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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樓櫛比的城鎮裡，一幢古老的建

築所散發出來的樸拙神韻，特別能發人思

古的情懷。尤其是建材上屢經歲月所磨練

出來的質感與色澤，顯出無比的價值。

在台灣開發初期的房屋建築，多半是

就地取材，非常具有原始的鄉土特色，一

般民房的建材，概以竹、茅、泥土、石材

為主。竹是台灣特產，茅草遍地野生，泥

土和石材隨手可得，是先民最早使用的建

築材料。

台灣早期建築的代表─土角厝 (客家

稱為泥磚屋)，今已不復多見，新竹縣轄

區，至今仍保留部分百餘年歷史的泥磚平

房，造型古樸典雅，水兼具冬暖夏涼優

點，成為當地頗為吸引遊客的鄉野景觀。

泥磚屋興建的年代已不可考，據保守

估計，屋齡約在 100 年以上，不過還顯得

相當牢固的樣子，僅外表略有龜裂痕跡。

目前大都雖無人居住，可是造型卻相當引

人注目，泥磚屋在台灣早期以籌建茅屋的

時代裡，它可算是較費功夫的建築，還是

當時的「有錢人」

才住得起呢！

泥磚屋所用的

磚塊，是用本地出

產的黃土，加上稻

草、稻穀摻和硬化

而 成 。 首 先 將 泥

土、稻草和稻穀等

調成為糊狀，再用

牛隻或人工踐踏均勻，倒入四方型模型容

器，做成一塊塊同大的磚坯，而後風乾。

建造房屋時，將泥磚一塊塊用人力堆砌搭

建。泥磚的優點為硬度夠，不易斷裂，疊

起來後外表再裹糊泥巴或石灰，便成為堅

固的建築。

這種泥磚屋的建築，少說也得耗費經

年功夫才能完成，為了結構安全，一般坪

數小並且避免複雜的格局，並留有門窗通

風採光。由於黃土有吸熱和散熱的功能，

因此土角厝冬暖夏涼，相當適合居住。

這些已有百餘年歷史的泥磚屋，大部

分早已改建為鋼筋水泥的樓房，僅餘幾幢

尚未拆除改建，構造迄今大致完好，由於

冬暖夏涼的居住優點，現在還有人喜歡住

在泥磚屋裡面。

隨著高樓洋房一棟連著一棟，傳統的

土角厝相繼遭到歲月無情的淘汰，這些仍

留下來的泥磚老屋，目前已不多見，而其

樸實的外表和古典的造型，已成為特殊的

鄉村田野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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