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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福建土楼”永定景区的“土楼王子”振成楼。
(无人机照片)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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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福建，总得去看一次
土楼吧。”很难说，是什么时候
在心里种下的这颗种子。

也许是 2008 年，由福建
省龙岩市永定区、南靖县、华
安县三地“六群四楼”共46座
土楼组成的福建土楼被正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那一
天。

也许是因为2016年上映
的《大鱼海棠》，被女主角椿家

族所居住的美轮美奂的土楼
所震撼。那一年，即使没有看
过这部国产动画片的人，比如
我，也对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土
楼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象。

所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
必然得去永定区看看土楼，或
者也可以说，就是奔着福建土
楼去的永定。

到了永定才发现，你自
以为从照片和视频中已经了

解过，也会在实地探访后不
断被刷新有关福建土楼的认
知。“知道多，但是不知道到
处都是土楼”“这些土楼每座
都有名字，到底要怎么记得
住啊”“原来土楼不只是圆楼
和正方形楼，还有长方形楼、
椭圆形楼、六角形楼、异形楼
等等”。仅一天的时间，我们
就参观了南兴楼、振阳楼、朝
阳楼、“土楼王”承启楼、改造
成主题民宿的环兴楼、“土楼
王子”振成楼、奎聚楼、福裕
楼、如升楼、玉成楼、庆云楼
等，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一
切，都在补全曾经对于福建
土楼的印象。

虽然一天下来，入眼都是
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土楼，
难以对号，但是只要看到照
片，还是能回忆起每座土楼各
自不同的特点和家族故事。

我们第二天去的是位于
永定区下洋镇大山深处的初
溪土楼古村落。这里群山环
抱，一条小溪从土楼群的前
方横穿而过。当天有毛毛细

雨，导游带着我们一行登高
远眺土楼群，雨雾薄纱似的
一层层将土楼群遮得若隐若
现，只能随着讲解，依稀分辨
出楼群坐南朝北，背靠高山，
由五座圆楼和三十一座方楼
组成。土楼群依山傍水，错
落有致，远远看去好像是从
地下冒出来的一样，或蹲或
伏，如同一个个巨大的句号
或惊叹号，看不真切，倒也别
有一番意境。

看完全貌，我们踩过清澈
见底、鹅卵石遍布、鸭鹅成群的
小溪，又看了几座土楼。最先
看到的余庆楼是难得可以上楼
参观的土楼，木质楼梯非常窄，
只能容一人上下。缓缓上楼，
即使是冬天，也有种提着裙摆
的从容。这个错觉来源于200
多年后的我，在200年前，住在
这土楼里的女子大约不会有我
这种静好，而是风风火火穿梭
劳作在这窄梯之上。

在楼上俯瞰全景，更能体
会福建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
关系和聚族而居传统文化的

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
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
值”。

离开前，我站在土楼中
间，张开双臂抬头望天，仿若
站在世界的中心。一回头，小
伙伴静静地站在土楼上，大红
灯笼高高挂，一阵斜风细雨掠
过，在永定所看所感的一切，
都在一个一个有着名字的土
楼中，在这一刹那，仿若穿越
千百年的人间烟火，不知今日
是何日。

另外一座让我印象深刻
的土楼便是中川村的富紫楼，
旧称“富字楼”，是罕见的“字”
形楼，空中能看出一个“富”字
形状。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从
空中去看，但也能感受到，单
元院落式的格局和其他土楼
不同。楼中正对大门是一条
宽2.3米、长27米的小巷，居
民称之为“天街”，左右排列着
整整齐齐的房屋院落，又有点
微缩版小城镇的感觉。当地
朋友带着我们边走边介绍，天

街尽头的门楼内，祖堂与书房
围绕小天井组成一个四合院，
从平面上看，这是“富”字中间
的“口”，天街中段，四个门楼
隔街相望，进门是四组带天井
的大厅，它们的平面构成“富”
字下面的“田”。

与大多数古老的村庄相
同，在这个曾经创造了被史学
家、作家称为令人不可思议的

“中川文化现象”的古村落，除
了默默无言的各种土楼，我们
看到最多的还是年长的老人
们。他们眷恋这块土地，有的
坐在土楼院子里聊天，有的在
菜地里除草浇水，有的在水井
边刨着木薯，有的家里传来久
违的录音机的声音，甚至还会
传来卡拉OK的歌声……这些
声响和中川古街上依然存在的
戏院、茶馆、杂货店、裁缝店和小
吃店等，都在提醒着南来北往
的游人，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

在永定，你们最爱哪座土
楼呢？

（中国旅游报 作者/邓敏
敏 编辑/宋雨秋）

在土楼民俗文化村里探寻两岸客家缘

“土楼里每家每户的门打
开着，就是家家相通的大家庭；
一旦门关上，又有自己的小自
由。”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洪
坑土楼民俗文化村的“土楼王
子”振成楼楼主林日耕眼里，客
家土楼是中华瑰宝，既有大家
庭，又有小社会，是和谐乡村的
典范。

洪坑土楼民俗文化村中，
一座座土楼或方或圆，气势恢
宏，错落有致，与青山、绿水、
农田、翠竹、拱桥、水车等交相
辉映，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绚
丽画卷，吸引游人络绎不绝。

自1991年受聘为土楼讲
解员起，林日耕日复一日向游
人讲述自己的家园，这成了他
最幸福的事。让他津津乐道
的是，多位台湾知名人士都曾
先后到访永定土楼。“每年都
有不少台胞到龙岩探亲访友，
其中大部分都会来洪坑土楼
民俗文化村参观。”

2008年7月，“福建土楼”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2年6月，包括思贤村、客家
土楼、客家文化博览园在内的
永定客家文化园被列为“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成为两岸民
众往来、交流情谊的重要平
台。

2023年3月10日，闽台青
年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研学营
在振成楼前开营。在随后五
天四夜的活动中，50多位闽台
青年学子聆听《走进土楼》讲
座，赏析纪录片《土楼探秘》，
沉浸式体验土楼文创项目《天
涯明月刀》，展开土楼建筑空
间测绘研习、夯土技艺体验、
砌石地基研习、土楼装饰艺术
研习等，感悟客家文化的根与
魂。

今年4月，两岸青年创业
交流营的23名两岸青年走进
洪坑土楼民俗文化村，参观振
成楼，聆听土楼建筑历史讲

解，体验土楼文化、客家文化。
作为闻名遐迩的“土楼之

乡”、台胞重要祖籍地和客家
祖地之一，永定近年来持续打

“土楼牌”、唱“客家歌”，不断
深化与台湾在经贸、文化、教
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永定 23000 多座土楼
中，不少土楼并未因保护而迁
移住户，迄今依然是人与楼及
自然和谐共生。有的土楼则
在保持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改
造为客家家训馆、客家家风
楼、婚庆馆等一批主题多元的
文化展陈馆，促进土楼和客家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让千年土
楼增添了新的活力。

距振成楼不远处，庆成楼
前一块石头上由中国国民党
前主席吴伯雄题写的“客家家
训馆”馆名，引人注目。庆成
楼已被活化利用为客家家训
馆，馆内通过族谱、图片、书法
和部分实物，集中展陈了永定

人口排名前60位的姓氏祖训
家规，让游人在品读客家人的
家训家规中追寻耕读传家的
文化脉络。

“客家人十分讲究家风家
训，祖训家规的传承是立身之
本。”在永定区台办相关负责
人沈美彬看来，港澳台同胞及
在海外打拼的华侨华人回来
参观客家家训馆，是一个心灵
洗礼的过程，也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当地讲解员李雅意说，不
论是台湾同胞，还是海外华侨
华人，一来到庆成楼，看到自
己的姓氏祖训家规，都会拍照
留念。“庆成楼，已成为他们寻
根之旅中必来的一站。”

谈及她此前遇见的返乡
台胞，李雅意告诉记者，最有
意思的是，新一代台湾客家人
口中所说的客家话，比她说的
还要标准，说明客家话从最初
先辈迁徙入台开始就一代代

口口相传下来了。
“重走迁徙路 两岸客家

亲”2019闽台客家青少年广播
电视夏令营、2020年客家青少
年“中华好家风 土楼过大年”
活动、2021年海峡两岸客家文
化研学体验营......近年来，两

岸青少年纷至沓来，走进永定
客家土楼。沈美彬表示，今后
将常态化开展闽台青少年研
学活动，让两岸青年学子共同
传承客家文化，做“两岸一家
亲，闽台亲上亲”的桥梁纽带。

(中新网作者/叶秋云)

 
















东南网6月6日讯（福
建日报记者 徐士媛 张杰）
近日，省发改委下达 2024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
中龙岩市永定区中医院医
养结合服务中心项目获得
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资金
支持。

据悉，该项目建设总投
资6140万元，总建筑面积
16340 平方米，集老年公

寓、老年文体活动中心、医
疗康复中心和老年营养膳
食中心于一体，为老年人提
供全方位的医养服务。中
央预算内资金的注入，为永
定区医养结合项目的顺利
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这
笔资金将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医疗设备购置以及专业
人员的引进培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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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参观者在“福建土楼”永定景区的客家
家训馆参观。这是中国首家客家家训馆，集中展示土
楼客家人的祖训家规。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 2024年 6月14日（星期五）

Lt:Win
专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