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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区是广东省梅州市

的市辖区，位于韩江上游，是

客家人迁徙到广东的第一站。

梅县区拥有 24 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近

年来，梅县区依托丰富的客家历

史文化资源，多镇多村联动推进

美丽乡村示范工程，统筹抓好古镇

古村、古民居古树木等保护与利用

工作，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的传

统 村 落 集 中 连 片 保 护 利 用 发 展 道

路。2022 年，梅县区入选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

——编 者

沿着石子路拾级而上，一座座古民居映

入眼帘，远处青山连绵，近处游人如织，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开……在广东省梅

州市梅县区，客家传统民居建筑成群，一批

批游客慕名而至。目前，梅县区 24 个国家

级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丙雁松片区、南口片

区、水车—梅南片区，集中程度较高。为充

分发挥传统村落空间分布集中的优势，梅县

区将资源相近、存在集聚发展条件的传统村

落纳入集中连片保护区内，确保具有梅州典

型特征的客家村落整体格局、自然风貌和传

统人居环境均得到保护和延续。

走进围龙屋
聆听历史回响

从梅县区城区出发，驱车 10 分钟左右，

便到达梅县区南口镇侨乡村。侨乡村是首批

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村庄西靠麓湖山脉，傍依

三星山向四周网状延伸。山村田野之间，逶

迤延伸的围龙屋极具客家特色。

围龙屋是客家人最典型的建筑形式之一。

客家围龙屋大都依山而建，前低后高，整体呈半

圆形。所谓围龙屋，“龙”指的是屋后山峦的走

势，“围”是指建筑后半部分一排排半圆形的屋

子。“德馨堂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座围龙屋，

两排围屋是德馨堂最大的特点，围龙内房间建

于斜坡之上，居民日常生活在屋内都要爬坡过

坎，十分奇妙。”南口镇副镇长黄文健说。

围龙屋前有一片半圆形的水塘，客家人灌

溉、养鱼都在这片水塘里。每座围龙屋前一般

两堂两横，前有门楼、禾坪、池塘，后有封围，相

互间隔。田园竹林就在房屋之间，组合成富有

生气和野趣的景观。不仅仅是侨乡村，在梅县

区松口镇大黄村，同样分布着河南堂、元泰庄

等形制完整的围龙屋建筑以及古码头、古私塾

等文物建筑。各式客家传统民居或依山形地

势而建，或依江河临水而筑，错落有致。

“为保护好传统建筑，梅州市政府制定了

《梅州市梅县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规划》，加强对村落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保护等

工作。”梅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钟政堂

介绍，梅县区还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项目纳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全面提升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水平。

修缮古民居
加快文旅融合

水车镇茶山

村 ，为 水 车 — 梅

南片区的代表性

村落。村庄地处

两 山 脉 之

间的曲折峡谷地带，村

中现存 34座传统民居。不同时期、形

态各异的客家传统民居，以条形或方形结构形

式，依次坐落，呈带状沿山脚布局，既显得错落

有致，又不占耕地，体现了客家传统民居与山、

田、水的和谐。“但部分老屋子没有住人，年久

失修。”茶山村村民黄剑垣说。

2022年 3月，茶山村获得传统村落保护补

助资金支持，得以开展一批传统建筑修复、保

护工程。“传统建筑群落整体保护类工作任务

重点聚焦建筑群落的保护修缮、建筑风貌统一

协调、建筑群落与历史环境互动融合。遵照传

统建构技艺‘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民居建

筑。”水车镇人大主席肖强斌说。

此外，茶山村还对古井、古树、古桥等历

史文化、环境要素进行修缮，同步建设游客服

务中心、旅游标识解说系统、住宿餐饮服务设

施及周边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使传统民居成

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文化振兴

的有机平台。

与茶山村不同，丙雁松片区雁洋镇桥溪

村则是利用保存完好的客家民居，依托青山

绿水打造“桥溪古韵”生态旅游景点，进行保

护性开发。雁洋镇长教村党支部书记叶华波

介绍，过去，桥溪村发展茶旅产业，由于缺少

统一规划开发，造成部分古建筑群被破坏。

推进保护性开发工作后，村里对古民居按原

来面貌和材料特点进行修缮，景区则通过吸

收村民就业、集约土地租赁收益、门票收入分

红等途径增加村民收入。

助推新产业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梅县区有 1000多年建制历史，历史人文资

源丰富。“松口镇先后有铜琶、大黄等 8个村被

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我们正在优化推进梅州

市梅县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松

口镇一期工程项目，同时谋划二期工程项目，

利用连片优势，翻修重建水路码头，将各个村

落通过水路、驿道连接起来，带动文旅等产业

连片发展。”松口镇规划办主任卢瑜淦说。

据介绍，该工程涵盖传统建筑修缮、传统

要素保护、人居环境提升等多个方

面，将对圳头码头、大黄古驿道节点

等进行保护维修，清理疏通大黄村

河道，改善周边环境，同时建设南下

村史馆、大黄村史馆等，推动形成成

熟的旅游路线。“梅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程度

高、交通设施条件好，探索集中连片利用模

式，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发力点。”卢

瑜淦说。

近年来，梅县区加快建设“快进漫游”

的交通网络，形成以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为主的快速交通，连通环阴那山绿道、梅

江绿道的绿道网络，串联三个传统村落集

中片区，建成雁洋—松口、水车白沙—梅

南水美等 6 条精品旅游路线，带动沿线

传统村落发展。

如今，梅县区各传统村落乡村环境

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100%，村庄卫生保洁实现全面覆盖，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显著；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所有自然村完成村委

通自然村主村道道路硬化。

为了更好保存并传承传统村落的

珍贵历史遗存和文化特色，梅县区还

实施传统村落数字化影像库和保护

范围标志牌建设项目，通过建

立影像库、搭建小程序等方

式，打造集视频、图片、文字

介绍为一体的可视化系统。

“游客通过手机就能

看到村子的虚拟现实场景

和介绍，这既能以数字化

方式留存乡愁记忆，进一

步 保 护 传 统 村 落 文 化 ，

又能方便游客提前了解

各 个 村 落 ，做 好 旅

游规划。”钟政

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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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口系个山歌乡，歌声飘过七洲洋……”走进广东省

梅州市梅县区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年轻演员正在演唱

客家山歌。客家山歌用客家方言演唱，是长期生产、生活中

积淀并保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2006年 5月，客家山歌

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客家山歌最大的特点是用客家话演唱，常常是即兴

演唱，内容涵盖了客家人的劳动、生活诸多方面，反映当

下的情景和感受，具有浓郁的客家乡土气息。”松口客家

山歌市级非遗传承人、梅州市梅县区客家山歌传承保护

中心副主任刘谦隆介绍。

“客家山歌音乐丰富多彩，每个地方的唱腔各有特

色。比如受地理环境影响，广州客家山歌形成了《四句板

平声》《过山拉》等多种山歌歌调，委婉情深、洒脱自如。

而梅州客家山歌的歌词诗味较浓，有吴歌的余韵。”刘谦

隆介绍，松口客家山歌是客家山歌的典型代表，伴随着客

家人的南迁而产生、传播，以“行腔如串丝，绕绕韧韧，委

婉圆润”著称。“松口客家山歌具有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

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为海内外客家人所喜欢，是极为宝贵

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2007 年，松口客家山歌被列入广

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长期以来，客家山歌不断演变、发展，从原来的独唱、

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并且孕育形成了客家山歌剧这一

新的剧种。客家山歌剧作为新兴剧种，其创作演出的音

乐、唱腔，多采用松口山歌作为素材，并囊括了客家民俗、

民间艺术，将客家山歌进一步发扬光大。

“近年来，由于方言的限制和其他文化媒介的冲击，客

家山歌的保护、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刘谦隆说，创新求变，

以发展谋保护，“一方面，梅县区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正

积极实施精品艺术工程，结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生活变化创

排山歌剧，扩大山歌剧的影响力。”据介绍，中心近年组织创

排的客家山歌剧《春闹》就是以精准扶贫为题材，讲述了年

轻村官李文浩投身乡村扶贫事业的故事。该剧在客家乡村

引起巨大反响，获得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一等奖。

“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和艺术院校合作培养山歌新

秀，参加各种山歌擂台比赛，不断提高演员们的舞台艺术

表演水平。”刘谦隆介绍，为弘扬山歌文化，中心还积极组

织开展客家山歌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演唱客家山歌、展演

经典客家山歌剧，推动客家山歌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传

承和创新发展。“同时，为了能让客家山歌走得更远，我们

还在探索用普通话唱山歌和表演山歌剧，马上还要到河

南去演出。我们相信只要用心用情用功，客家山歌一定

能更好唱响新时代。”刘谦隆说。

图①：客家山歌剧《古寨牛人》剧照。

梅县区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松口镇铜琶村。 宋志锋摄（人民视觉）

图③：松口镇圳头村围龙屋一角。

张文祥摄（人民视觉）

图④：松源镇金星村传统建筑字编学校。

罗亮文摄（人民视觉）

图⑤：客家围龙屋平面布局示意图。 张丹峰绘

唱起山歌迎客来
本报记者 李 纵

绫罗绸缎是日常生活中对丝织

品的通称，并非一个完整的分类方

法。中国古代丝织品种类有绢、纱、

绮、绫、罗、锦、缎、缂丝等。今天，丝织品

则依据组织结构、工艺、外观及用途，分成

纱、罗、绫、绢、纺、绡、绉、锦、缎、绨、葛、呢、

绒、绸 14个大类。

其实无论是哪种丝绸，无论叫什么名

字，它们的原材料都是蚕丝，只是织法不同，

组织不同，才形成不同的丝绸品种。可以说，

织物组织是决定丝绸品种的最重要因素。“组

织”一词的最初含义其实与丝绸纺织有关。织机

上竖着的是经线，横着的是纬线，经线和纬线构成

相互垂直的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律交织在一起，就

会形成一块织物，经线和纬线相互交织的规律就

是组织。

在漫长的中国丝绸史中，绫罗绸缎等丝绸品种

带有非常浓厚的时代特色。例如，绫是一种斜纹地

起斜纹花的丝绸，这种面料有暗花，体现出低调的奢

华。绫在唐以后依然十分盛行，特别是在宋元之

际。但到了明清两代，绫大多只用于装裱书画。罗

在商代已经出现，在唐代，浙江的越罗和四川的单丝

罗均十分著名。其中单丝罗从表面看具有均匀分布

的孔眼——后来称为纱。纱孔通风透气，穿着舒适

凉爽，适于制作夏季服饰、刺绣坯料和装饰品。到了

宋代，轻薄通透的罗就成为市场新宠，当时有一种

“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的纱罗织物，就是

时尚达人争相追逐的高档丝绸。

在全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文物中，比较著名的

有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

织锦护臂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汉代

经锦是以不同颜色经线显花的织锦，“五星锦”更是

以 5 种颜色的经线交替显示花纹，其经线密度达到

每厘米 200 余根。素纱襌衣面料的组

织 结 构 较 为 简

单，为平纹纱，

但是其使用的

丝 线 非 常 纤

细 ，整 件 衣 物

非 常 轻 盈 ，在

制丝时专门选

择了更细的丝

线 ，甚 至 要 追

溯到蚕种的选

择，以及蚕茧的养育。明清时期纺织品文物更是

分布广泛、种类繁多，丝绸品种以妆花最为复杂，

不论是制丝工艺还是织造工艺，在这一时期已经

达到了传统纺织技术的巅峰。

如今，我国在缫丝工艺领域取得了重要进

展。例如采用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提

高生产效率、提升织品质量。此外，新材料的

应用也改变着传统的纺织工艺，例如纳米纤

维和功能性纤维的出现，为产品提供了更多

样化和高附加值的选择。这些因素使我国

在纺织工艺领域拥有庞大的产业规模、完

善的供应链体系、丰富的技术积累和灵

活的市场响应能力，确立了在全球纺织

行业的领先地位。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

长，本报记者窦瀚洋采访整理）

经纬锦绣 丝载绮罗
周 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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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 湖南博物院供图

图⑦：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织机。吕上元摄（影像中国）

图⑧：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出现代复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汉代织锦护臂。 毛 毛摄（影像中国）

图⑨：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丝织锦残片。

张恺欣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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