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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普宁，是一场旧与新、传统与潮流的

相遇——

跟着张声金来到他的家乡燎原镇泥沟

村，离普宁高铁站不过 20 分钟，这位当地“民

俗达人”、青年摄影家便一头扎进了大片的窄

巷、灰瓦、厝角头中。

其中，一座普通的小院落里，住着张树涛

一家人。平房的式样、格局看起来已经沿袭

了几百年，张树涛却在里面开了互联网时代

才有的淘宝店。房里电脑上谈生意，屋外天

井里拍照片，每天把商品卖到全国各地。

告别张声金、张树涛，再驱车来到老县城

洪阳镇，气势恢宏的府第式巨型建筑群德安

里扑面而来。据说，德安里始建于清同治十

年（1871 年），屋里屋外，几名手持自拍杆的

年轻人兴高采烈。过去一聊，他们介绍自己

是来自北京的旅游博主，将见闻拍成小视频

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这片古民居太壮观、太

美了，可惜藏在深闺少人知。我们要好好拍，

让 150 多岁的德安里在潮流的平台上闪耀。”

90 后女生张沁然兴奋又俏皮。

这里，就是普宁。

地 处 广 东 潮 汕 平 原 西

缘 ，练 江 流 域 西 北 侧 ，普 宁

是 传 统“潮 汕 揭 ”中 揭 阳 市

下辖的县级市，语言、民俗、

文 化 上 大 同 于 潮 俗 而 又 自

成 一 体 、

独 具 特 色 。 其 中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就是

遍布村镇各处，连片保存完好又透

着岁月沧桑的传统民居建筑群。其规划之

齐整，规模之庞大，格局之讲究，装饰之精美，

以及为数不少仍住在里面的居民，既吸引着

一批批像张沁然这样的外地游客，也令土生

土长的张声金魂牵梦萦。

聚居时互助
“住在老屋里，周围都是家

族宗亲，有人气，彼此也有帮衬”

一碗粿条，开启普宁人的一天。这种用

米制成却形似面条的美食，似乎在提示潮汕

先民由中原迁移而来的历史根脉。

有张声金做向导，在燎原镇泥沟路口，记

者找到一家据说非常正宗的粿汁铺，不时有

讲方言的居民三三两两来吃早餐。一碗粿条

汤、三两根小油条下肚，忙活一早上的店主李

树钿恰好也闲了下来。

他 40 岁 出 头 ，开 这 个 小 店 已 经 18 年

了 ，靠 勤 快 养 大 了 一 双 儿 女 ，也 买 了 房 子 。

“每天忙完店里的事情后，我还是喜欢多走

几步回村里，住在老屋里，周围都是家族宗

亲，有人气，彼此也有帮衬。”李树钿夫妻俩

每 天 天 将 亮 就 起 来 忙 ，孩 子 从 小 到 大 没 少

让 亲 族 出 力 照 看 ，平 时 也 有 很 多 同 族 宗 亲

来光顾生意。

如他所说，潮汕乡村至今大多仍保留着

唐宋以降世家聚族而居的传统。村寨规模巨

大，大多以宗祠为中心，居住建筑围绕宗祠展

开，相连形成外部封闭而内部敞开的建筑群

体，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在族中素有威望的

老人的主持和村规约束下，采用广东民居常

见梳式布局来整体规划。每户大小和屋数或

有所不同，但均以“下山虎”“四点金”等单元

组成，基本结构一致，类似于北方的四合院，

整齐划一，像梳子一样排列成行。

普宁市文联副主席黄联鹏介绍，梳式布

局的村落，突出优势是适应华南地区炎热潮

湿的气候条件。同一行家家门窗大小、高度

对应一致，便于巷道和天井内空气对流，利于

散热和排湿。各民居单元虽然密度高、间距

小，但每家又有围墙，独立成户。

“最大的好处还是群聚而居，生活上可以

互相照顾，是古代世家大族居住的‘府第式’

民居体系

在潮汕地区的迁

延，培养着崇尚集体、向

心力强的性格。”普宁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巫楚涛解释。

作为潮汕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历史时期较长的巨型建筑群，德安里更是

将“聚族而居”的理念实践到了极致。“它是清

朝广东水师提督方耀的家族集居寨，由方耀

兄弟、亲族和后人历时 20 年建成，分老、中、

新三大寨，共有大小房屋 67 座 773 间。”讲解

员方敏珊如数家珍，带着大家边走边看，逛了

一个多小时，也只粗粗看完了老寨最重要的

祠堂、官厅等部分。

方敏珊是方耀的后人，从小在德安里新

寨长大。带记者品尝当地除夕的传统小吃粿

汤时，她又打开了话匣子，“故事得追溯到方

耀的祖母郑太君。”据说方耀一族兄弟 6 人，

家里常常穷得揭不开锅。除夕夜，有好心的

邻居送来几个粿，但家里人多，吃不饱，怎么

办？郑太君削了半锅萝卜丝，再将几个粿打

碎，熬成一锅热气腾腾的粿汤，成了全家的年

夜饭。后来方家家境逐步殷实，斥资营建德

安里，百十年来一直保持抱团聚居，每年除夕

夜，全族人团年饭之前仍先吃一碗粿汤，忆苦

思甜。

变迁中坚守
“跟得上外面的变化，同时

也把传统保留下来”

说起来，住在老屋的张树涛和扛着相机

到处拍的张声金，也是一个宗族的。“像我们

泥沟张氏一样，各族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

先认同，以及为此所固守的家训、族规和一直

传承下来的民俗活动礼仪。”如张声金所说，

潮汕群居村寨建设起来很讲究，生产生活、防

御功能，甚至美学观念都在考虑之列。但无

论建在哪里、规模大小，处于最中心也最精美

的，都是宗祠。

“传统民居实际上承载了本村本族人共

同的精神依托，守护着潮汕人的文化传统、社

会结构

和生活方式，更

一 代 代 传 递 着 孝 慈 友

爱 、勤 劳 进 取 、诚 信 善 良 等 观

念。无论到哪里，都是强有力的情感纽

带。”张声金说。

时光长河里，变化不断上演。但在普宁

人这里，变迁却是在坚守传统中发生的。

得益于地处粤、闽、赣陆路交通枢纽，水、

陆、空运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普宁商业繁荣

发展，成了粤东最大的服装、烟草、茶叶、水

果、纺织品等集散地和全国首批 8 个定点中

药材专业市场之一；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普宁

又一跃成为“电商之都”，电商从业人员超 50
万人，像张树涛这样住在老屋做淘宝，参加起

兴灯等传统民俗活动同样乐此不疲的年轻

人，一抓一大把。

还有很多普宁人走得更远。泥沟村北，

富丽壮观的长安里呈现眼前，各种传统工艺

美术装饰精美、规整考究。潮汕民居的主要

特色，是将传统的建筑文化与潮汕特有的传

统工艺美术如金漆木雕、工艺石雕、嵌瓷艺

术、金属工艺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融合，具

有浓郁的文化底蕴。这是由近年旅居海外的

当地人在父母祖屋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整体

仍遵照潮汕练江水系建筑特征。

正对长安里的方向，行不过一二十分钟，

便是潮汕三大母亲河之一练江的源头白坑

湖。一代代普宁人在此告别故土，登船下江

出海，到港澳、下南洋。历年来，在海外的普

宁籍华人华侨有 190 多万人。

“跟得上外面的变化，同时也把传统保留

下来。”普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张仲长

拿泥沟村举例，历史上的张氏族人，择定每年

冬 至 日 祭 祖 ，海 内 外 裔 孙 都 在 这 天 回 乡 祭

拜。为了海外游子归省方便，特意改在了重

阳节。无论走得多远、多久，古村旧居都是他

们饮水思源的地方。

“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传统民居这种传

统与现代的张力，很有意思。就像普宁人的

性格，既坚守传统，又紧跟潮流；既注重闲适，

又进取肯干；既勇闯天涯，又留恋故土。”张声

金说。

潮流里活化
“这样还远远不够，需要吸

引更多年轻人来做潮流推介”

“来，喝茶，喝茶！”德安里中间大祠堂边，

一家不小的古玩店里，60 多岁的店主方壮明

熟练地泡着工夫茶。

茶就是潮汕人的“慢生活”，跟他们交朋

友，喝茶比喝酒好使。老方早年在深圳闯荡，

后来喜欢上古玩。帮儿女在城里落下脚后，

他就回到普宁，住回洪阳的老屋里，“平方接

地气”。听说德安里搞旅游开发，老方过来盘

下铺面卖古玩，常常一喝茶就是一天，时光也

在茶气的氤氲中悠闲地散去。

为了让德安里更生动地走进人们的生

活，普宁为其申请了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首

批古村落、第五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广东

省人文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等；为了以文养文，

开设了德安里博物馆、德安里美术馆、德安里

古玩城等文化产业单位，还开辟了“古玩墟”，

多元化吸引游客。

“这样还远远不够，需要吸引更多年轻人

来做潮流推介。”德安里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杨如波边说边掏出手机，翻出关于德安里的

热门图文和视频，其中就有张沁然和朋友们

拍的视频。

普宁市住建局副局长黄锐芝说，普宁设

500 多 个 行 政 村 ，自 然 村 有 四 五 千 个 ，几 乎

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大寨围，“不一定都像

方家那么显赫壮观、保存完好，但各有各的

特色，各有各的味道，无论是建筑的外观，还

是承载的文化内核，都代表着一方水土。”从

普查、造表到申报文保、活化开发，保护利用

有条不紊地推进。下辖各镇、各村也因地制

宜，优化和活化特色民居，带动当地文旅产

业发展。“说实话难度比较大，需要更多社会

力量，更有影响力的群体共同参与。”黄锐芝

坦言。

10 多年来，张声金拍摄了几百个普宁古

村落，也因此圈了不少粉，“看到家乡在不断

变化，想要留住一些记忆。”一开始拍老村、老

圩埠，但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些想表达的东西

没有拍出来，琢磨良久，若有所悟，“可能是少

了人的元素吧。至今仍乐于住在里面的老

人、孩子、年轻人，还有人和屋融为一体的文

化习俗、生活方式，都值得好好记录，传播出

去。”于是，他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那些仍然

鲜活保留着的传统民俗。盐灶拖老爷、大长

陇贺灯、典詹跳火马……民俗现场规模或大

或小，但仪式庄严，参与度极高，在网络上得

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如今，像张声金这样的人在普宁越来越

多，还日益年轻化，一些曾经“式微”的民俗也

重新蓬勃发展。张声金曾去大坪镇看游神的

活动，“原本神轿仅是抬高一下表示高升，后

来演变成把神轿往天上抛，高度很高，大家都

乐呵呵，在保留仪式感的基础上，娱乐性也提

高不少。”他觉得，这是受到近年各邑各乡寨

民俗文化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影响。

同村的张树涛告诉他，闲时会带着孩子

一起去游神、兴灯。今年春节，流行于普宁等

潮 汕 地 区 的 非 遗 英 歌 舞 火 出 圈 ，既“古 ”又

“潮”，让越来越多年轻人乐此不疲。如今，张

树涛四五岁的儿子已经能有模有样地一边敲

鼓，一边手舞足蹈。

普宁普宁 古古城起新潮城起新潮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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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普宁市军埠镇大长陇村，人们

在参加民俗活动。

黄少华摄（影像中国）

图②：泥沟村村民在表演英歌舞。

图③：泥沟村村民在彩绘门神。

图④：成片“下山虎”建筑。

图②至图④均为张声金摄

版式设计：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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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龙

泉镇琉璃渠村的金隅琉璃文化创

意产业园内，琉璃烧制技艺非遗

传承人点燃窑火，传承近千年、一

度熄灭 10 年的窑火重燃。今后，

这座窑厂将依照“原汁原味”的传

统工艺进行保护性生产，这不仅

可为古建修缮提供原材料，更可

会 聚 手 工 匠 人 传 承 发 展 传 统 技

艺，推动非遗活化利用。

位于琉璃渠村的琉璃制品厂

是历史悠久的琉璃官窑，曾为故

宫、天坛、颐和园等众多古建筑以

及当代建筑烧制琉璃制品，为守

护北京老城的亮丽天际线添砖加

瓦。“五彩斑斓的琉璃塑造了壮丽

的建筑景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琉璃

之海’的紫禁城，显示了琉璃建材

工 艺 在 明 清 时 期 取 得 的 卓 越 成

就。”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

2013 年，随着市场需求下降

以及环保约束趋严，琉璃制品厂

关停。 2017 年，《北京城市总体

规 划（2016 年 —2035 年）》出 台 ，

提出推进包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在内的三大文化带建设。作为西

山 永 定 河 文 化 带 上 一 个 重 要 节

点，琉璃渠古窑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加凸显。

为此，北京决定恢复传统琉璃生产技艺，打造金隅琉璃文化

创意产业园项目。老厂区蝶变为集非遗文化国际交流及展览、

非遗研学、特色餐饮、民宿、文创办公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园

区。“我们结合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整体布局，投资约 1.9 亿元，对

原有老旧琉璃厂区进行全新的规划和全面的改造。”项目实施主

体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英武介绍。

开窑仪式现场，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门头

沟区政府与北京金隅集团四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故宫博物

院古陶瓷、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工作站落户园区，四方共同

开展传统琉璃烧制技艺的恢复性研究。

“过去，老师傅选料，先要看土的外观。原料选好后运进窑

厂露天堆放，要经三冬两夏方可使用。”北京市级琉璃烧制技艺

传承人赵长安介绍自己的经验。为了留住老手艺，园区对 16
个旧窑进行了保护修缮，运用古法烧制工艺，实现千年琉璃烧

造技艺的复原、传承与研究。园区还建立了琉璃烧造技艺非遗

传承基地，由琉璃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开展教、帮、带、传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内保留了多个传统的拱券式倒焰

窑，窑砖上已烙下厚厚的黑色痕迹和发亮的堆积釉，这是 700
余年烧制历史留下的印记。窑内一坯一坯瓦件成排码放，还原

了烧窑前古法装窑的流程。琉璃展厅内还展出了众多瓦件印

章、历史图片，琉璃瓦摆出的故宫三大殿屋脊造型悬挂在半空。

除传统古窑外，园区还保留了一口釉烧隧道窑，地面铺设

的轨道和运送窑车也一并保留，同时还增设艺术展陈装饰。

“整个园区也可以说是一座博物馆，随处可以感受传统琉璃制

作工艺。”园区负责人于海燕说。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京西千年窑火重燃，这就是

让文物活起来的一个典范。”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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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3月 20日电 （记者武少民）由中共天津市委宣

传部出品，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天津华光纪录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摄制的 10 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津门往事》，于 20 日

晚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

据介绍，纪录片《津门往事》创作历时 5 年，以历史纵线为

经，以社会剖面为纬，以现实故事相交织，通过小切口、大主题

的方式，选取了历史上发生在天津、具有重大影响的 10 个历

史 事 件 ，运 用 大 量 历 史 细 节 和 鲜 为 人 知 的 故 事 ，讲 述 了 从

1840 年至 1949 年这 110 多年间，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谋求民

族复兴的历史恢弘画卷。

该片系天津市文艺创作精品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挖掘

天津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从一个城市的历史看近代中国的

变迁，“讲述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让往事成

为有温度的故事，是该片的价值意义所在。”《津门往事》总导

演祖光说。

纪录片《津门往事》开播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大力弘扬燕赵文化、助推京津冀

协同发展高峰论坛”暨燕赵文化委员会成立大会 18 日在京召

开。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振民、中共党

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首映等出席

活动。

据介绍，为保护和传承好燕赵文化，中华文化促进会决定

成立燕赵文化委员会，希望深入挖掘弘扬燕赵文化，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作出贡献。与会专家表示，燕赵大地

具有丰富、独特的文化积淀，要讲好燕赵故事，大力挖掘燕赵

文化资源，创作制作一批高质量文艺作品。要把弘扬燕赵文

化研究宣传平台建设好，把燕赵文化研究基地作用发挥好，把

燕赵大地人文历史故事宣讲好，推动好燕赵大地经济社会协

同发展。

燕赵文化委员会成立

图为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内陈列的琉璃脊兽。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