛分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4］，大多建于 19 至 20 世纪

初期，随着华人移民潮流逐渐形成。这些宗祠不仅承

担着祭祖的传统功能，更是华人聚会的中心［5］。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宗祠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由于

资金不足和管理不善，许多宗祠年久失修，有的甚至

因土地需求面临拆迁或改建的威胁［6］。如何保持宗祠

的文化价值，并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7］

二、东南亚华人宗祠的审美特征

东南亚华人宗祠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结晶，更是不

同文化交融的代表，体现出独特的美学，既保留了中

国传统建筑的对称布局、飞檐斗拱等精髓，又在装饰

和细节上融入了东南亚建筑元素［8］。这种融合不仅表

达了华人对祖先的敬仰，也展示了他们对多元文化的

适应与包容。东南亚华人宗祠通过装饰、色彩和符号等，

构建了多层次的审美体验。

（一）装饰技艺

东南亚华人宗祠堪称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运

用了很多装饰技艺。以马来西亚的龙山堂邱公司为代

表，宗祠建筑融合了木雕、石雕、彩绘、灰塑、剪粘

等多种工艺，建筑结构宏伟、雕饰精美、技艺精湛，

成为华人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龙山堂的画堂龙柱、

雕栏玉砌具有古朴之美，金碧辉煌，巧夺天工，体现

出匠人对建筑细节的极致追求。龙山堂的屋顶采用福

建传统的“燕尾”造型，并辅以五彩剪粘装饰，层次

丰富，尤其在阳光照射下色彩鲜明、熠熠生辉。墙面

和屋顶上铺设的琉璃瓦、陶制雕塑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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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色泽艳丽，再现了宗祠建筑工艺的巅峰。龙山堂

大量木雕装饰布满建筑的每一个角落，极尽雕饰之能

事，其中“瓷碗剪片”装饰将中国民间技艺与当地材

料巧妙结合，提升了宗祠建筑的艺术价值。

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中的装饰符号不仅具有装饰

性，还传递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龙凤图案常刻

于屋顶梁柱上，象征家族的繁荣昌盛；莲花象征纯洁

和坚韧，通常出现在祖先牌位上；麒麟寓意人丁兴旺，

常雕刻于宗祠入口处，寄托对家族兴旺的美好期望。

这些符号不仅丰富了宗祠的视觉效果，也使其成为家

族价值观的具体呈现，展现出华人对祖先的尊重与对

未来的祝福。

（二）结构

东南亚华人宗祠的建筑结构具有融合性、防御性

与开放性。以龙山堂为例，这一建筑在平面布局上采

用闽南式设计，运用了拱门和立柱。建筑的曲面屋顶

和五彩剪粘装饰，使宗祠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又融入了东南亚的本土特色。龙山堂的建筑设计中还

融入了西方建筑细节，如卷草纹铁栏杆、百叶窗等，

展现出东西方美学的交融。主殿以曲面和翘角的屋顶

结构为主，结合“三通五系”大木作梁架，与西洋元

素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东西交融的建筑风格不仅展现

了华人建筑的独特性，还体现了华人在多元文化环境

中的艺术创新。龙山堂作为马来西亚槟城最具代表性

的宗祠之一，不仅寄托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思乡之情，

也无形中承续了清代庙宇的建筑样式。又如，新加坡

的九龙堂在整体布局上采用西式结构，而内部装饰则

大量使用中式牌匾和雕刻，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氛围。

（三）材料

东南亚华人宗祠在材料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地域

特色，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元素，又融入了当地元素。

宗祠建筑大量使用当地的竹木材料，以适应东南亚的

炎热潮湿气候。石材则多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常用于

入口和神龛等的装饰部分，展示出匠人精湛的雕刻技

艺。九龙堂运用现代技术和材料来重现古典形式，这

种融合使得建筑在保持历史韵味的同时，也具备了现

代建筑的坚固性和耐用性。例如，罗马柱、尖塔和八

角房等欧式建筑的典型元素在九龙堂的建筑外观中随

处可见，但它们的材料和施工方式往往更加先进和环

保。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既会考虑建筑的功能性，

也会关注其外观的美观性和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四）色彩

色彩在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

义，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五色观”理念。［9］红色和金

色是最常见的配色，分别代表吉祥与尊贵，表达了对

祖先的尊敬和家族昌盛的愿望。主祠堂多采用庄重的

红金色调，而侧厅则运用蓝绿色等柔和色调。这种色

彩的层次变化丰富了宗祠的视觉表现，也赋予其深厚

的文化内涵。建筑大量采取绚丽的色彩，大门采用中

国红，建筑顶部雕梁画栋，彩绘随处可见。中式的宗

1. 龙山堂邱公司
2. 雕刻精美的龙山堂入口
3. 色彩艳丽的龙山堂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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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会馆与宗祠内外多有立柱，或石柱或木柱，上缠云龙，

柱身红色，云龙大黄。

三、东南亚华人宗祠的保护与传承

（一）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新材料

为有效保护东南亚华人宗祠，现代技术的应用尤

为关键。借助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可以

更好地保护和展示宗祠建筑，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其

魅力；利用数字建模和 3D 打印技术［10］，可以精确记

录宗祠的建筑结构，为修复和再造提供详细的技术参

考。这些技术的使用，不仅能真实再现宗祠的原貌，

还可在建筑结构损毁的情况下为后期复建提供重要依

据。此外，采用防腐材料，增强建筑的耐久性，延长

宗祠在热带气候中的使用寿命。

（二）将宗祠融入文化旅游产业

宗祠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民俗信息。将宗祠融入文化旅游产业，为

其保护与传承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作为文化旅游资

源，宗祠可以提高该地的知名度。例如，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已将部分宗祠纳入旅游线路，通过开展更具吸

引力的导览活动、社区文化活动等吸引游客，宗祠因

此从封闭的宗族空间转变为展示华人文化的重要窗口，

也增进了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

（三）研发文创产品

如何在保护宗祠建筑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发

展需求，进行有效的传承与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将现代设计语言与传统文化符号结合，宗祠中的装

饰元素如色彩搭配、图案组合、结构造型等，完全可

以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既保留了宗祠的文化根基，又赋予其现代的审美表达

方式。例如，部分宗祠通过数字化建模，将建筑和装

饰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制作中，扩大了宗祠文化的传播

范围。

结论

通过对东南亚华人宗祠的现状、建筑特征、审美

价值及保护策略的系统研究，发现宗祠不仅是宗族文

化的核心载体，也是东南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亚华人宗祠集宗族功能、建筑美学与历史价值于

一体，在承载华人文化记忆的同时，见证了东南亚地

区华人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宗祠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多重挑

战。因此，要采用多元化的保护策略。未来，宗祠的

保护需要在创新与传统之间取得平衡，探索出兼顾历

史传承与现代功能的保护方法。在政府、社区和文化

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宗祠保护工作将得以深化，从而

确保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成为多元文化共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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