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嵯峨鸡髻，风雨铿然鸣石；迤迤梅溪，烟霞蔚
矣成章。昔芝公徙玉井，启七百年基业；今许脉
衍钟石，垂十八世珪璋。福寿康宁开枝散叶，荫
庇八厝；诗书忠义继晷焚膏，光被四方。地踞梅
邑之西，城遥五里；峰浮梯云之上，势接三光。至
若梯田星罗，散缀山围云寨；钟樱霞灼，烂若红云
蒸髻顶。若夫地灵人杰，岂独天工？实乃剑气书
声，共铸沧桑。

其一·山川形胜
松涛卷壑，虬枝横逸接苍昊；青榄摇风，雪茶

缀垄映晴川。春犁破冻，叱犊声惊林鹊起；冬萼
凝霜，簪花影共月轮寒。仙娘宫峙，纵目则千峰
涌浪；夫人宫谧，仰瞻有丹枫擎天。尾洋廊浮，鹅
雪皴波皴素练；下厝垣耸，书声绕栋绕雕椽。至
若钟樱霞灼，非独孤芳自赏；烂若红云，散作锦霞
映晴川。石韵穿空，声振梅溪晓雾；樱云铺野，色
染阡陌霞烟。

其二·人物风华
若乃逸夫蹈刃诗巫，血沃南溟浪；显时栽桃

故里，香弥北斗垣。碧化长虹，光远社中藏剑气；
绛传薪火，文昌阁外振书弦。宗明探赜星槎，箭
破重霄寂；世农执铎闽庠，霖滋嘉木蕃。德越斫
轮漆海，光凝御案妍；又声持节寰灜，心系炎黄
源。嗟乎！四房纳河岳英灵，片石涵古今浩气。
纵五弦焦尾，难摹其烈；虽九畹滋兰，莫比其贤！

其三·文脉永续
今则古厝沐新阳，廊桥连翠微。樱云犹记少

年志，石韵长镌家国晖。稻浪翻时，恍闻耒耜铿
锵语；星河烁处，似见征鸿络绎飞。乃知钟石之
魂，在芝公筚路启林之毅，在逸夫取义成仁之巍，
在显时树人铸鼎之恳，在世农滋兰树蕙之淳，在
宗明叩天问斗之恢，在德越运斤琢璞之精，在又
声系侨连心之徽。薪传火继，岂曰有极？石鸣千
载，春潮正肥！

赞曰：钟石嶙峋，梅溪汤汤。四房分秀，八厝
流芳。剑气书声，代有华光。惟耕惟读，既寿
永昌！

钟 石 赋
○ 许德俊

前些日子，我专程到桔林乡后洋村，“奔
现”张天福先生的祖厝——砖坪下厝。

这是一栋建造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农村
四合院，已历经 150 年风雨，至今岿然立于
山间。

桔林乡文化站的刘小光老师为我们现
场讲解。古厝“隐藏”在一个半山深谷的东
面山坡下，后山高耸。刘老师说，这座房子
位于飞凤来翔的地形上，背后主峰是拱着的
凤身，两侧屏风一样的次峰则是凤翅，凤颈
下探，准备停栖的样子，老房子就建在凤头
上。经此指点，果然十分形象。刘老师用激
光笔打着老厝两侧外墙上悬空挂着的木阁
楼说，这左右吊楼作凤翅的象征，以应合风
水内涵。

这是桔林乡张姓的祖厝，也是茶学界泰
斗、百岁茶人张天福祖居，但并没有以建房
者或名人命名，而是因位居全村办公共事务
的一个大砖坪下侧，简朴地叫作“砖坪下
厝”。古厝占地面积达1575平方米，建筑整
体为典型的四合院模式，包括一前埕（户外
平地），一前庭（天井及两侧通廊），一正栋
（前后厅及厢房），一后院（后天井及两侧闺
阁），两吊楼（院墙外侧上段悬空阁楼），典型
的闽派建筑风格，大到建筑结构，小到雕刻
细节，都保持相对完整，呈现出宏伟端庄，古
朴典雅的景象。

步入老厝前埕，刘老师就开始如数家
珍。他从入户的虎头门正下方五级台阶开
始介绍，为什么采用单数（传统文化中，单数
象征男性），并突出讲解了大门外墙处左右
两边斑驳的门联：宴重琼林世泽长，书成玉
海家声远。它们既蕴含着福宅主人对未来
的深切祈盼，且作为子孙们的字辈排列。充
分揭示了建房者的别具匠心，处处融入文化
讲究。

大门青砖砌就，拱顶造型，十分厚重气
派，配有厚重的实木门扉，具有防御的实用
功能。外门框两侧腰线处各镶嵌一个石构
件，是安装格栅门的上轴臼，其上端分别雕
刻着佛手瓜与葫芦，荔枝和乌龟的造型，寓
示门纳平安福禄，喜迎吉祥遐龄。推开大门
后，刘老师着重给我们介绍了门龙（固定大
门的上横框）及刻成鲤鱼形状的门龙针（钉
住门龙的木构件），寓示年年有余及鱼跃龙
门。二重门（屏风门）只留下一个框，框柱则
用两块很违和的红砖支撑。刘老师遗憾地
说，原先的柱础十分精美，被人用千斤顶撑
起来偷走了。宅主人就用砖块将就着垫一
垫。天井居中，连接屏风门与上厅堂台阶的
青石甬道，则是用上凸的青石板铺就，形同
龟甲脊，除了寓意龟寿延年，也是便于排水、
冲刷泥沙，保证内院干燥保洁。

当我们驻足于厅堂，刘老师的讲解就细
致而丰富了。他指着四面的屋瓦斜坡，告诉
我们雨天里，四侧屋面的水就往天井汇集，
是为“四水归堂”，即常说的肥水不外流，象
征纳水纳财，家享富有。马头墙由中间往两
侧一垛更比一垛高，象征一代更比一代好。
马头墙侧面的砖雕与彩塑，自建房到现在，
均保留完好，当时使用的颜料全为矿物质，
至今鲜艳。天井侧廊屋面与正栋檐下有高
低差，便左右各设一垛精美的女儿墙，防止
雨水飞溅到地面。这里的女儿墙中间镂空
出一道空格，以增加采光和透气，墙表浮雕
吉祥人物。正厅压廊的是几条丈余长的青
石板，想来这种巨型条石，从开凿到运输，都
极为不易吧？偏偏体现着房主的财力与气
派呢！

与压廊石对应的屋檐下，安装着细长圆
形帘木，用于悬挂布帘，盛夏之季，可挡夕照
的酷热，可见当年主人对生活品质十分讲
究。帘木上方供着一根方形尺木（俗称“丈
歌”）用歌谣的形式刻录着整座房的结构图
和尺寸，既是整栋房子的密码备案，又是木
工师傅的象征，要恭敬保存，一旦什么部位
毁损，可以据此修复。

关于厅堂，更是处处玄机了。光两侧 7
对厅柱的石础，就造型各异，上面的花纹与
浮雕，都不带重复的。刘老师说，以前建大
宅院，用工庞大，石匠、木匠，要先开工三年，
把重要构件打造出来，才开始正式建房，这
样主体与重要构件安装才可以同步展开，确
保在一定时限内把房子搭起来。至于精雕
细琢处，更是长年累月，边建设边完善，动辄
十几年、几十年。

正栋两侧，是各房、各辈人的住室了，因

为一层房子接地，为了避免潮湿，要铺上木
地板，这样室内地面就比厅堂实地高出几十
厘米，入室就要踩一级台阶。前头房屋门口
排着长方体单级石阶，后侧门口则是半月形
的，方的象征男性，弧形的象征女性，这样男
性女性区分明显，客人来了就不会轻易走
错，从而引发礼仪之争。这些精美的独立石
阶与柱础倒没有被破坏或流失，许是与它们
十足的分量有关，倒是幸事。

厅堂正中，排放着一张古朴的长案，这
是供桌了。桌面为厚实的珍贵实木，支撑着
它的是镶嵌着吉祥“卍”字纹的边柜，呈现出
贵重庄严的氛围。刘老师反复强调，不要拍
照展示，不要细说材质，传播出去了，就怕被
有心人“惦记”。这实则也是一个两难的处
境，一方面需要被活化，一方面保护力度又
跟不上。

正厅背面的后厅，则较为阴暗，这是为
主办丧事的场所，显得一股子神圣又隐晦的
气息。后厅朝后又延伸出了后院，两侧厢房
与后面的山墙，围合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典型的“四角天空”。厢房一楼为厨房、餐厅
等功能房。二楼是小姐闺阁，临天井侧为走
廊，以休闲的长排靠背椅为凭栏，名曰“美人
靠”，乃未出阁女孩们平日赏景活动的场所，
内侧是她们的闺房。虽说闺阁有楼梯通到
厅堂，但平时仅供女佣与女教导上下，五岁
以上的男性均不能涉足，女孩子们也仅有出
嫁之日，才可以从中走下来。以前女生被保
护与禁锢之严，实是今人所难想象的。后山
墙特别高大，居中醒目地浮雕一本书册图
案，极为明显地激励勤学上进。但已在岁月
的侵蚀之下，剥落近半，只依稀地烙印着悠
久的耕读传承。

这座古厝，被赋予鲜明的“福”内涵，最
突出的元素是长寿和富贵。时下其子孙，90
高龄及百岁以上的仍有数人，从此走出的历
代官员、学者均多。最具有综合性与代表性
的当为张天福先生。身为福建当代茶界泰
斗的他，虽说并非出生于此地，但他的生父
却是在此出生并成长。老先生百岁之时，还
特意回祖宅宴请父老乡亲，并叮嘱妻子，在
他过世后仍要时常回来走动，保持与老家的
密切联系。由此，它作为张天福祖厝更加闻
名遐迩。

我凝视着这宏伟而又古老的建筑，感觉
它像一位充满故事的老人，也正在凝视着
我，凝视着世间，无声地倾诉着无限话语。
顺着它的目光，我似乎明了它要告诉我们的
一切。其中有传承的力量和意义。一幢百
年老宅，从建设时候的精心规划与打造，就
承载了一代人的无尽心思和心血，他们把所
有的理想、愿景和追求都揉入其间，融入生
活，揉入传承，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认真
严谨地落实下来，经世不衰，让家庭保持
繁盛。

它也在告诉我们，家族荣耀的塑造与珍
惜。它本身就是家族兴旺的里程碑，深宅大
院，富甲一方，耕读不辍，世代成器，福泽绵
延，累世繁华，成为当地的传奇与地标。当
然，它也在倾诉世道的沧桑，历史曲折蜿蜒，
人事起起落落，老宅从规整肃穆，到老化损
伤；从人气蒸蒸，到人去楼空；从精雕细琢，
到人为偷窃凋敝；从豪门大宅，到冷清落寞，
似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轧的面目全非。时
代大势变动，人性复杂交织，它洞见般呈现
一切。

它也凝望着远方。旧为私宅深院，如今
却成为乡村名片与景致，容许我们走进、深
究、解读。亦如孤独者人，喜欢有人到访，喜
欢听取与诉说一生见闻。我们就盘桓在它
身侧，叩问一步一景的历史细节，聆听每一
段时光的故事，探讨它的前世今生与明天命
运。它虽老迈之姿，却依然盼望什么时候燕
雀归来，什么时候能人流潮起，什么时候能
荣光再发，什么时候能旧貌新颜，什么时候
活力重焕。

都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州古厝〉序》中更是深度点明：“古建
筑是科技文化知识与艺术的结合体，古建筑
也是历史载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
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
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这些精辟而
迫切的话语，都能够在一幢张家古厝里一一
印证并读懂，并让我们不断深思与反省，从
而油然涌起一股责任感和动力。可我们轻
轻地脚印，能不能在不断重复中变得清晰有
力，还是如落过此地的粉尘，随风而去？一
切只能留待时间，留待乡村振兴的一股又一
股春风来揭晓。

觐 见 闽 清 古 厝
○ 池宜滚

闽清米船，其学名为雀船，头尾呈尖形，底呈尖圆
形，肚大呈流线型，活像剖开的鱼体下半部分。由于
流线如鱼体形，驾驶灵活，风与水对船的阻力小。下
水日行程一般40公里，平水区上水顺风扬帆，航速几
与汽轮相当。雀船在平水（闽江水口以下至马尾）航
行，只需二人驾驶，艄公掌后舵兼划左舷桨，上水时兼
撑右舷篙，同时扬帆把向；帮工伙计撑划右舷桨，上水
时兼撑左舷篙。闽清米船（雀船）具有省工省力、快速
灵活的优点。

过去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所选之船只，都是雀
船，且是中小型。每艘载重量2.5—5.5吨。船长9—10
米，面宽2—2.5米，底宽1.3—1.5米，高0.85—1.0米；配
有舵、桨、篙、帆及“篾笍”（纤绳）等工具；船工2－5人。

“去上府”是何意思？这要从古代福建行政区划
说起。宋雍熙二年（985年），福建设福、建、泉、漳、汀、
南剑6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共八个同级行政机构，自
此福建号称“八闽”。明洪武元年，福建全省改设福
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因
此，历史上福州及闽清人习惯把延平、建宁、邵武、汀
州四府称为“上四府”。“去上府”就是过去闽清及福州
人前往延、建、邵、汀“四府”的俗称。

闽清地处福建省中东部，闽江下游。福建母亲河
——闽江横贯闽清29公里，且闽清及往下至福州都属
平水区，所以闽清先人很早就利用闽江开始发展船运
事业。

民国十年《闽清县志·交通志》载：“闽清县外接大
江，距省一百二十余里。旧有大帮船十三艘直驶福

州，夜发晨至，运货载客，绰绰有余。复由福州驶回闽
清，遇西风数日至，遇南风一日可达县口。现有平水
小船数十艘，即不遇风，由省两日亦可抵县。”［参见民
国十年《闽清县志·交通志》，1988年版，第268页］此记
载充分说明，闽清人利用闽江航道船运不仅历史悠
久，而且与省城福州来往密切并便捷。

据有关史料记载，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谋生始
于清中期，而盛于清晚期和民国时期。其足迹遍及闽
江上游沙溪、建溪、富屯溪三大流域，鼎盛时期有上万

闽清人依托“去上府”撑米船谋生。
民国十年《闽清县志·交通志》载：“闽清有麻雀船

千余艘，驶往福州运盐及货，分赴南平、尤溪、永安、沙
县、建瓯、上洋、顺昌、将乐、泰宁、建宁等县，复由上游
各县采买米谷后下省售卖，设有上下船帮局。”［参见
民国十年《闽清县志·交通志》，1988年版，第268页］又
载：“南洋之侨民以千计，而沿江上下游操舟楫营商业
者，亦以万计。此皆十年以前所未有也。”［参见 杨宗
彩《重修县志序》，民国十年］这些记载说明，清末民国
初期，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营商业已是何等鼎盛！

浦城“三山会馆”和福州“闽清会馆”的兴建时间，
是对闽清人何时“去上府”撑米船谋生的一个很好的
佐证。

“三山”是福州的别称。据考证，浦城“三山会
馆”，始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从该会馆正门上方阳
刻“圣母宫”及左右边门上方阳刻“海宴”“河清”字样
和馆内主供“妈祖”神祇，便可清楚地看出，浦城“三山
会馆”是为保护包括闽清在内的福州地区在建溪及浦
城一带操舟楫者之利益而兴建的。由此可以推断，包

括闽清人在内的福州人到建溪及浦城一带撑米船谋
生，在清乾隆、嘉庆时期就已相当活跃。

现保存尚可的福州“闽清会馆”，其建成时间有明
确记载：清同治六年（1867年）建。福州“闽清会馆”位
于福州台江“闽清街”附近，规模宏大，原面积1250平
方米；会馆建成不久，还兴建一座面积达2500平方米
的“保安堂”。福州“闽清会馆”及其“保安堂”，主要是
为停泊在福州的闽清米船工服务的场所。此亦很好
地说明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谋生，在清中晚期已是
相当兴盛。

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船运史话·······························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闽清米船 （一）

○ 吴必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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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梅城细雨绵，如丝洒落润春田。
未逢北域皑皑雪，却见南乡霭霭烟。
瑞雨知时呈吉兆，丰年有望映祥天。
愿祈国盛民安乐，新岁同书锦绣篇。

春雨颂新元
○ 陈孔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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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
元夕或灯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
一，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正
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

“宵”，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
圆之夜，因此得名“元宵节”。在我
们老家闽清渡塘村，元宵节家家户
户都要吃元宵，我们叫“糍子”，象
征一家人团圆美满。在今天这个
团圆美满的日子，我们就聊点家与
家风的事。

家是啥？是我们心里头最暖
的地方。不管在外面跑多远，一想
起家，心就跟有根线牵着似的。在
这长长的岁月里，我们弘
道厝（明理书院）和同馨厝
几代人，都用自己的故事
把家传承得精彩纷呈，把

“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
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
治家之本”的家风演译得
明明白白。家是一代传一
代的温暖港湾。

在我们家族里，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长辈以身
示范、言行身教是家族传
统，家里总有着满满的朴
实的爱。渡塘村里还流传
着“渡塘妇女功夫厉害”的
传说，说是我们高字辈祖
父的一个哥哥，有一天刚
从地上劳作回家，正在洗
漱，听说一个弟弟被外乡
人围打欺负，荒不择衣，扯
上一件妇人对襟衣服，拿
着一根“竹狼牙”（一种农
村乡下毛竹尾做的杆子）
冲去援助，一人打下九人，
救出弟弟。年轻人出去闯
世界，长辈一句句唠叨、一份份关
心，那都是给我们冲向远方的胆
儿。到了过年过节，不管多远，想
尽法儿都得回家，跟亲人团聚。在
那熟悉的老屋里，妈妈的味道，亲
人的笑容，一下子，家的暖和劲就
洋溢了出来。在家里，能把所有的
累都放下，所有的苦痛都忘却，忘
情享受家的亲情和爱的滋润。家
族能有今天的模样，都是祖先们积
下的福德。每年的八月中秋，我们
一大家子人都会回到渡塘老家，去
祖先的坟前上供祭拜。摆上祭品，
烧上几炷香，心里头默默跟祖先念

叨念叨。感恩祖先们的庇佑，让我
们家族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那么家风呢？就是家族精神
的传家宝。“读书起家，循理保家，
和顺齐家，勤俭治家”“忠厚传家，
耕读继世”是我们的家训，勤耕俭
读、积善怀德、隐忍谦让、和顺循理
是我们的家风实践。村里还流传
着我们的先祖正滔公隐忍为善的
故事，说是某一年的一天，正滔公
挑着蕃薯苗到自己已堆好肥、垄好
畦的蕃薯园准备种上蕃薯，看到有
人正在自己已弄好的蕃薯园里扦
种蕃薯，就说了句这是我的地呀，

那人却凶恶地讲，再说就把
你埋在这地里。正滔公二
话不说，默默挑着蕃薯苗回
家号召儿女们重新垦荒再
种。天不欺人，那年大丰
收，正滔公从此起了家。循
理为善、正直守信是为人的
根本。我的父亲文炽公，为
人正直、诚信守诺。邻里之
间有什么口角矛盾的，大家
都愿意找他去评理、调解。
他从来都是公平得很，不偏
不袒，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善
良化解了好多矛盾。在村
里，他还热心帮助有难处的
人，哪家要是缺个粮少个
米 ，救 个 急 的 ，他 从 无 二
话。他自己有急难需要借
钱的，说好什么时间还，一
定准时还给人家，一辈子如
此。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兄
弟几个始终都把正直善良、
诚 信 守 诺 当 做 为 人 之 根
本。好的家风不光能塑造
人的品格，还能影响家族的

未来。家风就跟那指路的牌子一
样，给每一个后人指好前进的道
路。后代家人们靠着从家族传下
来的勤俭、正直、善良、守信，在自
己居住的地方努力打拼。学问上
使劲钻研，生意上努力拼搏，岗位
上默默奉献，一定要不忘坚守和弘
扬家族的家风。

家和家风，是一对孪生兄弟，
相辅相成，一起组成了家族的精神
维系。岁月更迭，我们的家和家风
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闪耀出更亮
的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辈在人
生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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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白云山巅，云霞缭绕仙踪隐，松涛阵
阵，似闻天籁禅音妙。

下联：水口坝前，浪涌奔腾电力足，灯火荧
荧，照亮城乡夜色明。

上联：温泉水暖，涤尘除垢身心爽，宾客纷
来，尽享天然恩泽厚。

下联：茉莉花香，润肺怡神意趣浓，宾朋沓
至，皆夸福地韵情悠。

上联：生态宜居，绿树成荫空气净，花香鸟
语，桃源胜境人人羡。

下联：旅游兴旺，青山作伴景观多，水秀峰
奇，阆苑仙乡处处娇。

咏 闽 清
○ 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