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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气清，山水环抱下的培田古居愈

显优雅。沿着弯曲的卵石小巷，走进一幢

名为“似续堂”的民居，青砖黛瓦伴着质朴

的木色，琉璃花饰的镂空照壁透出院外景

致，形似鹊尾的飞檐指向天空。进入房屋

正厅，抬头望去，斗拱房梁、卷棚雕花，尽

显建造者的精湛技艺。

这栋房屋，似乎与培田村其他古民居

没什么两样，但这却是客家“九厅十八井”

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吴有爱在其父亲带

领下，于 2017 年建造完成的新屋。

“九厅十八井”式建筑是培田村的典

型建筑，是北方庭院建筑形式与南方气候

相结合的产物，整体布局呈中轴对称，木

结构设计精巧严密，可达到“墙倒屋不坍”

的效果。“造‘九厅十八井’，木匠是关键。”

吴有爱的父亲吴长生就是一位精于建造

技艺的老木匠，从文武庙，到继述堂、容膝

居等，培田村大大小小古民居修复现场，

几乎都有吴长生的身影。

随着精于建造技艺的木匠越来越少，

2009 年，吴有爱在父亲的劝说下，回到培

田，接下了父亲手里的木匠活计。为了将

传统营造技艺展示出来、流传下去，吴有爱

和 20 余名木匠一起跟着吴长生，于 2012 年

至 2017年建造了似续堂。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木匠？

“一看劈凿锯刨的基本功，二看木匠

的悟性。”吴有爱抬手指了指头顶拱形的

横梁，“就好比这月梁，要根据梁的尺寸，

用斧头一点点将木材劈出精确弧度；再看

这垂柱雕花、梁雕、雕花卷棚……这些花

样图谱都刻在我们脑子里呢！”

基本功难练，悟性更不易得。“除了会

做、会看、会画，好木匠还得会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需要，吴

有爱对似续堂设计进行了完善。例如，适

当改变天井尺寸比例，提升了房屋的采光

与通透性，又在隐蔽处添入现代生活配套

设施，让房屋更加宜居。

近年来，吴有爱积极与高校建筑院系

合作，探索传统技艺发展的可能性。2015
年，吴有爱与香港大学学生课程项目合

作，将基于算法的建筑设计与传统木构建

造技艺结合起来，在培田村完成了一座连

接村庄与农田的全榫卯结构廊桥。

这些年，来自海内外的众多高校建筑

院系的课程项目与实践团队都找到了吴

有爱，请他讲解建筑营造技艺知识。面对

年轻学生，吴有爱都会拿出“压箱底”的本

领，倾囊相授：“希望能让传统技艺吸引更

多年轻目光，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九厅十八井”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吴有爱

让传统技艺吸引更多年轻目光
本报记者 施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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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有一座隐于山水间的传统村落。村落西靠卧虎山，东临笔

架山，河源溪自北向南绕村而过，明清时期修建的高堂华屋、

书院古街完整留存至今，承载了一代代客家人的乡愁记忆。

这就是距今有数百年历史的培田村，2012 年入选第一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②②

⑤⑤

⑥⑥本版责编本版责编：：孟孟 扬扬 曹怡晴曹怡晴 刘静文刘静文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图图①①：：培田村的衍庆堂内培田村的衍庆堂内，，村民们在写对联村民们在写对联。。

叶先锋叶先锋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航拍培田村的民居与农田航拍培田村的民居与农田。。

叶先锋叶先锋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在培田村的春耕节活动中在培田村的春耕节活动中，，学生在稻田里体验学生在稻田里体验

插秧插秧。。 叶先锋叶先锋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培田村的南山书院大门培田村的南山书院大门。。

连城县委宣传部连城县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图图⑤⑤：：培田古街一角培田古街一角。。 叶先锋叶先锋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⑥⑥：：培田村久公祠手绘图培田村久公祠手绘图。。 吴健衡吴健衡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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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村的巷陌，只见

远山如黛，古街悠悠。

青砖墙后，不时传来孩童

嬉闹的声音；桥边树下，老

人们正坐在竹椅上聊天说笑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好一派闲适悠然的田园景象。

村景因四时各异
古居汇八方之美

走进培田村，村道边水车悠悠，荷塘

旁垂柳依依。在鸟鸣啁啾中，漫步于鹅卵

石铺就的村道上，只见梅树、桂树等错落

栽于一座座青砖黛瓦的古民居前，屋后菜

畦里的瓜叶探出篱笆，水圳里清澈的活水

曲曲弯弯淌过各家门前。

培田的春夏秋冬各有美景。“早春的

梅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田里的稻谷与山

上 的 橘 子 ，冬 天 枫 叶 转 红 ，到 过 年 的 时

候，家家户户贴上火红的春联，门口还晒

满 了 自 家 备 的 干 货 哩 ！”谈 起 培 田 村 的

美，培田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研究会副

会长吴美熙就打开了话匣子。这位年届

八 十 岁 的 老 人 被 称 为 培 田 客 家 文 化 的

“活化石”，他于 2001 年发起成立培田传

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研究会，与村里 40 位

老人一起，收集整理培田村历史人文和

建筑资料，为保护培田村的古建筑与乡

土文化出谋划策。

“大夫第、进士第、官厅、衍庆堂、双灼

堂……要细说培田的古建筑与其背后的

文化，那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吴美熙介

绍，培田村始建于元代，村落整体布局呈

现“三横五纵”形态，古民居较好地保留了

明清时期的客家建筑风貌，保存着 30 余

幢“九厅十八井”形式的高堂华屋、21 座宗

祠、6 个书院、2 座跨街牌坊与 1 条千米长

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5 处，

省级文保单位 28 处，组成了约 7 万平方米

的古建筑群。

明清时期，培田村是连城到汀州府古

官道上的驿站，商贸往来频繁。如今，古

村的千米长街上还可以看到不少连排的

商铺柜台，让人遥想当时客商穿梭、吆喝

声不绝于耳的场景。

客家人自中原北地徙居南方山区，再

加之商贸繁华，带来了多样文化交融发

展。“在培田，你们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建

筑风格。”吴美熙介绍，培田村的古民居建

筑群因地制宜，融合了江南园林、客家围

屋、北方四合院与古汀州八县特有的“九

厅十八井”等建筑模式。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建筑就是继述堂。

继 述 堂 又 称 大 夫 第 ，是 培 田 村 保 存

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建筑之一，也是典型

的多厅堂、多天井的“九厅十八井”

大屋。“九厅十八井”是客家人结合北方

庭院特点，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及自

然地理特征，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厅与

庭 院 结 合 构 建 的 建 筑 样 式 。“ 九 ”与“ 十

八”都是泛指“数量多”，事实上，不少“九

厅十八井”式建筑远不止“9 个厅”“18 个

天 井 ”，例 如 ，继 述 堂 就 有 18 个 大 厅 、24
个天井，占地面积约 6900 平方米。继述

堂的地面是用混合了黄泥、石灰、砂子、

红 糖 、糯 米 浆 、蛋 清 的 材 料 经 夯 打 而 成

的，这样建好的地面无论是外观还是坚

硬度，都与岩石无异。“九厅十八井”式建

筑中的宇坪也很有特色。进入建筑大门

后，便能看见一处宽大的宇坪，与北方建

筑中的庭院类似。“宇坪的‘宇’字代表的

是‘东西南北加上下’的空间概念，反映

出 当 地‘ 人 与 自 然 空 间 和 谐 相 融 ’的 观

念。”吴美熙说，“培田的古民居是建筑技

术 与 艺 术 的 完 美 结 合 ，每 一 处 墙 砖 、梁

柱、窗花都凝结着客家人的传统智慧。”

勤耕育十里稻香
文墨传家教家风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培田，应是继述堂

门 前 的 那 一 副 对 联——“水 如 环 带 山 如

笔，家有藏书陇有田”。耕读文化是刻在

培田名字里的传统，“培田”之“培”，寓意

培植禾苗茁壮成长获得丰收，也意含培育

后代知书达理。

村口连片的稻田、每年春耕节举办的

犁田插秧比赛、锄经别墅里展陈的锄头犁

耙、粮食印记陈列馆内收藏的粮印谷斗

…… 在 培 田 村 ，处 处 可 见 农 耕 文 化 的

印记。

崇文重教亦是培田的重要传统。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秋香考证，最兴

盛时，培田村有书院、私塾 18 座，因而有

“十户一书院，一户十匾额”之说。其中以

南山书院最负盛名，有“距汀城廓虽百里，

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清朝才子邱振

芳、翰林院庶吉士曾瑞春等一批名士都曾

在此任教。

值得一提的是，培田村还重视妇女教

育。村落中街上有一座三间两厢的小院，

名为容膝居，院门外书有对联“庭来竹友

心胸阔，门对松冈眼界宽”，是培田村于清

代创办的妇女学堂。据参加过妇女学堂

的罗兰芬老人回忆，妇女学堂教授内容包

括识字、算术与健康常识等。

“其实，培田的崇文重教不只体现在

书院、学堂，这里的每一处建筑都是一所

学校。”吴美熙说，培田的先辈寓教育于建

筑中，将对后代子孙的期望写在家中楹

联、匾额之上，读懂了这些文字，也就读懂

了培田的文化。“乐与人善，即只字片语皆

为良药；悯济困穷，虽分文升合亦是福田”

“半亩砚田余菽粟；数椽瓦屋课桑麻”“饥

能壮志，寒能壮气，志气不凡定多安泰；耕

可 养 身 ，读 可 养 心 ，身 心 无 恙 自 获 康

宁”……字字句句都蕴含着培田“兴养立

教”的家教家风。

如今，培田文教之风犹存。在培田中

心小学，学习村中流传百年的家风家训是

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其中一些行为准则

已经家传户诵数百年；春节前，各家各户

的村民会齐聚衍庆堂，亲手为家中写上几

副寓意美好的对联；村庄古街上的农民书

画社仍有 12 位成员坚持书法作画，其中

年龄最大的已有 90 岁。

“古屋老宅是物质载体，涵养流传下

来的乡风乡情、家教家训则是一个村子的

精神灵魂。”吴美熙说，“培田留给后人的

不只有古建筑，还有淳厚的乡土文化与传

统的道德修养。”

烟火经百转岁月
诗情共乡音相融

为更好地保护培田古村，2002 年起，

连城县先后委托同济大学、陕西古建筑研

究所等单位编制保护总体规划和大夫第

等 7 处重点建筑的保护维修设计方案，按

照“修旧如旧、修古如古”的要求，对古建

筑开展抢救性保护，一批古建筑也陆续被

改造为研学基地、主题陈列馆和特色民宿

等。同时，村内配套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在古村河源溪对岸还建起了新村，从而改

善村民生产生活，有效促进培田古民居的

保护与开发。

自 2012 年起，培田村还恢复和创新

了春耕节这一传统庆典活动，每年春季都

会吸引众多参观者来此犁田开垦，参加割

油菜、插秧、抓鱼等农事比赛，体验传统生

态农耕方式。

看 到 培 田 村 发 展 的 潜 力 ，一 直 在 外

地工作的吴晓明也选择在 2012 年回到家

乡，修缮祖屋，办起了特色民宿。吴晓明

介绍，自己还结合培田民俗特色举办研

学、团建等活动。“培田的古建筑吸引了

远道而来的客人，而打糍粑、磨薯丸、沙

溪戏水等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可以让他

们 体 验 更 鲜 活 有 趣 的 古 村 生 活 。”吴 晓

明说。

历史的、原真的、生态的客家传统村

落与丰富而独特的客家民俗活动吸引了

不少游客来到培田、住在培田。据统计，

截至 2022 年底，培田村农家乐、生态旅游

接待点达 70 家，全年接待游客 30 多万人

次，全村人均年纯收入约 2.2 万元，农家乐

示范户每年实现户均纯收入 5 万至 6 万余

元。“光我们一家民宿，一年就可以接待数

万人次的游客。”吴晓明说。

游 历 培 田 数 日 ，只 觉 诗 情 画 意 与 人

间烟火皆融合于此。入夜时分，走在古

街上，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白日的一切

尘嚣都在此刻归于平静，脚下的卵石小

路 与 身 侧 的 斑 驳 青 砖 被 沿 路 的 灯 笼 照

亮，令人禁不住遥想数百年前的那段悠

远时光。

从连城县城到培田村，可乘坐公共交

通，也可驾车从连城县城出发，经 G25 长

深高速行驶至 319 国道，抵达培田村。

培田村依山傍水，整个村庄就是一

个古建筑群。在村中可游览参观大夫

第、都阃府、衍庆堂、工房门楼、

敦朴堂、千米古街等古建

筑，感受客家庄园的

传统之美。村中分

布 着 不 少 民 宿 和

农 家 乐 ，还 可 以

体验炒米冻、簸

箕 粄 等 培 田 特

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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