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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市区郊县当中，都有保存着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古
厝。除了福州市三坊七巷，上下杭等著名传统街区外，位于福
州市东南部五六十公里的闽清县省璜镇良寨村也有一座闻名
四方的古代建筑，名曰“娘寨”。是清代一位妇女主持建造的寨
子，也是用她名字作为寨名，这在全国尚属罕见。究其原因，不
得不从“娘寨”的前世今生说起。

“月有阴晴圆缺，人生总有坎坷。”“娘寨”得名缘于一个民
间的真实故事。据说，早在360多年前的清朝顺治年间，从河南
迁居闽清县八都（省璜）叶洋境洋尾寨经商木炭行的张姓家族，
生意兴隆，家业日盛。不料树大招风，被邻县一伙土匪觊觎，遂
起杀人谋财之心。一天傍晚，张氏当家少奶奶郑春娘带着十岁
的孙子探亲回家，刚走到寨子附近，忽见寨子火光冲天，杀声四
起。土匪正在打家劫舍，放火烧毁洋尾寨。郑春娘急中生智，
拉着小孙子躲进路边一片草丛，因天色渐晚，未被土匪发现，祖
孙幸免于难。

劫后余生的郑春娘，面对一片废墟，泣不成声，只好拉上孙
子投靠娘家，暂时安居过渡。后来，郑春娘再次返回故里，打理
祖业，积蓄祖本，伺机东山再起。

“旧寨会遭此横祸，肯定风水有问题，必须选择一个好地方
再建新寨子。”

重建新寨，成为郑春娘的一个重大愿望。
一日，郑春娘偕同地理先生外出择地，行走途中，突然刮来

一阵大风，把她戴在头上的斗笠吹走，落在不远的一个山苞
上。郑春娘觉得好奇，急忙过去捡斗笠，当她弯腰那一刻，只觉
得眼前一亮，冥冥之中感觉这里是个好地方。这时，地理先生
不知是心生灵感，还是信口开河，脱口而出，“此乃龟形山地，宝
地也。在龟背上建寨子，一生富贵，子孙满堂。”郑春娘听后，心
中大喜，决定就在此地建新寨。

这个寨子建设花了三年多时间，从这么快的速度，可以看
出郑春娘的为人处事方法略高于一般人。当寨子建到一半时
候，郑春娘确实也花掉了不少银子。一些工匠担心会被拖欠工
钱。郑春娘看到眼里，不动声色。第二天，将祖上藏匿一袋霉
味的银子放在太阳下暴晒，这才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无形之中
加快了建寨速度。

“娘寨”建成后，郑春娘携孙入住，抚养孙子张居亨长大成
人，并子承父业，生意越做越好，后又娶妻成婚，双喜临门。从
此，他们过着安稳生活，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娘寨”子孙，最高人
丁旺盛时，可达三百多人。为了让后世记住祖妣郑春娘的功
劳，张氏子孙后代将寨子取名“娘寨”。

竹叶青青，夏风徐徐。走进“娘寨”，映入眼帘的是那扇8
米高的寨墙，它由两层组成。第一层是寨基石墙，高度6.3米，

基座宽度3.5米，第二层石墙上部用黏土夯筑的坚固土墙，高度
1.7米，土墙宽度60公分，形成土石混合墙体。“娘寨”石墙比其
它处古寨基高出1米多，这在当地比较少见。我想，因有了前
车之鉴后，让郑春娘建造新寨时，就特别重视寨基工程建设，提
升石墙高度，会比土墙经久不蚀，更为坚固，防卫效果更有效。

漫步寨基，石头一块挨着一块，像蜘蛛网一样密布，互相铆
合，坚固稳实。当我试图用手用力从石缝中拉出一块，青石依
然不动。从这些石头中，有圆的、有扁的，也有块石，还有那石
墙上沾满青黑色的青苔。历经百年风吹雨打之后，现在这四面
石墙，质量如此完整美好。让我亲身感受到当时“娘寨”主人别
出心裁的匠心设计，还要感谢那些精工细雕的古代工匠们的轻
巧灵活之手，锦上添花，让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一座古朴的清
代艺术殿堂。

在古代山村，“娘寨”可算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期间，不
知要遇到多少问题和困难，而郑春娘总能平心静气，沉着面对，
得心应手。“娘寨”选址地势险要，单说寨基石头要用一万多立
方米。但这个地方偏偏缺得就是石头。听陪同的张氏族人张
诗炜说，为解决石头，郑春娘在乡里贴出告示，告知乡人，谁带
石头到娘寨工地，谁均可换碗红酒解乏。但这偏僻山村行人来
往有限，携带的石头无法满足工程需要，因此，郑春娘只得用金
银兑换，解决石头来源。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工程角度着想，当
时建寨代价何等之大啊！

走进寨埕，只见寨门门框是用方块青石错缝叠砌，门楣立
有一块石牌匾，书写“娘寨”两个大字，鲜明俊朗。寨门不大，可
设有双重硬木门板，材料是用黄楮木制成，硬质度高，但显得轻
盈灵活。

走过寨门，便是前厅。左右是两层高的回照厢房。它面横
倚寨石墙，纵墙为土夯、楼板、立柱等木构，满现沧桑之色。拾
级登上二层楼板，一条186米长的“人马道”沿着寨墙环绕一圈，
人称“走马道”，其实并不跑马。而是寨人巡逻放哨之道，沿着

“走马道”巡察一圈，让我看到的是，四面寨墙开凿出40扇外窄
内阔的漏斗式小窗口，寨人可以用此观察外部，一览无余，故称
瞭望哨。瞭望哨下沿各设有一个小圆洞，用于架设铳枪打击外
来之敌。从当时的安全环境需要，郑春娘建寨时考虑得多么周
到，而它确实也起到保卫寨子的重要作用，让“娘寨”长期以来，
相安无事，安居乐业。

游走于“娘寨”之中，“娘寨”不仅抵抗兵匪工事不同一般，
而且还突出“堡”字防御作用。同时也做足了“宜居宜家”的生
活环境，凸显“寨”的民生福祉，让整个寨子很是充满和睦团结，
很是幸福温馨。

“岁月静好，宜居宜业”。“娘寨”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0亩，

大小房屋108间，合正罡地煞之数。站在高处，俯瞰“娘寨”，
尽快眼底。寨子像一个巨大口子，而且被大口包围里面则是
一个“日”字，意为“旭日东升”，而“日”字中间“一”横，则代表
古寨正座中央主体建筑，也是“娘寨”的核心位置，正座面阔5
间，进深7柱，人们称之为“六扇五”。正座由正厅和两边官房
组成。正厅高大宽敞，两旁对称官房，披榭 ，里面斗拱交错，
彩绘雕花，造型精美，是福州典型的清代古民居扇厝风格。正
厅又分为前厅后厅，前厅是族人开会议事的地方，也是全寨婚
丧喜庆主要活动场所。前厅神龛前摆有一张长方形紫檀供
桌，上有香炉烛台及散落的香灰。也是全寨族人供奉祖先的
平台。每逢年过节，寨里族人会自备水果酒水等祭品，摆在案

桌上，并烧香叩头，祭拜祖先。一时间，烛光闪闪，香烟缭绕，空
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火香味，族人们面对祖先遗像，祈求祖先
庇护，四季平安，发家致业。

时光知味，岁月含香，人间最美不过是古朴温馨。置身“娘
寨”其间，仿佛处处跳动着新颖的文化脉搏。飞檐翘角，替木埑
托，雕梁画栋，还有那些栩栩如生梁柱斗拱、雀替、垂花柱等木
构件，穿插其中，一件件内饰华丽，造型粗犷，千姿百态，古趣盎
然。但让我最大的视觉还是屋顶上，那成双成对高高翘起的鹊
尾脊直扑蓝天，依然叫人心旌摇动。

“闽清明清时期古厝屋顶有燕尾脊和鹊尾脊两种装饰。”听
张氏族人张诗炜介绍，燕尾脊尾尖开叉短，起翅度不高，不够雄
壮。而“娘寨”鹊尾脊尾背长，翅角高，两端正亢正脊翅角与书
院横厝构成“一横两纵”格局。放眼望去，高低错落，有较灵飞
动姿势。特别当我站在后座二楼美人座倚望，“鹊尾脊”正背及
两边彩色瓷片拼绘而成的五朵莲花，流光溢彩，使原本一片黑
灰单调的“鹊尾脊”斑斓灿烂，在那蓝天白云陪衬之下，触目待
飞，丰富多彩。张诗炜还说到，“鹊尾脊”工艺复杂，精工细雕，
成本高，一般人做不起。所以，在当时并不富裕的人家建造古
厝，一般选择成本较低的“燕尾脊”或用价格更便宜的坡顶型来
装饰。

说话间，张诗炜眉宇多次流露出喜悦之情。“鹊尾脊”是“娘
寨”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亮点，而另一处是寨子里的排水系统
也与众不同......。听着说着，时间已过中午12点多，不知是出
于心里灵感，我还是坚持看了寨子里的几条明沟暗渠流向，从

“娘寨”平台地势观察，寨子后座确实比前座高，所以排水沟自
然而然则从高处流向低处的两条廊沟排泄，一并汇集于天井内
沟，然后通过回照两个暗沟排出寨外。令人奇怪的是，寨墙石
路并没有发现暗沟出口，而寨内雨水都能流畅。寨里老人告诉
我，当时，郑春娘头脑好用，在建造这条石路接口时，将路面挖
深几米，先铺上一层大块石，再倒入一层厚厚的碎石，最后盖上
青石路面，这样，雨水一来，便会从路面地下石缝渗入低处农
田，也不会淹没这石路。

夕阳下，走出“娘寨”，晚霞暮霭，青山红遍。蓦然回首，我
再次仰望“娘寨”，感慨万千，郑春娘的勤劳、智慧和坚强的古代
女性特有形象，不仅为我们留下一座古朴典雅的建筑瑰宝，更
给后人传承一种优良的传统美德。如今，洗尽铅华之后的“娘
寨”，已被列入首批“福建省传统古村落民居，”静卧茫汇大山之
间，守望着风雨，守望着田园，美在人间。

娘 子 的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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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记录孔子言论所编书
籍。孔夫子的思想精髓也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作为一部先圣的经典，《论语》带给后人的启迪和价
值是说之不尽的。重读《论语》，我对孔子关于讲学的言
论，感悟颇深。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的意思
是：“温习旧的知识而从中获取新的理解和体会，凭借这
一点，你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了。”在此，孔夫子要教给
我们的道理是：对旧的知识要及时地复习，而不能弃之
不顾。的确如此，高中阶段，我们每天都要接收大量的
新知识，但我们的时间有限，许多同学都会选择学习新
的知识，而不顾旧的知识，把旧知识丢在一旁。可是，当
我们再次对所学知识进行复习时，它们又变为了新的知

识。再者，温习旧的知识绝非在浪费时间，而是对所学
知识的整合。正所谓“酿酒越酿越弥香，书品越久越有
味。”学知识亦是如此道理，温习的次数越加饱和，从中
领悟的东西也就越加地多了。在不远的将来，这些知识
将会是你宝贵的财富。

孔子还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
了学习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一味读书学习而不去思考
就会感到迷茫，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知识和意义，而
不能理合理有效利用知识，就会陷入迷茫。同样，一味
空想而不去学习钻研，终究如沙上建塔，一无所得。所
以，学习与思考永远都是结伴而行的。正如荀子在《劝
学》中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
也是在强调学习对于思考的重要性！陆游也曾说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诗一方面是
在强调实践对于思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引申
出思考实践对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当下处于高中学习阶段的我们也是如此。在课堂
上应专心听讲，积极与老师互动，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
吃尽吃透。在课后，要自觉地温习所学知识，有任何不
理解的应第一时间向老师求教，做到当日事当日毕。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学的知识也将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清洁厨具时可以运用化学知识自己调配清洁剂；在国
外游玩时，可以运用英语口语来与人们交流；我们还可
以运用地理知识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些知识都
将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将知识熟记于心，就能运用自如。

总而言之，孔夫子的思想如同汪洋大海一般深邃，
《论语》中有关阐述的学习的观点还有很多，句句经典，
字字值得回味。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些知识也会是我们
宝贵的财富。而我，愿做其中的一尾小鱼，在学习中思
考，在思考中实践，细细品味其中的精华，汲取之中的营
养，做一个善学之人。
（指导老师 陈素明）

学 先 贤 做 个 善 学 之 人
○ 闽清高级中学高一（5）班 汤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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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急田园耕作，工忙厂矿操劳。兵防边境守坑

壕，商更经营迟早。

节日因权拥有，假期因事勾销。守持岗位是英

豪，劳动光荣号召。

西江月·
劳动光荣

○ 林洪谋

刚开始，我不知道这棵桃树究竟有多
老了：黝黑坚硬一如岩石的树皮，蜿蜒曲
折向天延展的枝干，稀疏萎黄貌似头发的
叶片，包括它的根部，都布满了青苔。一
年又一年，青苔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直至
把它原本的质地覆盖得模糊不清。

那日，香说，地藏王菩萨身后的那棵
桃树开花了。我没在意，应了声“是吗？”
便没了下文。春天里，一棵桃树开花那是
再普通不过的了，当下的我认为这是无须
刻意提及的事情。

直至我见到它，那一刻，我目瞪口呆，
那一刻，我心生愧疚，顿感辜负了春的盛
情，香的美意。

丈把高的一棵桃树，在这个春日里，
一改它往昔的暮气沉沉，那一身的沉疴与
风霜是何时抖落的？我们不得而知。一

定是某夜的山风给它打了掩护，它在林动山摇之际，完成了自己返
老还童的蜕变。此番蜕变令万物侧目，让春天猝不及防。

犹如烟霞的粉色桃花盛开在高高的树顶。近乎黑色，蜿蜒嶙
峋，苍劲有力的树枝就这样姿势优美地托起了一树的灿烂。那种
震撼人心的美，绝不似平常看到的嫩枝新芽桃花发，而是一种积淀
已久的生命力量的爆发。这种力量，一半来自地底，一半来自苍
穹。试想：在看不到的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不断找寻，不断汲取，
更是不断让自己粗壮，并奋力向最深处探索。正所谓根深叶茂，于
光明处，那不屈的枝丫正学着参天大树，力图让自己更接近苍穹，
它的身高超越了一般桃树，甚至超越了林间许多的树木，在山风拂
过之时，那飒飒英姿，令众生仰望。

久居此山之人说，这是一棵乌桃，已有八十几岁高龄了，自从
一七年开过花后，已经数年不见其一树芳华的模样，今年开得如此
多娇，让人颇感意外。

站在树下，抚触着乌桃坚如磐石的树干，那样凌厉，那样冷峻，
这份别样的质感记载了它与大自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交锋与和解
的经历。它们之间有太多的故事，更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正如
此时花开，这分明是它们蓄谋已久的一场盛事。

那一树繁花，带来的是漫天欢喜。欢喜的是蜂蝶，忙得不可开
交，从这一朵到那一朵，从这一丛到那一丛，有无所适从的小小惶
恐，更有百花采不尽的大大欣喜；欢喜的是春风，从此，它的每一次
吹拂都将带给远方无限的甜蜜和芬芳，万物将会因为这阵香馨的
暖风平添多少喜悦，我们可想而知；欢喜的是树林，一年四季由郁
郁葱葱带来的单调沉闷终于被打破，万绿丛中一片粉的柔情让山
河的眉目变得如此清新脱俗，甚而让这座颇为冷傲的深山有了一
丝娇羞；欢喜的是土地，花瓣纷纷飞落的那一刻，它用自己博大的
胸怀盛放它们的欢喜忧伤，温热的土壤将是花儿的摇篮，柔情无限
地带着它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轮回；欢喜的是爱花人，光用眼睛看
已然不过瘾，还要举起手机360度拍摄，边拍边发出感叹：太美了，
这简直就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美的桃花！

当然，最为欢喜的莫过于乌桃本身了。多少年的沉寂终于等
来这一季的灿若繁星。欢喜的不是他人的围观与赞美，而在于自
己在孤独漫长的岁月里，历经风霜雨雪，世事无常，却依然怀揣美
好的希冀，于不为人知处强大丰盈自己的身躯与内心，最终用一顶
冷艳的华盖为自己籍籍无名却又热烈倔强的一生加冕，这一举动
惊天动地，感人至深。

这样的欢喜，带着乌桃浓烈的香气。我如贪婪的蜂蝶，终日徘
徊在树下，渴望一阵花瓣雨落在我的发鬓，落在我的肩头，落在我
空空如也的掌心。我想沾染一些花的香气，树的勇气，以及天地的
浩然正气。深山古寺钟声远，那份由晨钟暮鼓传达出的宁静与豁
朗，让这棵近百年的乌桃开着粉花却不曾给人艳俗之感。恰恰相
反，在它的姿态里，我读出了诗意和禅意，那不是刹那惊艳，而是一
眼万年。

此间，你若看到我——我是那白衣女子，黑发素颜，站在绯红
的华盖下，如它一样素朴中
带着妖气，如它一样任意伸
展着自己的喜悦，轻轻一笑，
问一声：嗨，和我一道欢喜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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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日语期间，
我经常观看的 NHK 的
纪录片《72 小时》，它出
过一期关于东京神保町
旧书街的专题。日本社
会“热衷”于各类资源回
收，其中重要的一项就
是图书的循环利用。作
为一个地铁里有不少乘
客都在埋头翻书的国
度，图书产业的繁荣也
是理所当然。从出版、
销售到回收、再销售，完
善的图书资源的“生态
系统”应运而生。

神保町地铁站，它
基本就是这条旧书街的
起点位置，在离出站口
几步距离的地方，就可
以 见 到 旧 书 店 的“ 标
志”——放置于店外的
旧书，或堆在箱子里，或
码在书架上。这些“店
头贩卖”的图书不少都
是百元的均一价，偶尔
也有若干本百元或是半
价的促销，总是可以吸
引来往的路人驻足挑
选。也会有免费自取的
图书，一般是破损较明
显或者注有笔记的书
籍。

沿街而下，书店越
发密集，常常有三四家
紧挨着，以至于店外的
书架都要分别标注好店
名，免得客人结账时进
错店。寸土寸金的首都
圈，店面一般都颇显拥
挤，旧书店更是如此，店
内的书柜与书柜间经常
只容得两个人侧身而过，所以店外设置书架还是
很明智的。偶有几家占地较大的书店，也一样乐
此不疲地把店里塞得满满当当。这样的书店，与
其说是书的海洋，我更喜欢称之为“书的峡谷”。
壁立千仞，一排排书便是知识的地层和矿脉。当
然，大店也并没有真的白白浪费这“财大气粗”的
优势——大店往往都在街角处，把侧面的外墙的
经常被改装成整面的书柜，把零零散散的“店头贩
卖”变成“店墙贩卖”。在店内幽深的书山间，店主
常常也悠然地翻阅整理藏书。

在纪录片里也得知，小店往往出售的都是店
家自己毕生的藏书，前半生把爱书收集起来，后半
生再为爱书找新主人。在日本，这样店家拥有行
者的情怀，行程中阅览风景，愈是历世，人对书的
占有欲更是愈淡薄。

在主干道的街面上，书店虽然不能有详尽的
分类和现代化的检索系统，但也应着藏书者个人
的兴趣，自然形成每家店的特色。有的专门出售
书法帖，有的主打电影画册，也有的聚集了科技图
书……。在古书中心的三层甚至还有一家针对生
物学的旧书店。正是因为个人藏书的“局限性”和
不完整，使得书客在这样的店“淘宝”反而多了几
分乐趣，在挑选书籍的过程中像成了一场未知的
冒险，与店家藏书的经历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这次所到的是在干道街边的店家，但是巷子
里还隐藏着不少旧书店等待探访。据说，神保町
共有一百多家大小各异的旧书店，这些旧书店，我
依然有着很大的兴趣，心想，我将继续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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