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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衫屋 
龔萬灶 

早期的客家住屋，大都是茅草蓋頂、泥磚砌牆的「泥磚屋」。

這種茅茨並壁的建築稱得上是冬暖夏涼。為了抵擋風雨的侵襲，客

家人在家屋的泥牆上除了刷上石灰，還會加上一層「衣衫」。這種

「衫」的實用性和美觀性，是很受歡迎的。所謂「衫」的材料有比

較普遍的「禾稈」、「茅仔」，比較講究的，用「瓦片」，就是

「瓦衫」。所謂「瓦衫」是把瓦片用竹釘吊掛或用黏貼的方式舖設

在立牆面上，猶如在牆面穿上一層瓦製衣裳。在牆面上「穿衣」的

工法，就像是把屋頂上的建材移轉到牆壁上一般。舖設瓦片、稻

草、茅草都是同個道理。 

蓋「瓦衫屋」的基底是「泥磚屋」。客家的「泥磚屋」與所謂

的「土埆厝」大致上是相同的。蓋「泥磚屋」主要的建材是泥土。

一般要先準備大量的「泥」， 最好是「生土」，就是地下較深層比

較乾淨的「泥骨」；把泥土放置在較空曠的地方，加水攪拌並踩踏

至黏稠狀，另外準備「禾稈截」充分混合到泥裡，一起攪和踩踏，

越黏稠越佳；若使用牛隻踩則力道深、也可省人力。把踏好的泥裝

入製磚木框模內，製成泥磚，陰乾後就可以用了。另外取來新土，

用同樣的歩驟，製成「子泥」，這時添加物不用「禾稈截」而改用

「礱糠」，也可添加乾淨牛糞增加黏性；用這「子泥」來填磚縫以

及粉刷牆面。砌磚牆前要先用卵石打地基及築牆基；在牆基上疊砌

「泥磚」每層中間舖「子泥」黏固，也可加「布荊仔」枝條或竹片

以增加牢固性。磚牆砌成，用木材或竹材架構屋頂，然後舖蓋茅

草、瓦片；屋頂完成，再來粉刷牆壁。至於牆壁的建築方式，可全

用「泥磚」疊砌，也可疊砌到三分之一的高度後，再接搭「並仔

壁」，就是用竹片編織籬笆做為壁心，內外層用「子泥」敷上密

封，在泥層上再刷上一層石灰，使牆壁更平亮美觀。 

「泥磚屋」建成，比較講究的會在外牆加貼「瓦片」或「禾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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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茅草排」以防雨水也增加美觀。這種在牆壁上「穿衣」的

概念，一直流傳下來，今日民居建築在外牆上粉刷水泥、貼上磁磚

都是為達成防水與美觀的目的。近年來更有加舖一層防水牆的工

程，老祖先「瓦衫屋」的智慧就更發揮到極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