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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08年8月30日，四川和雲南交界處發生了攀枝花大地震，位於涼山
州會理縣新安傣族鄉的馬鞍橋村成為其中一個重災區。本文作者跟隨當時任職
的無止橋慈善基金團隊趕赴當地進行考察，由此開啟了探索傳統生土農房的研
究和示範建造工作，也進一步開始思考採用生土建設緩解氣候變化的可行性。氣候友好型生土建設案例

馬鞍橋村的村民採用新型生土建造技術建設夯土示範房。圖片來源：無止橋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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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新樓｜氣候友好型生土建設案例

當年，無止橋慈善基金是第一個進村參與

援助工作的香港NGO團隊。經過十多小

時吉普車與摩托的長途顛簸旅程，當地領

導帶領我們來到一條河邊，說這就是此行

的目的地。殊不知，真正受災的村子卻在

河的對岸。但那裡，並沒有橋可讓我們過

河⋯⋯

正當地方村鎮幹部準備在河邊為我們介紹

村子的受災情況時，團隊成員穆鈞在現場

拉住一位老鄉，脫下鞋子，準備牽著老鄉

的手過河進村。我當然也隨後趕上！當時

的河水水深及腰，水流也相當湍急，河底

石頭十分滑，大概長滿了青苔，必須結伴

而行。真不能想像村民平常如何運送日常

物資，更遑論重建的物資或機器。

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後，一座位

於四川涼山州、近乎與世隔絕的村

子——馬鞍橋村，也經歷了一次近6.1級

的地震。全村大部份土房在地震後幾乎全

部倒下，雖然受災嚴重，但面對早前更嚴

重的世紀大地震，縱然滿目瘡痍，當地也

甚難吸引外界的資源和注意。

1. 地震後，馬鞍橋村內大量農宅損壞嚴重。圖片來源：
無止橋慈善基金

2. 因為沒有橋，村民只能淌水過河，重建物資更是難以
送達村內。 圖片來源：無止橋慈善基金

3. 地震後，村民只能在廢墟上找一片小空地搭個帳篷棲
身。圖片來源：無止橋慈善基金

地震後交通線路受阻，與世隔絕的村莊如何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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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後，我們隨老鄉沿泥路一路前行，滿

目只有一堆堆的頹垣敗瓦和倒下的泥牆，

村民只能在屬於自己的廢墟上找一片小空

地搭帳篷棲身，在倒下的土堆種些菜苗糊

口。當地的老郷多是彝族和傣旅村民，房

子一般建兩層，空間比較大，由於彝族一

般視牲口為自己的家產，牛棚、豬圈、雞

舍通通都在院子中央，受到特別保護，可

惜衞生方面卻沒有甚麽保障。要重建，怎

樣清理滿目崩壞的泥垣？在哪裡找到工

人？建材怎樣運來？哪來的錢? 怎樣建才

合適村民的生活和習慣？在村民無助的眼

裏，我們找不到答案。



氣候友好型生土建設案例｜故土新樓

1. 近百年前，村民用夯土修築的土堡（位於甘肅省白
銀市會寧縣馬岔村）。圖片來源：無止橋慈善基金

2. 馬鞍橋村的村民重新安居樂業。圖片來源：無止橋
慈善基金

3, 4. 重訪馬鞍橋村時，碰上村民們正在準備殺豬宴。
圖片來源：無止橋慈善基金

可是，當我們細看歷史，其實老祖宗已將

最可持續的啓示留給了我們······

利用土作建設，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據

考古記載，早在石器時代，原始人已懂

得利用泥土蓋半地穴居住，西北黃土高原

的窰洞更是冬暖夏涼。古代的夯土牆也相

當堅固，古人早已懂得利用竹片和竹絲製

作加筋土，混合土、石灰、砂石，甚至加

入糯米汁（如福建土樓）以增加韌性和防

漏，並反覆夯捶加強強度。夯土建築方法

曾經用作修築萬里長城、南京城牆內部和

古堡等，作防衞之用，刀錐不入，經歷上

千百年的時間洗禮，至今仍屹立不倒，不

禁讓人驚嘆古人的智慧和工藝！

可惜隨著時間的流逝，工藝的精髓也漸漸

流失，就如馬鞍橋村的土房，基本上沒有

加筋土結構，而夯土本身抗震能力較差，

加上當地不注重建設穩固地基，地震一

來，整楝房子便如豆腐渣一樣粉碎！如

何協助村民尋回失落的傳統價值，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自力更新建設抗震安全、

經濟宜居的家，乃當務之急！

在無止橋的組織和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

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

開始在村內與村民共同建設夯土示範房。

通過這次示範建設，團隊不僅能親身經歷

工匠的土方法，還能扎根傳統技藝，結合

科學技術改良提升泥土配比、工具、方法

和設計等，在示範建設中為受災社區賦

能。村民不用擔心高昂的建材運輸費和施

工費，也不用擔心一輩子背上沉重的房屋

貸款。基金其後亦出版建造圖冊，將高科

技、低技術的建設理念和技術普及至全

國農村地區。曾經參與過建設示範房的村

民，也可重用原有的木柱和泥牆，發揮鄰

里互助互建精神，自主重建故有家園，樂

業安家。

十年後，我們有幸再次走過當年修建的無

止橋，對馬鞍橋村進行了重訪。當年新建

的土房子早已粉刷一新，內裡格外明亮。

有別於一般熱工性較差的水泥房，即使仲

尋回失落的歷史傳統，故土新樓讓村民重新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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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烈日當空, 即使沒有冷氣，走進屋內仍

感覺舒適涼快。剛巧村文書楊大姐在弄殺

豬宴，鄉親們準備了滿桌菜餚，在院子共

聚，不亦樂乎。這裡重建的不僅是房子，

還是人的能力建設、一個家的建設，一個

社區的重建。



故土新樓｜氣候友好型生土建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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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受自然災害經濟損失最高的國家之

一，同時災害也造成了相當數目的人口遷

移。隨著氣候變化，極端天氣日益惡化，

災害發生率亦將更趨頻密。反常的極端酷

熱、嚴寒天氣，對老人、小孩和婦女為主

的弱勢社群影響尤甚。不少國際研究顯

示，極端氣溫再加上潮濕環境，心血管

病、呼吸道病的病發率也隨之增加，為地

方醫療系統形成負擔。房屋是人生差不多

花最長時間的地方，如何增強社區的防災

與應對災害的能力，創造經濟安全、低碳

節能、健康宜居的生活環境，需要我們立

即行動起來，加以應對。

據估計，全中國有6,000萬人仍居住在不

同形式的土房中，其中生土農房的數量

在甘肅、雲南和西藏等地的比例更達到

60%。但很可惜，如馬鞍橋村一樣，近

年有大量的舊式土坯房在地震後倒塌損

毀，以致社會上曾經出現了要消滅土坯房

的想法。但若不想換成相對高排放、高能

耗且千遍一律的水泥樣板房，市場便需要

安全、有效、可行可推的解決方案。新型

夯土的技術創新與普及、規範政策的配

合、社會的認受和市場的帶動，極需社會

各界有志之士協同合作，共成美事。

在眾多行業中，建築物及建造領域相關的

能源使用佔全球最終能源使用量的36%

，能源相關的碳排放也高達39%。如不

急切采取行動，要達到《巴黎協定》中遏

關鍵詞：新型夯土、 災後重建、可持續建築、鄉村建設、社區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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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氣候友好型生土建設，促進可持續發展

1. 黃土高原地區的傳統生土民居。圖片來源：無止
橋慈善基金

2. 採用改良後的生土建造技術建成的馬鞍橋村民中
心。圖片來源：無止橋慈善基金

止全球暖化的目標，相信仍然充滿挑戰。

在整個建築的生命週期中，新型夯土房在

減排節能、經濟效用和社會參與等方面均

有相當不錯的潛力和表現，而抗震性能

亦可達八度抗震要求，簡直媲美水泥磚

混結構!

透過對傳統技術的昇華與創新，新型夯土

技術的進一步普及將有機會協助緩解氣候

變化、激發地方自生動力、加強社區（特

別是弱勢群體）的韌性及對極端氣候的適

應性，並有望對促進達致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目標（SDGs）作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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