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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宅古村概览
饭宅古村建于清代，位于千年梅邑西北方

之大山深处。古属闽清上十七都兴隆境，现隶
闽清县雄江镇梅洋村。距镇区 7.5 公里，离县
城28公里，地处“世界稀有，中国第一”国家级
黄楮林自然保护区的万绿丛中。如今，此地满
目青翠，古树葱茏；小溪环绕，流水潺潺；民居
古朴，乡风淳厚；鸟鸣枝头，鱼翔浅底；古韵浓
郁，底蕴深厚，一处现实版的桃源胜地。

饭宅古村地处深山，中间仅约一平方公里
的一块台地，为何先民能择其安居，且乐此不
疲数百年？原来，此地古时是一处四通八达的
古道交通枢纽要地。其向东沿溪畔古道可达
闽江边，上溯可航行闽西北各地，下行能直达
福州府郡；向西溯溪畔而上，通过西山半岭，可
进入邑外南平、尤溪；向北拾级而上，翻过山头
古道，便是古田县的湾口重镇；向南经凤凰池，
过丹墀隔，即为县内广阔的腹地。更有蜿蜒于
崇山峻岭间的辘路运输木材汇集到村中溪边
道头，再由饭宅溪放流至闽江边扎排售往福
州。因之，此处虽是蕞尔之地，却得交通便利、
信息灵通之便，又兼木材集散地之利，故而能
独享优势，顺势发展，成为一处客流热地、繁荣
富庶、人丁兴旺的古村。

“饭宅”村名由来
据《闽清谢氏族谱》记载：清乾隆年间，本

村谢氏先祖子俊公原居邻县闽侯洋里乡安仁
村。因时事不济，在他年青时，父母、伯父母及
堂兄等相继轮殁。虽村名曰“安仁”，却难以安
居乐业，家贫而致度日维艰。后随邻里李君于
清乾隆丁丑（1757年）举家迁闽清上十七都高
山地方，结庐而居，耕山种地。几度辛勤，日子
渐好。不料竟遭当地巨豪无端屡以欺凌，立足
不得。子俊公万般无奈之中，只得举家离开高
山之庐，欲回安仁老家。可心中又十分地不
甘，意欲再寻新址谋生，但又茫然无措、犹豫不
决。遂赴鼎云山仙奶殿虔诚卜签，祈求指点迷
津，得“近处近山近水”为上吉的签文。子俊公
寻思：安仁老家虽近山，但路途尚远且未近水；
高山之庐虽然近在眼前，但无近水之利，更不
用说那是他辛酸之地，绝无重返之意。一时踌
躇，只得凭路前行。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须臾，一处依山傍水的台
地展现在眼前，此地正符合神灵所指之特点。
时斯地已有一吴姓人家卜居于此，子俊公便暂
借一隅歇脚，以求发展。而吴姓人家虽居福
地，却未得要领——人丁不振，生活平平。一
方正想“舍铺”，一方意欲定居。未几，双方皆
遂心愿，吴家转为谢宅。时清乾隆癸未（1763
年）。后经明师指点，子俊公要改换宅第门

路。挖沟深基之时，挖出的尽是成堆的五色
土。更奇的是，一群鸡竟簇拥啄土而食，一饱
方酣。子俊公诧异不已，复求明师解眼前之
异。解释曰：鸡争食者，饭也；君今得饭宅，必
富甲一方，后福绵长。“饭宅”村名由此而得。

“鲤鱼潭”胜景
饭宅村前蜿蜒而过的一条小溪，就是当年

子俊公看中的“近水”所在。后来，溪因村而得
“饭宅溪”之名。溪宽不过数十米，但水流充
沛，溪石多姿。村口水尾一潭长三四十米，潭
中突起两块天然河石。因与河床连成一体，虽
久经洪水冲刷，却未能将其撼动，只是更为光
滑洁净，还将两块岩石打磨得婀娜多姿，酷似
两只悠然游翔、栩栩如生的鲤鱼。一只在前探
路，一只尾随其后，生动自然，人人称绝。故名

“鲤鱼潭”。更巧的是，不知何年何月从何处滚
来一块巨石，搁至鲤鱼潭后就不走了。从此兀
立潭头溪侧，犹如披着蓑衣的渔翁；背后还突
出一小石，宛若渔翁腰间挂的鱼篓。多少年

来，渔翁静静而坐，不急不躁。人们美其名曰
“姜太公钓鱼”。一块巨石入列，竟为“鲤鱼潭”
平添一景，遂成就了一处唯妙唯俏的“双鲤上
濑，太公垂钓”胜景。

“老鸦崖”和“老鸦潭”典故
饭宅溪自村前成弧形绕过，形成一湾碧水

清潭。潭中繁衍着众多的鱼类，人们不仅掬手
可得，就连生活在溪边丛林中的鸟兽也会时常
来分羹一杯。相传，早年上游溪畔崖上有二石
似一对老鸦，人称“老鸦崖”。它俩依偎恩爱，
长年沐浴日月精华。日久，竟神化为一对可繁
衍生殖的“神鸦”。一次，雌鸦抱窝孵卵多日，
雄鸦怜其辛苦，不惜运用神力，自崖上俯冲至
饭宅溪潭中，欲叼一只鲜活鱼儿予雌鸦补充营
养。谁知正逢潭中一群顽童也在嬉水捉鱼，他
们见空中一只大鸟遮天蔽地扑向潭中，惊怵得
群起大声呼叫。不意，孩童们的惊呼声反倒吓
得雄鸦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仅没叼到鱼
儿，反将多年修炼而成的神力丢得一干二净。
倏地，还原成一块化石，跌入潭中。可是，就在
雄鸦即将化成岩石的一刹那，爱恋雌鸦的意念
使其拼尽最后一点气力，顽强地掉转身姿，将
头朝向崖上的雌鸦。话说雌鸦在崖上眼睁睁
地看着雄鸦因怜爱自己而殉身潭中的一幕，真
是欲救不能，痛不欲生。从此，雌鸦也固化成
了自巢中引颈眺望、圆睁杏眼的姿势。一段凄
美爱情故事演化成的“老鸦崖”和“老鸦潭”两
处胜景，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活灵活现。

饭宅祖厝——宝树堂
饭宅祖厝是村中最早的民居古厝。始建

于清乾隆年间，距今约 260 年。该厝即是“饭
宅”得名的古厝宅第，也是饭宅谢氏人的发祥
地。如今，谢氏后人已将其奉为祖祠，上悬“宝
树堂”“谢氏饭宅支祠”两方金字牌匾。“宝树
堂”是天下谢氏家族最负盛名的堂号，乃晋朝
孝武帝亲书以嘉奖良臣谢安，因之既有它的神
圣性，更有它的教育意义。而将祖厝辟为祖
祠，表现了当地谢氏后人对“饭宅”开基祖子俊
公的尊崇与纪念，也是饭宅谢氏人凝聚力的表
现和家族聚会的场所。经近年以“修旧如旧”
原则修缮后的饭宅祖厝，灰墙黛瓦，飞檐翘角，
古朴端庄，保持了清代建筑的风格特点；入户
台阶，转斗门亭，暗含步步登高、迎祥纳福的寓

意；瓦垄花墙，土墩假山，体现了趋利避害的传
统理念。正中大门内设一屏门，是一款婉转含
蓄的造型；屏门上雕饰“梅兰竹菊”和“富贵牡
丹”图案，透出一种雍容高雅的气息。回照、书
院之上是正座大厅，厅堂三直通透，显得宽敞
大气。一对青石雕成的圆形龙柱，浮雕有龙凤
呈祥、花瓶鸟雀等吉祥物。大厅雕梁画栋，精
致卷棚，雕饰有“二十四孝”“谢安出征”“郭子
仪拜寿”“姜太公钓鱼”以及荷花、鲤鱼等传统
吉祥图案，内涵丰富，寓意深厚。独具特色的
是，祖厝内柱联以饭宅谢氏已出世的名辈用字
创作冠顶对联，即“子、而、文、大、存、诚、维、
哲、积、善、贻、谋、宗、功、远、述、霖、雨”18字冠
顶，撰成9副柱联。由此可以看出，自子俊公迁
至饭宅开始，至今已繁衍18代。现总人口达一
千多人，可谓一大家族。

饭宅新厝
饭宅新厝的“新”是相对于饭宅祖厝而言，

约于清乾隆末期由饭宅第4代大田公所建，距
今也有230年许。若与饭宅祖厝相比，前者显
得小巧玲珑，而后者则是高堂广庭，高埁厚墙，
建筑配套完整，且依山临溪，是一处大气派的
建筑群。其占地十多亩，面宽百余米。中间正
座原建筑因失火焚毁，现有建筑乃灾后重
建，但从其宽度和深度来看，均胜过
祖厝一筹。左边为三重横厝，建有
精美气派、用于主人休憩和接待
客人的“官厅”和“观景楼”；有
位置隐秘、设计巧妙、具有周
详防火防盗功能的“钱库”；
有靠近“钱库”的主人起居套
房；有位于“钱库”楼上、便于
管护的“管家房”；有位于最
外一重横厝、相对独立的“长
工阁”。而“丫环女佣楼”则
设在右边的二重横厝内，意在

“男女授受不亲”的古时礼教；
因受地形的限制，右边横厝之外还
建有一座与主建筑群不同方向、相
对独立的建筑，名曰“后花园”，是主人请戏
班、歌女娱乐的场所。正座与左右五座横厝之
间有通直的走廊、过雨亭相连，各座之间又有
厚门相隔。打开隔门，六座建筑物可以“一眼
洞穿”；关闭隔门，各座间各自独立，互不相
通。正因为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设施，才有了
正座失火，左右横厝无恙的防火效果。当然，
这种建筑结构，同样也赋予其防匪防盗的功
能。此外，饭宅新厝防匪防盗更重要的还在于
高埁厚墙和许多特殊建筑构件：如巨石垒砌的
基础，让人望而生畏；其最厚的墙体竟达 1 米
多；尤其屋后沿山脚修成的长长围墙如长城一
般；所有与屋外相通的排水沟口、走廊采光窗，
均设置了棱型的坚固石条；还有常见的窄窗与
厚门，门板用的是当地特产黄楮硬木，外敷特
制的铁皮；右边横厝外还专建一座三层炮楼，
与主体建筑成为犄角之势。饭宅新厝除了具
备南方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还有其独具特色
的建筑款式。因之，被称为“小布拉达宫”。只
可惜部分建筑因年久失修或拆毁而不复存在。

饭宅下厝
饭宅下厝位于饭宅新厝的下方，厝名因以

而得。其建成时间略晚于饭宅新厝，也是建成
于清乾隆年间。乃本村谢氏二房“大”字辈人
所建。饭宅下厝在建筑风格上有自己的独特
之处，如果将祖厝、新厝与饭宅下厝相比，有许

多明显的不同点。一是坐向风格不同，前者依
山向溪，河道环绕村前，美称“玉带环腰”，是常
见的民居朝向；而后者则坐水尾向溪头，俗称
为“坐虚朝满”或“坐横龙”，是一种别致的选
址。二是前者均设置有高耸巍峨的风火墙；而
后者则不设常见的风火墙，其瓦面屋脊为“凤
凰展翅”形式，两对鹊尾高翘，显得平凡而优
雅。三是大厅风格迥异，前者为二层透顶的敞
开式，宽敞透亮；后者厅堂宽度几乎与两旁的
官房相当，且分为上下两层，虽然有楼下、楼上
两个厅，但高度明显低矮局促，厅口设有双开
大门。上述三座民居同属清代建筑，却为何有
如此诸多不同之处，尚是一个谜。饭宅下厝正
座原有建筑保持完整，全木两层结构，面前走
廊全座通透，风格平实简单。正座后面是围墙
内附设一排厨房，方便实用。正座左边临溪曾
建有横厝，但现已经拆建成一般民居。饭宅下
厝另有两处特别的建筑：如紧靠厅堂左边附建
二间耳房，为土墙蓝灰壁，瓦面单撇，与正座的
全木结构风格明显不同，应属后期补建；还有
门前埕尾坑涧上建有精致的拱券，将坑涧巧妙
地遮盖辟成埕地。这些应是传统习惯上的一
种风水改造工程，体现了古人美化优化居住环
境的智慧，也相当于现代的景观工程。

饭宅龙凤桥
桥址在饭宅村口两山夹峙的饭宅溪之

上。该桥历史悠久，饱经沧桑，曾多次重修。
旧《闽清县志》水利篇记载：饭宅桥，在十七
都。由此可见，饭宅桥在旧时就名声在外，方
能载入史志。其间的饭宅桥，指的就是现今的

“饭宅龙凤桥”。其实，饭宅桥只是外界对该桥

的一种统称。而在村中，该桥在不同时期却有
不同寓意的桥名。最初，饭宅桥于清乾隆年间
建在村之腹地“老鸦潭”上，虽便利通行，却有
布局不当之嫌。遂于清道光甲辰（1844年）移
于村口现址建桥，或是桥亭瓦面鹊尾高翘，或
是寓意“七夕之会”，时称之为“鹊桥”。后因山
洪湍急，桥毁一旦。为避急流冲桥，于1914年
另选址村中“门对坑”水流徐缓处建桥。急流
虽避，却重蹈“布局欠妥”旧辙。1945年，众议
共识，复移址村口建桥。并吸取往昔桥脚落
溪、首当其冲、易于水毁之教训，改以巨木拱架
于两岸，上覆桥亭廊屋。全木结构，飞檐翘角，
造型美观，如腾龙起凤，故命其名曰“龙凤
桥”。惜年久失修，木朽桥危。遂于1979年在
原址拆木桥亭而建石拱桥。新桥虽坚固，尚缺
廊屋桥亭装点，便改名“龙秋桥”，寓“如龙千
秋”之意。俟至 2011 年，得乡亲解囊、部门支
持，投资20余万元，于石桥之上重建精美壮丽、
重檐翘角的廊屋桥亭，内复祀“玄天上帝”，规
制臻于完美，谨复号“饭宅龙凤桥”。现桥长
28.8米，桥宽4米，桥面高16米，桥亭高6米，是
为史上最雄伟气派之“饭宅桥”也！

（文/图 张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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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江镇梅洋村饭宅自然村风貌小记

饭宅村景

饭宅谢氏下厝

龙凤桥

（诗华日报诗巫8月14日讯）福州话，除了
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口耳相传；还有一群年轻子
弟，正积极以电子词典、教材、输入法来提升福
州话的普及率，让有意学习福州话的人士，有更
多的学习管道。继而让福州话保存得更完整、
流传得更广。

说福州话的是福州人
郑天镭、林昊宇及鹿文泉是来自中国的20

来岁年轻子弟。郑天镭已是澳洲的软件工程
师，林昊宇及鹿文泉还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大
二学生。3人都是在普通话环境中长大，但郑
天镭和林昊宇却在成长过程中，对福州话有了
一种执着，觉得身为福州人不会说福州话太说
不过去，林昊宇还打趣地说，“说福州话的是福
州人，福州人不会说福州话只会说普通话，那就
不是福州人而是普通人。”

相较于2人是因为自己是福州人而生出福
州人要说福州话心态，陕西西安人的鹿文泉是
因为交了一个福州籍女朋友而接触到福州话。

“在中国各地，说汉语的人占大多数，因区域不
同，各地的汉语在音调、词汇应用上也有所差
异，若仔细学习，一个月内即有小成。”至于福
州、闽粤语系，他则感受到与汉语的差异很大，
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学习兴趣。

3年轻子弟一拍即合
3 个对福州话学习有兴趣的小伙子，在网

络相知相遇后，一拍即合。他们以个人所长，在
不同的方面予以配合，譬如郑天镭在计算机软
件的应用上很有优势，就由他处理词典、教材及
输入法电子化的技术问题。那么林昊宇、鹿文
泉则收集各项音频及文献、访问相关人士及整
理相关数据以汇入电子文件等。

其实中国福州虽有十邑，且十邑福州之间
在一些词汇运用、音调上有差异，但在中国福州

城镇，闽侯人占多数，因此郑天镭等3人在福
州话音频、教材、输入法的收录中，主要还是以
闽侯音系为主。而此番来到诗巫，就是有感于
诗巫福州人所保存的福州语环境与中国不同，
希望来此可以采撷到不同的素材，日后也能编
有诗巫福州话本。

郑天镭3人是于8月8日来到诗巫，并于8
月 15 日离开诗巫。这期间，他们也访问了本
地一些长者、福州话广播员、演员、翻译员等，
藉此更了解诗巫的福州话发展，并收编更多资
料作为基础教材之用。在这之前，他们也在中
国当地访问了具有代表性福州话人士，翻译了
多本由学者和传教士所写的福州话教材，同时
制作了原创的福州话视频教程。

在这些网站上，福州话就像华语，有声母，
有韵母，有声调。学习者可以先试着掌握福州
话拼音，以“讲”字为例，讲字在福州话中读
goung，音调为一声。福州话拼音的话就是g+
oung+-，术语就是声母+韵母+声调。学习者
只要掌握这3样并拼接起来，就能完整调出音
节。

郑天镭说，“我们也在陆续将 19-20 世纪
福州传教士的文献，如福州话圣经、传教士撰
写的福州话字典制成电子版，这对研究福州话
的历史语音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其实在中国福州，说方言很土气以及怕说
了方言影响说普通适的口音的观念已经深入在
脑海里，很多人即便是福州人也不太说福州话，

更倾向于说普通话，所以会说的福州话的人已
越来越少，可以说语言环境已经受到破损。“在
中国福州做语音保护已经很困难，像是我们之
前就曾访问最后一个福州话广播员，在他之后，
基本已经没有福州话广播员。不过，我们看到
诗巫的福州话环境还保存得十分好。”

所以特别希望诗巫能和诗巫福州相关团体
或人士合作，一起把福州话的语言环境保存得
更完整。“我们了解到诗巫作为南洋的新福州，
福州话的语言环境保存得相当好，好过中国福
州的语言环境。在诗巫的茶餐厅，经常能听到
福州话，大部份人能讲福州话。我们所接触到

的诗巫长辈，都相当有传承母语的意识。”
诗巫福州话本土化

不过诗巫的福州话，也确实受到本土化的
影响。尽管保存得不错，但在一些词汇运用上，
已经“混杂”了马来语、达雅语等。而且，诗巫福
州话主要以闽清和古田话为主，而中国福州是
以闽侯口音为主，因此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主
要先做录音，收集音频，从语音、词汇、语法分析
研究诗巫福州话和福州福州话的异同。

他们在逗留诗巫期间，也深入了解诗巫在
保护方言上所做的努力。例如福州公会开办了
榕语班、办了福州话演讲比赛。藉此来明白马
中2地在福州话传播及传承上，所曾做过的和
可能可以做的方向。唯有深入交流两地经验，
才能设计更适合诗巫使用的福州话拼音方案。

“当我们对诗巫福州话有足够了解后，便可
以协作设计诗巫的福州话拼音、电子词典、教材
和输入法等。”当然，来诗巫一个礼拜，不足以完
成收集素材、音频并完成保护福州话的目标。

“我们觉得保护诗巫福州话的最好办法是由诗
巫当地人来进行。我们一直希望寻找诗巫当地
对母语保护有热情者，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可
以提供来自福州的经验和技术，但真正的实践
需要由诗巫在地人来进行。”

语言保护，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社会工程，
不论是在诗巫还是在福州，都需要更多人的参
与、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的行动。林昊宇也
欢迎本地人士可以一起加入保护福州话行列，
让更多人可以能说、能写福州话。（陈玉珍）

以电子词典教材输入法以电子词典教材输入法 提升与倡导福州话提升与倡导福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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