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消息 夏季的日本

北海道素以成片的花海、美味的

海鲜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然而受日本大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的影响，今年北海道旅游业遭受

重创。当地旅游业者积极应对困

局，推陈出新，打出美食与美景之

外的民俗牌来吸引游客。

近日在富良野市举行的北海

道 肚 脐 画 节 就 是 当 地 有 代 表 性

的 民 俗 节 之 一 。 肚 脐 画 节 起 源

于 40 多年前，参与的男性市民直

接将肚皮用颜料画成各种脸谱，

女 性 则 多 在 素 色 T 恤 衫 上 作

图 。 他 们 将 脸 和 手 藏 在 巨 大 的

斗笠帽中，肚皮上的脸谱与斗笠

帽和服装配合成别具特色的“人

偶”形象，组成方队在城市中心

街道游行、舞蹈，场面独特且喜

感十足。

活动举行之时，富良野市可

谓 万 人 空 巷 。 市 民 们 早 早 在 街

道两旁占好位子，翘首盼望游行

队伍的通过。当地政府还组织了

一个“国际方阵”，无论是在当地

居住的外国人，还是过路的外国

游客，只要想参加就能马上加入

其中。

据介绍，以往游客来北海道，

一是观景，二是泡 温 泉，三 是 看

花。而从现在开始，北海道力图

为 民 俗 节 打 造 出 新 的 特 色 ，除

富良野的肚脐画节外，还有 8 月

的登别地狱节，9 月的阿寒湖火

节 等 ，都 将 为 北 海 道 增 添 新 的

魅力。 （马 杰 李雪笛）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正

式开通，通过网站人们可以了解

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现状、动态，并查询非遗名称、

类 别 、特 点 和 传 承 人 。 截 至 目

前 ，哈 尔 滨 市 非 遗 名 录 共 有 73

项 ，其 中 ，方 正 剪 纸 、龙 江 皮 影

戏、五常东北大鼓 3 项为国家级

非遗项目。

据介绍，下一步哈尔滨市非

遗中心将进一步完善非遗申报、

保护的体系，通过全市覆盖实现

非遗申报、保护信息的畅通和实

时化。非遗中心负责人表示，希

望更多掌握、传习非遗项目的市

民、家庭和团体能主动通过所在

区县文化部门申报，通过电子邮

件向市非遗保护中心申报和咨

询，共同保护传统文化。（哈 文）

身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客家土

楼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徐松

生自 2002 年后一直“英雄无用武

之地”。虽然他从小生活在福建

省永定县著名土楼“集庆楼”里，

可现在也搬进了砖混结构的房子

里；虽然 14 岁就师从父亲进行土

楼营造，可自己的工程队却很少

能揽到建造土楼的活儿。但对于

土楼他有很深的感情，提起土楼

便滔滔不绝。

人文底蕴丰富的客家土楼

2006 年，客家土楼营造技艺

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7

年，徐松生成为该项目的国家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2008 年 ，46 座

福 建 土 楼 被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而说起客家土楼，不得不先

提 客 家 人 。 从 东 晋“ 五 胡 乱 中

华”开始，中原板荡，生灵涂炭。

于是，诸多中原士人集中南下江

西 、福 建 、广 东 ，因 当 时 户 籍 有

“主”“客”之分，于是“客籍”的中

原 人 逐 渐 将 他 称 性 的“ 客 家 人”

当做本群体的代称，并在清末实

现了最终成型。 作 客 他 乡 使 得

客家人宗族意识愈发强烈，加之

所处的闽粤赣地区建筑材料少，

土 楼 这 一 闭 合 性 的 生 土 建 筑 成

为 客 家 人 传 承 中 原 文 化 的 一 个

重要寄托。

土楼或方或圆或椭圆，都体

现着客家人对传统伦理的坚守与

传统文化的坚持。如客家土楼一

般 有 中 轴 线 ，由 大 门 、中 堂 、天

井、主 楼 等 构 成，其 他 建 筑 沿 线

排 列；客 家 人 大 部 分 是“ 聚 族 而

居 ”，同 一 祖 先 的 后 代 同 住 一

楼 。 而 且 ，每 一 栋 土 楼 都 设 有

“ 包 衣 坑”。 这 栋 楼 出 生 的 孩 子

的包衣（即刚出生孩子的胎盘），

会被放入坑中不再取出。因胎盘

与母体相连，古中原人把包衣当

做 自 己 的“ 根”。 土 楼 的 这 一 设

置 ，让 这 栋 楼 从 此 成 为 孩 子 的

“根”。很多海外客家人年老后，

都会想着回到出生的土楼居住，

便是对“落叶归根”的念想。

土楼营造技艺不玄乎

因 为 土 楼 的 知 名 度 越 来 越

高，加上一些宣传有失偏颇，不少

人觉得此项技艺非常玄乎，对此，

徐松生说：“现在对土楼的宣传很

多不到位。”随即他讲起土楼营造

技艺的几个关键点，希望更多的

人正确认识土楼。

建造土楼有几个很重要的步

骤，首先是设计。“按照地形设计

方、圆、扁等不同形状，如较大的

平地设计方形、长条的平地设计

椭 圆 形 、周 围 起 伏 的 设 计 为 圆

形。”徐松生对土楼方、圆、扁的划

分是民间艺人的通俗分法。然后

是地基的建设。“地基的建设很重

要，万丈高楼平地起依仗的就是

地基啊。”徐松生说，建地基首先

要确定房屋结构“放梁”，然后“砌

石脚”。即在确定的地基位置挖掘

长1.5米左右、高约1米的墙体。墙

体用石头垒筑，所 以 被 称 为“ 石

脚”。“石脚”的 厚 度 根 据 楼 层 而

定，如四层楼一般要 1 米厚。形

状 也 有 讲 究，要 成 梯 形，结 构 要

均匀、重心要稳，“圆形土楼的石

脚很难垒砌，而方形土楼可以拉

线矫正。”徐松生说，砌石脚是最

容易失传的技艺，因为现在都用

钢筋水泥，不少新学建土楼的年

轻人没有多少锻炼的机会。

接下来就是在石脚上夯筑，

这一环节似乎并无太多诀窍。“主

要 是 要 有 经 验 与 耐 心。”徐 松 生

说，土楼夯筑时大抵是配上杉树

枝、竹片作墙骨牵拉，分层交错夯

筑，在墙体之间丁字交叉处用丁

字形木构件铆固。筑版规格基本

限制为长 2.5 米，高 0.36 米。“这个

长度能最大限度增加墙体拉力，

高度适合施工者蹲下补墙。这个

0.36 米需要夯筑者分 4 次夯筑完

成。逐次将加入的泥土夯实，每

次夯实泥层 9 厘米。这能最大限

度夯实墙体。而且，夯筑时的落

点不能相同，才能保证均匀。”土

楼夯土的好坏有一个评判标准。

“就是用手去摸。感觉弹力大，就

是密度大、效果好；弹力小便是密

度小、效果差。”徐松生说。

此外，由于生土夯筑完成到

居住这段时间泥土干燥会导致墙

体发生变化，也引发一系列的技

艺要点。“土墙不像砖墙，日照多

的一面干得快，往往会向日照少

的一面偏斜，如果死板地垂直整

墙，墙干后会倾斜变形，因此墙往

往要倾斜一些，让太阳晒上一段

时间矫正过来，这完全靠经验判

断，是最难把握的。”徐松生介绍

的“日送墙”是众多建筑者听都没

听过的。而诸如土楼落成前两年

不能装修，房梁放置要留出 6 厘米

左右提前量等做法，都是应对墙

体干燥的重要技巧。

土楼对泥土的要求很高。“田

间腐殖质下面一层泥土最好，其

次是山土。夯筑用土水分含量不

能 太 高 ，含 水 量 在 18% 左 右 最

好 。 标 准 是‘ 用 手 挖 得 起、捏 得

实、抛得散’。”对于“ 红糖、糯米

和生土搅拌形成土楼用土”的说

法，徐松生说：“我这么多年经验

中没有用过也没看过用红糖、糯

米之类的作为土楼建材，算一算

这 个 量 太 大 了 。 不 过，在 灶 台、

烟囱这些小型建筑里倒是用过，

可以增加黏性。”

而对“土楼不怕水”的说法，

徐松生更不赞同：“土楼最大的缺

点就是怕水，石脚要超出地面就

是为了防水。”生土夯筑而成的土

楼 因 墙 体 受 水 过 多 极 易 发 生 坍

塌。许多土楼无人居住后因屋瓦

破碎导致雨水流下，两三年内倒

塌是常见的事情。因此，防水防

潮 是 土 楼 维 护 的 重 中 之 重。“ 所

以，我在写土楼营造技艺时，就会

把要注意开沟排水、清洁瓦沟、保

持屋顶和地基的干燥等内容写进

去。”

土楼技艺几近失传

徐松生现在带着一个工程队

承接砖混结构房屋的建造。“我最

后一次接触土楼 维 修 建 造 是 在

2002 年，当时广东大埔县的省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花 萼 楼 发 生 大 面

积坍塌，他们邀请我去维修。”徐

松 生 略 带 伤 感 地 说，“2001 年 为

了申遗，县政府找我对集庆楼进

行了一次大规模维修。”此后，徐

松生没有承接到任何与土楼有关

的建筑工程，尽管该县有着众多

列入世遗名录、各级文保单位的

土楼。加上由于当地经济较为发

达，人们逐渐搬离了在卫生条件、

设备改造等方面有着天然劣势的

土楼，使新建土楼的寥寥无几。

为了使这项技艺能传承下去，

徐松生动员自己的儿子跟着学习

土楼营造技艺。期间，他还把儿子

送到厦门大学学习了一年的土木

工程，他期望能用现代的科技语言

来解读土楼营造技艺。在和记者

交谈中，他还不时冒出如密度、压

强、中心受压等现代科技名词。

“我相信以后的人们还会建

土楼。比如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村

就可以造，土楼就地取材投资少，

又有安全感和温情。当年花萼楼

的维修才用了 18 万元，而用现代

技术维修的预算都超过了 50 万

元。”徐松生也不知道自己的希望

是否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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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 土 楼 技 艺 代 代 相 传
——记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徐松生

本报记者 简 彪

维修土楼场景

日本北海道以民俗节吸引游客

中外专家聚福建探讨古琴文化
本报讯 近日，长泰·中国龙

人古琴文化艺术节在福建举行，

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加拿

大、马来西亚的 400 名琴界专家参

加了此次活动。

据介绍，古琴艺术自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一直受世

人瞩目，各地的琴馆琴社如雨后

春笋般的涌现，然而如何开展古

琴教学却是目前传承古琴艺术亟

待探讨的问题。此次以教学、斫

琴、考级为主题的文化节的举行，

对进一步推动古琴艺术文化的保

护、传承与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促

进作用。

文化节中还展示了中国龙人

古琴文化村的规划，文化村将包括

龙人书院、大师纪念馆、万琴堂、音

乐厅、教学坊、琴家山庄、生态农耕

文化等，预计 2014 年全部落成。

其中，音乐厅是文化村中古琴演奏

的专门场所；大师纪念馆将陈列并

载录全国知名古琴大师的生平等，

成为全国重要的古琴科普基地；万

琴堂将收藏不同时代、流派的古

琴，并展示自制的古琴；龙人书院

将收藏四库全书等经史子集，传承

古琴文化、弘扬国学。 （刘永明）

哈尔滨非遗官网开通

各 地
讲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