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赣州市兴国县是中国
客家居民聚居的主要县份之
一，素有“山歌之乡”之称。
此外，堪舆文化是兴国历史文
化中的一大特色。兴国是现代
中国风水学中最盛行的流
派———赣派风水的发源地，位
于兴国县东南 !" 公里的梅窖
镇三僚村，素有“中国风水地
理文化第一村”之称。唐代末
年黄巢兵进长安后，原任司天
监监正的风水地理大师杨筠
松，弟子曾文辿、廖均卿隐居
三僚村，传播风水文化，后被
尊为风水祖师。

风水文化在三僚村绵延
#"""多年，历代名师迭出，享
誉海内外。古代南京、北京十
三陵、故宫、长城都是三僚风
水先生堪择。

步入三僚村，先入眼帘的
便是小河、古桥、沙丘及盛开
的桃花、葳蕤高挑的竹林。风
水村的开篇布局就是赏心悦目
之作。此地的龟蛇相会立意高
远，其右上方的曾氏砂手是风

水人文的“教科书”版经典。
三僚曾氏砂手位于三僚曾

氏祠堂的青龙方，把仙鹅孵蛋
形余脉与三僚龟蛇把持的水口
相连，护卫着三僚曾氏村落藏
风聚气的水口。砂手是风水建
筑的左右两翼，风水术讲究
“宁肯青龙高万丈，不许白虎
半抬头”。三僚地形为西南方
位高东北方位低，故三僚曾氏
在村庄东北角人工堆砌一道山
梁为下砂手。明初曾氏建筑下
砂时，东北的沈氏村庄反对，
因为这里恰好是沈氏村庄的白
虎方位，风水国师曾从政借助
皇家的力量，完成了对村落风
水的整体布局。葫芦、金蟾、
貔貅及十二生肖石雕作品在此
阐释着风水旺宅的文化精要。

三僚村作为中国风水文化
发祥地，中国风水学的杨、
曾、廖、赖四大祖师中的前三
位都是出自三僚，而赖布衣也
是从三僚继承衣钵。

杨救贫，唐代窦州人，僖
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
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
城，乃断发入昆仑山，后隐居
兴国三僚村，著 《疑龙经》、
《撼龙经》、《葬法倒杖》 等风
水经典著作，收徒授业，将中
国宫庭御用的风水术散播民
间，大行于世，为民造福，被
人们尊称为“救贫仙人”。赣
州城址系杨救贫亲自选定。杨
救贫在三僚村定居期间，为
兴、于、宁、赣一带的百姓堪
定阴阳宅址，为人排忧解难，
遍阅赣南的名山大川的同时，
先后收曾文辿、廖金精、刘江
东等弟子，使原来长期禁锢于
皇宫密室的堪舆学广传民间。

杨筠松弟子曾文辿系兴国
县三僚曾氏的开基祖，曾公追
随杨公 $% 余年，著有 《阴阳

问答》、 《寻龙记》、 《八分
歌》 等书传世。“金精山人”
廖瑀亦在杨公的点拨下，成为
兴国县三僚村廖氏开基祖，著
有 《怀玉经》、 《一盏灯》 等
书。外村人赖布衣自幼入三僚
村随曾文辿学习风水术，以风
水术扶危济困，助弱抗强，留
下了许多传说，广州、英德、
香港等城市都是由赖布衣堪定
选址，著有 《催官篇》 一书传
世。

文天祥与三僚村渊源甚
深，曾为三僚廖氏家谱作序，
相传三僚廖氏杨公祠的签文为
其亲书。文天祥起兵抗元时，
曾回三僚村招兵，并在廖氏祠
堂“无蚊祠”内留下亲书墨
迹。

著名清官海瑞于明嘉靖四
十一年 （&'!$） 十二月至四十
三年 （&'!(） 十月出任兴国县
令。海瑞治兴期间，与三僚风
水国师廖景庵过从甚密，结为
方外之交。廖景庵刻印祖父相
造皇陵经过的 《文政公太实
录》一书时，海瑞亲为廖文政
像题写了像赞。海瑞离兴时，
留下赠别廖菊泉诗曰：“此夜
殷勤话知己，明朝帆影带云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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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让 传 统 文 化
仙作家具———

刻木铭心处
连铁杞

田 青

“经济转型的希望,更是千百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理想。现在

的倾向是，城镇化中似乎只关注房地产、水泥、新型建材、机

械设备和大众消费品这‘五朵金花’,而文化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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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工艺

据新华社电 陕西考古学家最新考古研究表明，#)%% 年前部分唐朝宫女在长
安都城附近拥有一处“公共墓地”，其中年已 *"岁高龄宫女墓志等诸多发现，对于
人们理解盛唐长安时期的文化风尚和精神面貌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呆运说，地处长安城西的
&"余座盛唐宫女墓的墓向基本一致，墓葬形制结构基本相似，时代特征明显，可
以说是一处盛唐长安宫女的“公共墓地”。

这些唐朝宫女的随葬品内容雷同，特别之处是在墓葬随葬品中均有漆器，以小
型漆圆盒、漆小盝子最多，属于典型的女性用品。而 *方宫女墓志的出土，发现其
中有九品至六品的宫女安眠于此，表明这处长安宫女墓地应该是唐长安宫女按照礼
制安置的结果。

从墓志铭文内容看，唐代皇宫内的侍女有明确而严格的品阶官衔，有九品直至
六品阶衔。从铭文反映的宫女生平来看可分为两类人，一类宫女从选秀入宫直至死
亡，一直生活在深宫，老死不得出宫；第二类宫女似乎只能侍奉一朝天子，待皇帝
死后，被辞配于寺庙或尼姑庵中削发为尼，终生不得婚嫁，墓志中称之为“亡宫
尼”，死后还以宫女的身份和官阶埋葬。

西安首现盛唐宫女“公共墓地”

宫女年龄高至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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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
期，不仅中国传统家具品种———漆饰家具发展到了它
的历史最高峰，还产生了世界家具史上罕见而被世人
称为“独一无二”的优质硬木家具———明式家具和清式
家具。
明清家具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成了地域性特

点，制造地点主要是江苏、广东、北京以及福建地区，因
各有自己的地方风格，于是又分别被称为“苏作”、“广
作”、“京作”和“仙作”。

仙作风格因其结构考究，用料精选，雕工精细，装饰
华美，富于变化的特征举世闻名。据资料记载，宋建中靖
国元年（公元 &&"&年），徽宗皇帝在供奉官童贯和与已为
师、为友、为臣、为伴的艺术知音、玩家知己的蔡京的影响
下，对仙作家具非常重视喜爱，如同醉心参与家具设计、
制作、修复、式样、尺寸以至修改。正因有诸多艺术魅力，
更为引领时尚“京”、“仙”双韵家具，深受其审美观点的
影响，件件制成的家具都留下了其思想和情趣的烙印，
开“仙作”古典家具之先河。

仙作红木古典家具是指以福建仙游为中心制作的
家具。历史上，北宋时期最为盛行。其实它独特的设计
制作风格、工艺成就和大量精美的产品在明清家具中
应占一席之地。它的特点不仅雕刻一流，磨工也堪称
“中国一绝”。

宋时，仙作家具，皇上喜爱，上下争效、风靡天
下。仙游名匠名师所制作雕刻的家具古雅大方，集
实用与艺术于一身，已无原来的单纯笔墨绘画之
平面二维空间之艺术意趣了。尤其是它有效地调
动了平、圆、透、镂、徽等雕刻艺术的技巧，使其表
现对象，通过凹陷和突出两者之间的变换交替，
用丰满和空虚之间的穿插应用，重构审美对
象。

仙作家具在清代雕刻的技法更加成熟。
仙作家具经过了明代的造型简洁、明快清
新的艺术风格和清代的结构考究、装饰华
美的繁厚样式的中国传统家具鼎煌和
鼎盛时期。尤其是作为明永乐年间郑
和 *次下西洋的大本营泉州毗邻的
仙游县，仙作家具的师匠们充分
应用郑和从东南亚引载回名贵
红木，制作红木家具，成为
开辟中国红木古典家具
先驱之一。

城镇化过程中———

2月23日，陕西华阴西岳庙内上演了一场有着2000多年文化传承的地

方乐曲老腔。

2月19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龙居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盐坨打

虎”在朱家村为群众表演。

中国最美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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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三僚村

告别乡土

也告别了土地上生长的文化

未来，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无疑
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
城镇化的实现，将满足上亿农村居民多
年的愿望，达成打破“城乡差别”的伟
大理想，建造一个更加平等、均富的社
会。

城镇化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就像“现代化”
在带给我们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
些负面的新问题一样，在大规模城镇化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可能产生的
负面问题有所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加以避免。

因此，在城镇化开始规划之前或进

程当中，我们就应该注意到：我们今天
所谓的传统文化绝大部分是农业文明的
产物，而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
是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

在城镇化过程中，那些在城镇化的
浪潮中兴高采烈地庆幸自己成为“城镇
居民”的人，在告别农村的同时，也将
告别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没有
考虑到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
和自己乡土的断裂，出现和自己的传统
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城镇化不仅仅
带来农民身份的改变，也会切断他们和
乡土文化的联系，切断千百年来今天与
昨天的精神脐带。

现在，大众传播上已经出现了几个
率先实现了文化城镇化的“农民工”歌
手，他们已经不再唱传统的民歌和地方
戏曲，他们引吭高歌的时候怀里抱着的
是吉他，唱的是摇滚，是现代城市的流

行歌曲。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城市文化当
成“先进”，把乡土文化当成“落后”，
让农村来的所有新市民全盘接受城市流
行文化的话，或者仅仅让“乡土”以
“另类”的姿态成为城市文化的点缀和陪
衬，那么我们所有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传
统文化谁来保护和继承？

从“硬件”到“软件”

应有“文化城镇化”的意识

我想，在我们大规模城镇化的过程
当中，一定要避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
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文化
城镇化”的意识。因此，我建议：

一、在城镇化的规划阶段就要为
“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要规划出市
民文化生活的场地。

在此过程中，要注
意保护我们传统建筑文
化的地域特色。现在，
我们所有一线城市的城
市面貌已经一模一样
了，全是“现代化”的
高楼大厦；假如我们的
城镇化不注意这个问
题，使我们 +!"万平方
公里上所有的城镇也都
一模一样了，失去了祖
先给我们留下的千姿百
态、充满独特美感的建
筑文化，那绝对是一个
悲剧。

二、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城镇化的过程
中设法保护处于“断
根”之境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传统文化能够
在新的环境里有继续生
存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一
定也要注意维护“文化
多样性”，不能让现在

城市的同一性的文化成为唯一的文化，
不能让全社会所有的人真的都唱着“同
一首歌”，更不能把产生在农业文明里的
传统文化统统遗弃。我们丰富多彩的地
方戏，我们产生在山野、田园、牧场的
千姿百态的民歌，我们体现了中华民族
天才与智慧、光辉灿烂的工艺美术和手
工技艺，还要继续传承下去。

着重保护、继续传承我们的民族民
间文化，是中国城镇化伟大历程中必须
注意的问题。只有保住了传统文化的根
脉，我们的城镇化才是好的城镇化，我
们的新兴的城镇，才会是人民安居的乐
园和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中华民
族永恒的骄傲。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委员）

2月 26日，广西省融水县安陲

乡，一名苗族姑娘在吹奏芦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