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13年 8月21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陈 曦 摄 影 电话：010-64274856 E-mail：zgwhbsyb@163.com

蔡氏古民居：闽南建筑大观园
本报记者 卢 旭/图 程 竹/文

小朋友在蔡氏古民居中玩耍。

“龙吻”，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吉祥物，只有官职

七品以上才可以在屋顶装饰“龙吻”。在蔡氏古民

居建筑群中，只有蔡资深和其长子蔡世佑居住的两

座宅第饰有“龙吻”。

现代的安全设备，为古民居安全与保护提供了保障。居民正在收拾采摘的蔬菜。结束了一天喧闹后的蔡氏古民居，犹如一位慈祥的老者，静卧于此。

古典家具在古民居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朵莲花盛开在旧时的水缸中。水缸为古时防火之用，每座古厝都配备两个，常年

蓄水以备不时之需。水缸为当地人工烧制，现今仅存 5个。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所运用的木雕

装饰采用了圆雕、浮雕、镂空雕、立体雕

等不同工艺技法。神话、戏曲等吉祥图

案成为主要内容，寓意美好吉祥。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漳里村, 现存 23 座近 400

间红墙碧瓦的古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从远处看，

它如同一把琵琶，据传说，这座建筑群是九天仙女

掉落琵琶之处，在琵琶穴建造房子，建造房屋时不

停地敲击石头，财源便会源源不断。后来，人们根

据传说，将这座古建筑群称为“琵琶”形村落。

古民居主人蔡资深，清道光二十年（1839 年）生

于该村，16 岁随父亲到往菲律宾经商，历经 10 余年

苦心经营和积攒，自清咸丰五年，在家乡开垦的田

园果林中动工兴建蔡氏家宅，经过长达 50 余年的

兴建，建造了集传统闽南民居建筑风格兼具南洋

文化和西方建筑装饰艺术特点为一体的闽南大观

园——蔡氏建筑群。

蔡氏古民居的外部格局以四合院为中心，讲究

中轴对称和空间高低大小的主次顺序，规模大的院

落呈多进加护厝形式。房屋外墙的墙面，都以红砖

精心组砌而成，红色的“面”墙是象征着建造者对于

身份和地位的向往，这与中原建筑素淡的色调形成

了鲜明对比。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又是以其极具特色的流动

的“线”来打动人的心灵。各建筑群体之间形成有

条理、有组织的整体，使整个建筑群达到高度的和

谐统一：檐角的起翘亦如欲将展翅的飞鸟，将整个

屋顶建筑与天相接；飞翘的屋檐燕尾脊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它是其根脉之所系的精神家园，传递着

一种美好的愿望和情愫。

置身其中，你会发现，建筑群的设计者对于细

节的刻画相当卓越，梁枋、垂花、窗扇、木隔栅等均

雕刻有几何图案、花鸟器物、人物故事等。这些雕

刻画的图案背后其实大有文章：或是来自民间故

事，或是来自神话传说，仿汉代石雕的“送别书生”，

是民间贤妻送夫进京赶考的故事；青石雕“八仙过

海”是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细细品读昔日贤文中

的真谛，蔡氏古民居兴建者的良苦用心一一浮现，

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可谓字中有意，意中有心，

雕刻刀法老练、刻画传神，形成独特的欣赏格调，为

建筑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令人啧啧称奇。

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蔡氏古民居建筑群

承载着闽南人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为我们探索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创新提供了经验和启

示。它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它所折射出的时代

信息，不仅包含了人物历史和建筑历史，更多地体现

了当地的文化积淀。它具有与其他中国传统民居形

态截然不同的浓烈色彩主题、大胆夸张的建筑造型和

对建筑装饰的极力追求，展示出海洋文化带来的外

向、开放的性格特色。它从朴素的形态发展变化而

来，在清末最终形成了闽台红砖聚落最为成熟的形

态，其中南洋文化和闽南传统文化的特质在聚落和建

筑中一直保持着共存的张力与平衡。这种以实体形

态存留下来的文化，正是闽南古民居的生命力所在和

魅力所在。

蔡氏古民居内到处都有书法字刻，内容

既有对主人的崇敬和赞誉，也有对蔡氏古民

居建筑的夸赞，更有对人生的感悟和领会。

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有许多已斑驳难以辨

认，却仍透着那份不变的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