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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鼓 山 下 ，梧 桉 溪 畔 ，一 片 历 经

600 多年的传统村落，就藏在山南水北

之间。村名为梧林，位于福建省晋江

市新塘街道。

步入梧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

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

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

主色调。

远与近的景致

在闽南，房子被称为“厝”。古厝

坐北朝南，三开间或五开间。白石壁

脚之上，墙体由一块块红砖砌成。由

当 地 独 特 土 壤 和 技 法 烧 制 而 成 的 红

砖 ，不 仅 极 具 观 赏 价 值 ，且 吸 水 性 良

好，适应当地雨水充沛的气候状况。

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

栋接一栋的闽南古厝竞相登场。将镜

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分外抢

眼。弧线于尾端分叉为二，形似燕子尾

巴，故名“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

装饰元素。“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

燕尾脊”，燕尾脊高高扬起，为方方正正

的古厝平添了几分灵动。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梧林

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

中，不仅承载着梧林一户户寻常人家

的生活滋味，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许。

燕尾脊便是如此。除了传统的富

贵、吉祥之意，闽南人还将“燕子回巢”

的情感倾注其中，寓意着无论走多远，

都不要忘记回家的路。

踏入古厝，四周房子围起来的一

块四方形区域被称为“天井”。天气好

时，阳光透过天井钻进屋子，屋内瞬时

亮堂起来；雨天，雨水会顺着天井屋檐

的滴水兽流入地面的凹槽排走。

2016 年 ，晋 江 市 委 、市 政 府 本 着

“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的理

念，对传统村落进行活化保护。如今，

这一历经 600 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

群，秉承修旧如旧的理念已修缮完毕，

开始对游人开放。

古与今的交织

清晨，被第一缕阳光唤醒。睁开

眼，便见阳光打在燕尾脊上，透过天井

钻进屋里，闽南古厝释放出独有的暖

意。屋外，沙沙的劳作声已然响起。

如今，在闽南古厝中住上一晚，是

不少游客的选择。曾经因空置而破败

的一栋栋闽南古厝，经过修复，完好保

留了房屋的建筑形态，多栋古厝内部

还被改造成古色古香的民宿。古厝也

因有了人气，获得新生。

走出开间，伸一个懒腰，循着村子

的香气和声音，一路走，便来到村里的

集市了。

七八位老人早早摆好了菜摊子，

摊前的空地上，扎着小辫的孩童嬉闹

着跳格子。孩子的笑声、枝头鸟鸣声、

老人聊天声，共同构成了梧林人晨间

生活场景。

集市对面的戏台，自古就是村里最

热闹的地方。每到重大日子，一曲曲南

音就在这里奏响。南音又称弦管、南

管、南曲、南乐，主要流传于泉州、厦门

等地。演奏形式按乐器组合分为“上四

管”和“下四管”。从所用曲牌、乐器以

及术语来看，南音与唐宋以来的音乐传

统一脉相承。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响

起，婉转动人的唱腔应和而歌。

漫步梧林，会有不少惊喜。闽南

风情馆里，一场布袋戏正在上演，武松

打虎、隋唐演义等经典桥段引发阵阵

掌声。如今，在梧林的一栋栋古建筑

里，闽南文化元素根植其中，高甲戏、

梨园戏等当地传统非遗项目有了新的

传承舞台。不仅如此，木偶头雕刻、红

砖制作、闽南茶鉴赏等闽南文化课程

也对游客开放，闽南文化在闽南古建

筑中得到了活化传承。

下雨了，片片红砖被雨水冲刷后

透出艳丽的鲜红，与阳光下柔和的橘

红、阴天时深沉的暗红截然不同。一

砖一瓦间，变换着季节，守护梧林的四

时之景。

在村里走累了，有许多歇脚的选

择。走进榕宅，品一壶闽南工夫茶，也

是种独特体验。榕宅如今被改造成休

闲咖啡屋，取名“榕树下”，名字得名于

房子前厅和后院的两棵老榕树。

许多村庄都会存在一两棵与村落共

沐风雨的古树。历经多年，两棵榕树已

与宅子长成一体，树枝攀缘着房梁生长，

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树门。树根盘错，如

巨龙蜿蜒。在村落的修复中，这两棵老

榕树也被完整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最好印证。

到了夜晚，梧林退去白日的喧闹，

回归宁静。走在灯火幽幽的古厝间，

漫天星光与遍地灯火辉映，古村像个

历尽沧桑后回归平静的老者，诉说着

自己的过去。

家与国的思念

梧林是典型的侨村。眼下，村子

户籍人口虽只有 1800 多，但在海外，却

分布着 1.5 万多名华侨。

梧林古建筑上百栋，每一栋房子都

有自己的故事。

德鑨楼建于 1932 年，原先的主人是

爱国华侨蔡 德 鑨 。 入门

的石柱上，有一副楹联，

上联是“正其谊

不 谋 其 利 ”，下

联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分别出自《汉

书》和《论语》，教导晚辈正直做人、艰苦

奋斗。

历经 90 年，楼体木雕上的金箔依然

清晰可见，古厝门面的砖雕、木雕、石雕

栩栩如生，当时最流行的彩色玻璃、油画

图案等应有尽有。然而，屋子后方一栋

五层楼高的建筑，主人同是蔡德鑨，却是

毛坯房的样子，显得格外突兀。

原来，宅子建造于日本侵华战争爆

发之时。此楼主体结构完工后，蔡德鑨

毅然捐出所有装修资金，支持抗战。

梧林的古建筑多为抗战年代华侨

回乡所建。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辛苦所

得汇入家乡，支撑着家人的生活，并建

成一栋栋风格各异的大厝。

一栋名为“侨批馆”的番仔楼内，

一封封侨批记录下了这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侨批，是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

间的书信和汇款的统称。可提起侨批

馆，很多村里人都不知在哪里，他们更

习惯称之为旧学堂。

梧林之行，是一次闽南传统建筑

与文化的沉浸之旅。行走其中，触摸

一栋栋古建筑，听一段段过去的故事，

感受别样的家国之情与乡愁别绪。

吃特色：村子有小吃一条街，可品

尝拳头母、土笋冻、炸浮粿、菜粿、醋

肉、四果汤等闽南古早味小吃；特色侨

村中还有地道的南洋美食可品尝。

住行馆：村落中央，12 栋建筑内部

被装饰为民宿供客人居住。行馆外观

保留了闽南大厝原有样貌，内部装修与

外观风格一致，木质结构，古色古香。

品文化：在梧林，可欣赏布袋戏、

高甲戏等闽南传统文化表演，也可在

木偶头制作、工夫茶等具有闽南特色

的体验项目中，感受匠人匠心。

图①：挂灯笼的古厝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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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画板上的梧林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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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南音表演。 资料图片

图④：梧林俯瞰图。 张 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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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晋江市新塘街道梧林社区，有一片保存完整的闽南古建

筑群，三面临海，依山傍水。村子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

史。梧林集闽南文化、海洋文化与侨村等特色于一体，2016 年被列

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走进传统村落⑩R

■游览贴士R

■答读者问·传统村落R

3 月 26 日，本报以《苍洱之畔古生

村》为题报道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文中提到古生

村保留着传统白族民居的样式，庭院大

墨画照壁上的每一幅题字，都讲述着正

德修身的故事，传承着一种家风。一名

山东读者日前来信，询问可否请记者对

白族民居所体现的家风文化做更细致

的介绍。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是白族

民居中最基本和常见的建筑形式。照

壁，位于主房的正前方，在民居中处于

最突出的中心地位，除了外观秀美雅

致 ，更 承 担 着 传 承 家 风 文 化 的 重 要

功能。

照壁通常为白色的墙面，墙面中间

书写着几个吉庆的大字。这些题款有

些来自对村落美景的赞叹，如“风花雪

月”“苍洱毓秀”，更多的是引述典故。

当地人介绍，通常看到照壁，就能知道

这家人的姓氏，这是白族民居特有的照

壁文化，与照壁题款中背后的典故有

关。典故里的主人翁通常与屋主人的

姓氏相同，蕴含其中的故事主题以“正

德修身”“立志远大”为主，反映家族为

人立世的品格与理想。

除了题款，白族民居照壁上常常书画

相间，书多为诗词，画多为山水花鸟，整个

白族民居的风格和谐淡雅，融于景色之

中，更是白族人诗书传家的一种象征。

（本报记者李茂颖采访整理）

讲述正德修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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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窑洞的建筑特色
3月 23日，本报以《杨家沟村——黄

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为题报道了陕西省

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村。报道刊发后，

一位湖北读者来信与编辑记者探讨部分

细节。信中提道：报道中介绍“窑洞是一

种古老的民居形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

原始的居穴……经过几千年的演化，窑

洞已经成为人类穴居文明的居住典范，

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建筑

形式之一”，可否请记者对陕北窑洞的建

筑特色作更为详细的介绍？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梁峁起伏、沟壑纵横的地形地貌，造就

了这里独特的居住风格。

陕北窑洞的建筑类型形式多样。由

最初的黄土、焦土窑洞发展到接口石窑、

接口砖窑和生墩石窑、生墩砖窑，乃至里

方外拱的仿真窑洞。不论哪种类型，窑

洞普遍都留有窗户。窗户有大有小，有

半圆也有正方，尤以半圆居多。圆窗下

根据门的所在位置，在门口边配有对称

的小方窗或小单窗。门窗一般采用的是

当地适生的杨树、榆树、柳树等木料，经

过木匠精心加工制作成方格子窗户，有

些人家还会将窗棂子套成美观的图案，

做成的窗户在靠窑里的一面糊上白麻

纸，既能遮挡风沙又能通气透光。

如今，不少陕北农民已告别了窑

洞，走出大山，享受现代生活，但人们依

然对窑洞情有独钟。在陕北的某些城

镇规划设计中，许多现代建筑也融入了

窑洞元素，别具风情。

（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