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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台地区的传统建筑中，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各种
形态的花卉装饰图案层出不穷，以牡丹、莲荷、菊花、梅花、
山茶、兰花为主，多应用于脊堵、顶堵、腰堵、门楣、柱础、花
鸟柱等装饰构件，不但将房屋装点得美轮美奂、生机勃勃，
而且大幅提升了建筑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在花鸟题材的传统建筑装饰图案中，“三王图”是最常
见的。“三王”分别是花中之王“牡丹”，鸟中之王“凤凰”和四
灵之首、百兽之先“麒麟”，有些图案中“狮子”会代替“麒麟”
出现，因为“狮子”及“麒麟”均被视为“兽王”身份。唐朝李正
封诗云“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此后牡丹花便被称为

“国色天香”，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富贵花”。花王、禽王、兽
王构成“三王献瑞”，寓意幸福美满、富贵无边、吉祥和瑞。

台湾艋舺清水岩拜殿的龙堵石雕就是“三王献瑞”的
图案，漳州白礁慈济宫三川殿的侧堵顶堵上也有“三王图”
石雕装饰。台湾大龙峒保安宫大殿屋檐下的水车堵有剪粘
作品“富贵白头”，由牡丹花与白头翁鸟组成，民间俗称白
头翁鸟为“白头”，有长寿之意，由此引申富贵长久。蔓草的

“蔓”谐音“万”，而蔓草形状如带，“带”谐音“代”，牡丹与其
相配组成“富贵万代”。牡丹与吉祥之鸟凤凰组合“二王
图”——“丹凤戏牡丹”，与锦鸡组合则为“锦上添花”，与海
棠、玉兰等组成“玉堂富贵”。

荷花在各种传统建筑构件中出现，民间多用“莲”谐音
“连”，“荷”谐音“和”“合”。青莲与“清廉”同音，而成“一品
清廉”图案，寓意居高而不贪；又因莲子象征爱情、多子，一
梗二花做成“并蒂莲”，代表夫妻恩爱、美满幸福。漳州白礁
慈济宫山川门侧堵的顶堵有一方“一路连科”的石雕，以白
鹭鸶（谐音“路”）、莲花（谐音“连”）搭配芦花（也谐音“路”）
三种元素组合而成，寓意科举高中、一路辉煌。

人们多以“菊”谐音“举”“居”。在台中林氏宗祠的屋
顶，屋脊装饰图案有一个剪粘作品，一束束菊花和一只雄
姿勃勃的大公鸡，公鸡打鸣，谐音“功名”，其寓意就是“一
举功名”。菊花和九个鹌鹑共构图案，因为“鹌”的发音与

“安”相同，就有“九世居安”之意。一只蝈蝈儿在菊花之上，
因“蝈”与“官”同音，即表示长久（九）占据官位，名为“官居
一品”。

梅花纹样如与百合相配，组成“和和（合）美美（梅）”。
“梅”又谐音“眉”，又因梅花常在冬春交替之际开放，因此
有“报春花”的美称，而喜鹊自古被视为“报喜鸟”，几只喜
鹊落在几株梅枝上构成常见的装饰图案“喜上眉梢”。台湾
林安泰古厝门厅入口连托则是此类题材的木雕作品，表示

“喜事来临”。台南市内的欧氏宗祠、王氏宗祠、郑氏宗祠则
以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警示后人要遵守祖制，为人正
派有气节。

山茶花在春天开放，喻“春光”，而绶带鸟则因“绶”与
“寿”谐音，所以象征长寿，二者结合共同组成“春光长寿”
装饰图案。山茶花还出现在“英雄夺锦”图案中，典出《新唐
书·宋之问传》“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又有《三国演
义》曹操大宴铜雀台“有能射中箭垛红心者，即以锦袍赐
之”。“英雄夺锦”取老鹰之“鹰”、狗熊之“熊”、茶花之“茶”

（闽南语与“得”或“夺”谐音）以及锦鸡之“锦”，在台湾艋舺
清水岩拜殿的左右身堵，龙边石雕为“三王献瑞”图案，虎
边为“英雄夺锦”图案。

在台南孔庙大成门两外侧门的对看堵以四季花卉的交
趾陶装饰，也称花瓶堵，四个花瓶中分别插有春牡丹、夏荷、
秋菊、冬茶。“瓶”与“平”谐音，加上四季花卉，意为四季平安。
台南南鲲鯓代天府前殿廊墙则以“富贵长寿”（春牡丹花、绶
带鸟）、“一路连科”（夏莲花、白鹭鸶）、“安居乐业”（秋菊花、
鹌鹑）、“喜上眉梢”（冬梅花、喜鹊）来象征“四季平安”。

晋江梧林传统村落里的显韬宅，其角门门匾上面刻有
“种桂”“培兰”等字样，出自《世说新语·言语》中的典故“譬如
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将“芝兰玉树”比喻有出息的
子弟，而“种桂培兰”则承君子气节之道，寄寓培育人才之志。

在晋江五店市朝北大厝对看堵中，青、白两种颜色的
石材构件相互交融，一面写着“天地心从数点见”，附有浮
雕梅花图案；另一面写着“臭如兰，介如石，素心人，共朝
夕”，并刻有兰花。二者皆为泉州举人、著名书法家曾遒所
写，启示后人学习梅花的操守气节，教育子孙要如兰花一
样优雅，要与刚强、忠诚、正直的君子相处来往。

台湾谭子摘星山庄门厅步口对看堵有一幅“加冠锦上
花”的交趾陶作品，是泉州晋江一经堂蔡腾匠师烧造的，装
饰图案中有“鸡冠花”“公鸡”等元素。公鸡谐音“功”“吉”，
冠花的“冠”谐音“官”，搭配则为冠上加冠、官上加官。

古厝生花：

闽台传统建筑
装饰中的花卉

□王丽君 文/图

“闽在海中，西北有山”。福建依山傍海的
资源禀赋造就了闽人越山闯海的历史活动，
其中八闽儿女因海洋生成的物质表象和精神
内在整体，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建海洋文化。
纵观山海互动的历史沿革，王景弘下西洋是
福建海洋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典型案例。

回顾历史，王景弘在 1405 年奉明成祖之
命协助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去世后，又奉旨
第八次出使西洋。王景弘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影响深远，这一历史
进程也从价值取向、内在动力和重要保障三
个维度为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一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是福建海洋
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自古倡导多
元文化汇聚、化解冲突和凝聚共识的价值理
念，不以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内
容为界限，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内在特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通过海上活动
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福建
海洋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

王景弘自 1405 年起，与郑和受命共同率
领船队下西洋，以“共享太平之福”为目的，
经过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

岸，遍访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不
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以和平互鉴的方
式，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争取了更广阔的空
间。据《明太宗实录》记载，王景弘下西洋远
航访问过的许多国家，先前与华夏文明从未
有过交流，船队到访后才知道有中国，随即
相率来朝贡。

台湾海峡是王景弘下西洋必经海域，据
记载，王景弘曾两次去过台湾，并为台湾人民
干过不少好事。《台湾府志》记载：“相传明太监
王三保投药水中，令土番染病者水中洗澡，即
愈。”《香祖笔记》记载：“凤山县有姜，名三宝
姜，相传明初三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

可以说，王景弘下西洋是闽人闯海、面
向世界的历史缩影，推动形塑了福建海洋文
化的包容胸怀，体现了福建儿女对外交往交
流交融的价值取向。

二是乘风破浪的执着信念是福建海洋
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围绕海洋而进行的一
系列物质与精神的实践，是人们认识海洋的
现实途径，也是海洋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逻辑
原点。只有人们在思想层面坚定对航海活动
的执着信念，不因海洋复杂的水文环境、海
外陌生的人文环境和海洋生存的困难环境

等因素，停止对海洋的探索活动，才能不断
推动海洋文化向前发展。

王景弘下西洋期间曾经历多重困难与挑
战，包含建造航船、训练水手和出海作战等多
个环节，还负有歼灭海盗、维护民族利益和沿
海安全稳定等重要使命，若没有确立对航海
事业的执着信念，难以完成时间跨度和规模
如此巨大的航海壮举。在第七次下西洋之际，
明宣宗亲撰长诗赠王景弘，“昔时将命尔最
忠，大船摩曳冯夷官。驱没飞廉决鸿蒙，遍历
岛屿凌巨谼”，充分肯定了王景弘的历史功
绩，也侧面体现出王景弘的坚定信念。

王景弘下西洋的精神事迹也在民间广
为流传，明清以来众多演史杂著对其进行文
化演绎，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奉
天命三保下西洋》《南洋记》等古书戏剧中有
叙写王景弘攻克水文奇象、遭遇神异灵怪的
故事，反映了民众对其精神的肯定与崇拜。

可以说，王景弘下西洋这一历史活动体
现出的精神特质，催生出民间英雄崇拜和探
索海洋的文化现象，促进了一代代闽人确立
勇于探海闯海的执着信念，为福建海洋文化
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三是远征海洋的科技智慧是福建海洋

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先贤通过航海实
践活动认识海洋，探索与建构出海洋相关的
科学技术，改变了传统生产活动的方式，提
升了航海实践活动的发展水平，也影响了中
国海洋文化的前进方向。

宋 朝 以 来 ，福 建 是 中 国 航 海 活 动 的 中
心，王景弘是福建漳平人，自幼受福建海洋
文化影响，对航海技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在
下西洋航队中出任技术方面的统领，负责
船舶的征集 、航海人员的选拔训练以及航
海路线的确认等具体的技术事宜。在明宣
宗朱瞻基所作的《赐太监王景弘》诗中，突
出对王景弘航海技术和率领庞大船队功勋
的赞赏，体现其对船队海洋技术的重要贡
献。王景弘晚年还撰写《赴西洋水程》航海
实用手册，对航海路线、技术原理和实践经
验进行系统总结，包含水文现象识别、航海
仪器使用以及船队日常管理等内容，《赴西
洋水程》一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
当时人们的航海“秘本”。

总体而言，王景弘对航海技术探索的历
史活动，促进了福建儿女掌握关于海洋的科
学规律，推动了海洋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
为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王景弘下西洋对福建海洋文化的贡献
□苏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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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梧林显韬宅角门“培兰”石雕门匾

台南南鲲鯓代天府“一路连科”石雕作品

诏安土楼大多建于明清时期，这种大型
生土建筑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是福建土楼
中重要的一支。至今在诏安的北部山区，仍
矗立着数百座形状各异的土楼，在岁月洗礼
中诉说着客家宗族往日的荣光。

筑楼自保
建 筑 既 是 历 史 的 载 体 ，也 是 历 史 的 产

物，诏安土楼的兴起与流行，同地方社会的
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明代中叶以后，海盗与
山贼在中国沿海表里为患。诏安僻处边陲海
隅，当闽粤要冲，屡遭侵扰，土楼因能有效御
敌而逐渐兴起。

清康熙《诏安县志》曾载：“自（明）嘉靖
辛酉以来，盗贼生发，民自为筑，在在有之。”

“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1561 年），正是倭
寇猖獗之时，沿海各地倭患频仍，官府应接
不暇，民间只得筑楼以自保。

诏安等地的土楼自明代中后期兴起，到
清代中期达到鼎盛。明万历《漳州府志》曾指
出“漳州土堡，旧时尚少”，而在嘉靖倭患以
后，“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清道光八年

（1828 年），湖南人陈盛韶担任诏安知县，他
看到了诏安客家地区普遍修筑土楼以及客
家人聚族而居的盛况，其《问俗录》写道：“二
都无城，广筑围楼。墙高数仞，直上数层，四
面留空，可以望远。合族比栉而居，由一门出
入。门坚如铁石，器械毕具。”“广筑围楼”可
以间接说明土楼已经成为诏安客家人的主
要民居形式。

古代的诏安二都大致等同于今天诏安
县客家话的使用范围，官陂、秀篆、霞葛等乡
镇至今仍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元末明
初，许多客家人从闽西地区迁入二都，在偏
远的山区，齐整的器械加上高耸厚实的夯土
墙，让客家人抵御了倭寇、山匪的袭扰，并在
族群竞争中不断扩大地盘。经过数百年繁衍
生息，客家族群已遍布诏安北部山区，各大
族姓迁播甚广，如今台湾地区诏安客家的后
裔已经超过了祖籍地客家人的人数。

开基立业
诏安客家山区山多地少，谋生不易，创

业艰难，故为家族修筑土楼，堪称伟业，事迹
足以载入族谱。

对开基建楼的祖先，族谱中常不吝赞美
之辞，如《秀篆游氏家谱》曾赞十世祖游先根

“善于创业，而明于事机，才调出类”，并详细
记载其事迹：游先根年少好学，略通风水，20
岁时觅得良地，只因“家道未殷，不得已弃学
力耕粒积”，耕耘树艺，直到 35 岁时“家资有
千，遂营地基并后龙山，扦建虎坑楼，夙夜经
营，天必默相，不日成功”。经过十几年的克
勤克俭、苦心经营，游先根终于在清康熙乙
酉（1705年）建成虎坑楼。

游先根之妻李六娘“日绩夜纺，以勤致
富……至中年，助建虎坑楼，夙夜供工，何有
何无，黾勉求之”。李六娘是客家妇女勤俭贤
淑的典型代表，她本为武官千总之次女，却
不在乎夫家往日之有无，尽心操持奔忙，在
虎坑楼的修建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田楼，当地俗称大楼，直径达 94.5 米，
房屋共有 320 间，是官陂镇最大的土楼，为张
廖家族十二世的七个兄弟于清乾隆年间合
力建造。在田楼大门有藏头“在田”的对联：

“在昔经营孙曾九二初启宇，田庐居处兄弟
四三始创楣。”一副对联镌刻了家族史，上联
纪念十一世祖益垣公开创基业之功，“九二”
之和即“十一”；下联说明七兄弟棠棣联辉，
同心协力共造大楼，“四三”之和即为“七”。

“在田”“九二”取自《周易》文中的“九二，见
龙在田”，建筑布局遵照《周易》八卦形制巧
妙设计，别具用心。

与虎坑楼、在田楼一样，数以百计的诏

安土楼无不是父子同心、夫妻同道、兄弟同
德、宗族同力的结果，它们见证了客家人艰
辛创业的历史。

聚族而居
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一座土楼通常代

表着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合起来的生
产、生活单位。

诏安土楼一般高两三层，以隔墙分成一
个个开间，每个开间从楼下至楼上，自成一
单元。各个单元多采用“两落一天井”的建筑
形式：前落多用作厨房，后落下层多用作客
厅、饭厅，上层则作住房，中间有天井，从而
构成一套相对独立的生活单元。

诏安土楼属于“单元式土楼”，与永定、
南靖等地常见的“通廊式土楼”相比，其建筑
内部格局有较大区别。“单元式土楼”最大的
特点是将土楼分割成若干居住单元，各单元
有一个楼梯直通上下，各住户拥有住宅单元
的地面层至屋顶所有空间的使用权。而“通
廊式土楼”则需共用楼梯上下楼，并通过各
楼层的走廊才能走到自己的房间。

除了诏安外，邻近的平和、云霄，以及广
东的饶平、大埔等地均有“单元式土楼”出
现。“单元式土楼”更加注重独立性和私密
性，满足了家族房支分化后住户新的居住需
求，是“通廊式土楼”在传播过程中发展演变
的结果。

在土楼内部，通常有共同使用的水井、
晒谷场以及风车、谷砻、石磨、石碓等公用设
施。大多数土楼设有祠堂，通过岁时年节的
祭祀，以纪念祖先功绩，并勉励晚辈奋发图
强、光宗耀祖。有的土楼的祠堂设在大门正
对面的一个楼内单元，如官陂镇大边村水美

楼的“庆德堂”、在田楼的“济德堂”、玉田楼
的“燕翼堂”。有的土楼则在楼中央另盖一座
祠堂，如官陂镇凤狮村凤山楼的“仪式堂”。

凤山楼是一座直径达 71米、拥有 42开间
的大型单环圆楼，为官陂张廖氏第十三世张
绍安于清雍正四年（1726 年）建造。土楼中央
的“仪式堂”为两堂制，进深三间，由下厅、两
厢、中天井、拜亭、大厅组成，建筑面积达 200
余平方米。祠堂为歇山顶式建筑，雕梁画栋，
装饰精美。客家人提倡晴耕雨读，重视文化
教育，旧时许多祠堂还兼作书塾或学堂，供
族中子弟就读。

诏安土楼前一般都有圆形或半圆形水
塘，如凤山楼前的巨大水塘占地面积达 2100
多平方米，水塘既可作消防等用水，又可收
地势风水之效，体现了诏安客家人的风水观
念。土楼周围有各家族的土地，也有公共的
田园和山林。以土楼为中心，客家人凿井而
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产、生
活、文化教育设施一应俱全，一座座土楼就
是一幅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图景。

聚落成村
如今在诏安客家地区，有许多自然村以

土楼作为地名，如官陂镇大边村的大楼和玉
田楼、凤狮村凤山楼和龙头楼、霞葛镇嗣下
村嗣昌楼等，土楼成为宗族繁衍成聚落的外
化象征。

当土楼家族繁衍成为大家族，因应人口
增加，土楼或者扩建出护屋，在土楼外围另
有包覆弧形土楼，形成向心形的多重土楼；
或另择他地兴建新的土楼，从而形成具有紧
密宗亲关系的土楼群。

秀篆镇寨坪村的半月楼是扩建护屋的典

型土楼。半月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初时规模
较小，随着家族生齿日繁，原先土楼居住空间
不敷使用，族人则因地制宜由内向外扩建护
屋，历经 300 多年，将土楼增建成为一座里外
五圈、拥有 300 余开间的大型土楼。整座土楼
建在平缓的山坡上，背靠大山，面向田野，前
低后高，以“云瑞堂”祖祠为中心，呈马蹄形环
环相套，远远望去，宛若孔雀开屏，蔚为壮观。

官陂镇大边村土楼群是宗族房支分蘖、
延续兴盛的反映。土楼群以在田楼为中心，
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水美楼、石马楼、玉田楼、
玉峰楼等 12 座土楼。这些土楼大多建于清代
中后期，主要由诏安官陂张廖氏十二世、十
三世两代族人建立。在短短数十年间，建立
如此之多的土楼，足见当时张廖宗族势力之
强大，人丁之兴旺。据传，张廖氏子孙每迁到
一个新的村庄，均会设法构筑土楼以作栖身
之所，以至人口繁衍越快，土楼也越建越多。
据统计，张廖六世共四房，各房裔孙所建土
楼，多则二三十座，少的也有六七座。

玉田楼、玉峰楼为内外双圈土楼，建造
者具有紧密的宗亲关系。玉田楼为张廖姓十
二世德宽公儿子中的大、三、五房兴建并平
均分配居住，据说玉田楼因祖先挖地基时发
现大玉宝藏而得名。玉峰楼围绕在玉田楼外
围，由三房独立兴建，仅供三房派下居住。相
传大、三、五房商讨兴建玉田楼时，三房媳妇
钟氏在旁边听到了只言片语，误以为三房权
益会受到损害，因此连夜在玉田楼预留地外
再围出一座土楼范围。

后 世 族 人 关 于 玉 田 楼、玉 峰 楼 建 造 传
说颇具传奇。祖先挖到宝藏概率实际上很
小，类似的传说更多是子孙对祖先不可思
议地创下功业而进行的美好解释。玉峰楼
连夜围出地界的传说，背后反映了宗族社
会发展的一个历史事实：由于各种原因，宗
族房支分蘖不可避免地出现强房弱支，人
多财旺的房支有需求与能力增建更多的土
楼。所以，对于客家人而言，土楼不仅是家
族居住生活的空间实体，还是宗族延续兴
盛的精神象征。

作为曾经重要的民居形式，诏安土楼见
证了客家宗族的发展与变迁，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信息。土楼是客家先辈智慧和汗水的结
晶，也是客家后裔祭祖访亲的乡愁记忆所
在。许多珍贵的土楼或日益倾颓，或因闲置
而出现了“土楼空心化”的现象，土楼如何保
护并加以活化的问题，值得重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诏安土楼与客家宗族
□李积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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