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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和县崎岭乡南湖村有座建于清乾隆
年间的土楼，名叫“祥和楼”。这座土楼的设计
者曾天凤不仅匠心独运地将“慈祥谦和”的家
风融入到土楼的建设中，更是言传身教，培养
后代，与儿子曾文粹相隔 6年先后中举。

近年来，由于年久失修，祥和楼内个别单
元前落屋顶已然垮塌。所幸的是，许多从楼里
走出去的乡贤自发众筹修缮土楼，在当地传

为佳话。
入冬时节，天气晴好，记者走进南湖村的

这座土楼。楼门上方石雕匾额“祥和楼”三个
大字端庄隽永。匾额抬头写着“乾隆丁未岁”

（1787年），至今 236年。
祥和楼为同心双环圆形土楼，楼门朝南，

推门而进，中间是个直径约 15米的圆形石埕，
地面由鹅卵石铺成。楼内结构分为前后两落，

前落一层，后落三层，中间以长方形天井相
隔。整座楼由 8 个独立单元 72 个房间组成，每
个单元呈扇形，前落面阔一间。

据曾氏族谱记载，祥和楼的建造者为平和
崎 岭 曾 氏 第 十 四 世 公 曾 天 凤 。乾 隆 甲 辰 年

（1784 年），曾天凤独家举资建造祥和楼，至
1787年建成。土楼筑成，曾天凤举家迁居，又在
楼边另造平屋开设私塾，教化曾氏后辈之余，
亦惠及外姓子弟。曾天凤育有六子，其中三子
曾文粹为乾隆庚子科举人，曾任南安教谕。

农耕时代，乡人普遍耽于农事，有条件读
书识字者不多，能登科及第者更是凤毛麟角。
在当地，还流传着曾家“父子登闱午子科”的
佳话。一家人先后出了两个举人，这与曾家良
好的家风密不可分。

“祥和楼里每个房间住着不同兄弟，但是房
间的门都是相通的，兄弟间不分彼此，房里的东
西兄弟间都可以互用。不仅一楼，连二楼、三楼
包括走廊都是相通的。”祥和楼后人曾伟良说。
原来，和一般土楼不同，祥和楼一层的八个独立
单元在一楼和二楼各单元房间之间留有一门，
平时关闭，打开则成为邻里互通的廊道，每个单
元既有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又有互为融合的
公共区域。即便是兄弟分家，楼内亦未另外开设
门户，体现了兄弟情深的和谐、团结氛围。

曾天凤为子孙后辈建造了坚不可摧的祥
和楼，也留下了“慈祥谦和”的传世家风。曾氏
家族立足于此，近则有至漳厦发展者，远则有
东渡台湾、前往南洋另谋基业者，至今繁衍十
数代，人丁已达 400余口。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固守祥和楼
的 200余口曾姓人家陆续迁出，祥和楼日渐式

微。楼内个别单元前落屋顶垮塌，一幅破败苍
凉的景象。

几年前，退休返乡谒亲的祥和楼后人曾
文宜与曾铁民、曾大防等人，看到土楼日渐式
微，甚为痛心。

“以前每逢节庆，祥和楼人便会欢聚一
堂，共叙情谊，在团圆中正家风、重家教、树美
德，传承慈祥谦和的族群品质。后来随着土楼
的慢慢衰败，大家失去了彼此沟通的桥梁纽
带。”曾文宜说。

修一座楼，不仅是修复土楼人家的居住
场所，更是保护人们世代生活形成的生活方
式、民风民俗等。为挽救祖先留下的宝贵物质
文化遗产，把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祥和楼的
后人们成立保护修缮工作理事会，在当地乡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开展
修复工作。理事会以主要成员率先捐款、乡亲
集资、外出人员捐助的方式筹集资金。祥和楼
曾氏宗亲纷纷捐资，理事会很快就众筹到首
批 40多万元建设款项。

“在土楼的修复过程中，我们依据修旧如
旧原则，选用的材料尽量与原建筑风貌相匹
配，不让修复工作破坏土楼原有的容貌。在一
次施工中，乡亲们没考虑周全，用水泥将楼内
大埕的鹅卵石缝隙和排水沟抹平。幸好施工
后下起了小雨，水泥未能和石头黏合成一体，
家住漳州的曾文宜闻悉，马上搭乘汽车，赶回
土楼，和我一起及时把水泥重新勾起，让石头
铺就的大埕和排水沟保持原貌。”祥和楼后人
曾伟良说。

如今的祥和楼一改昔日的衰落，重新焕
发出勃勃生机。

修旧如旧，乡贤众筹修土楼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汤绍平 李润南 李嘉琳 文/图

“中间一个圆，四周是对称方形。圆的四周是
二十四节气。将数学的钟面知识应用在这幅图里，
看，二十四节气也是一个轮回。”12月 1日下午，漳
浦县实验小学教室内，卢淑蓉正在分享她制作的
剪纸作品《阿嬷讲二十四节气》。

卢淑蓉是漳浦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淑蓉尝试在教学过程中将剪
纸应用到数学教学中，没想到激发起了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五重四面体、柏拉图多面体、谢尔宾
斯基三角形……静态的纸张在孩子们的指尖下
变得鲜活，数学之美也尽情展现。

在剪纸中寻找“数学之美”

剪采为花，备极工巧。漳浦剪纸是一门古老的
民间传统手艺，自唐宋以来就非常活跃。2008 年，
漳浦剪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
项目名录。

卢淑蓉与剪纸结缘，始于儿时的经历。从小便
展示出过人美术天赋的她，受姨妈的影响，8 岁就
拿起剪刀学习剪纸。

在上数学课轴对称图形前，卢淑蓉让学生们
提前准备纸。随后，她引导孩子们细数生活中对称
的物体，如汽车标记、交通标志等，让学生感知生
活中的对称美。在此基础上，孩子们通过剪纸的方

式得到对称的图形。
“太有趣了。”学生郭凯发现将纸对折 2 次能

剪出 4 个相同的图形，对折 3 次能剪出 8 个相同的
图形。每次得出的图形数量是前一次图形数量的
2倍，并且这些图形都是对称的。

卢淑蓉告诉记者，剪纸作品重复性的特点有
助于学生更积极主动地探索其中蕴含的简单规
律，更形象地经历数学建模的过程，为以后学习更
复杂的“找规律”埋下伏笔，也为以后用剪纸探究
其他数学内容奠定基础。

在学剪纸的过程中，卢淑蓉在学生身上发现
了一些变化，例如，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变强了，
对美的感受也越来越有自己的见地。学生们在体
验剪纸过程中，学到猜想、验证、归纳、运用等数学
学习的重要方法，进一步巩固对轴对称图形的认
知，逐步构建起小学数学几何直观和空间观念。他
们逐渐爱上剪纸，也爱上了数学。

在跨界中思考传承与发展

漳浦剪纸以阳剪为主、阴剪为辅，具有构图
丰满匀称、线条连贯简练、风格细腻雅致的艺术
特点。

热爱漳浦剪纸的卢淑蓉有了一个大胆的尝
试：用数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编写《学剪纸》校本课

程，让更多人了解漳浦剪纸。“很多剪纸教材由美
术专家或民间艺术家撰写。作为数学老师的我，撰
写剪纸教材，可以另辟蹊径。”卢淑蓉说，剪纸全在
于“心窍”，化繁为简。即便是非常复杂的剪纸图
案，无外乎 6 种基本剪纸纹样。以数学的方式方法
将技法总结出来，孩子们在家对照书本，就可以自
学漳浦剪纸了。

如今，卢淑蓉已经带着孩子们创作出了安全、
德育、国学等系列剪纸作品。她还尝试将剪纸教学
录制成视频，植入小学生数学课程当中，同时潜心
研发手工教具，在传承漳浦剪纸的同时，开发孩子
们的空间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

传承和发展，是卢淑蓉当下思考最多的事
情。“不论是剪纸还是其他的工艺美术，发展一
定要与时俱进，要跟着时代走。如果一味守旧，
很难得到年轻人的喜欢，无法传承。”为此，卢淑
蓉玩跨界、走混搭，玩起了文创产品的开发，内
容包括手机壳、手袋、水杯、茶垫、丝巾等各种剪
纸元素的文创品。

“我们的文创产品讲究环保材质，例如手提
袋，我们采用杜邦纸，在上面印上剪纸的图案，提
炼传统的剪纸精华，结合现代生活进行创作，这样
才能唤醒实用性，让非遗‘活’起来。”如今，卢淑蓉
已开发 10 多种含有剪纸纹样的衍生系列产品，让
漳浦剪纸走下展台、走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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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一新的祥和楼

本报讯（郑文典） 近日，在第 32 个“国际残疾人日”
和第 38 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2023 年漳州市“大
爱漳州 有爱容融”国际残疾人日嘉年华活动在漳州古城
西广场举行。

活动中，漳州市残疾人艺术团演员联合志愿者带
来锦歌、朗诵、歌曲、街舞等精彩表演。活动当天，助残
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义诊、义剪、政策咨询、法律法规宣
传等服务。

漳州举行
“国际残疾人日”嘉年华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妙珠） 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福 建 省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诏 安 县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2022·墨香诏安”——中国画作品展在诏安县文化艺术
中心展出。展览持续至 12月 15日。

此次展览自 2022 年 9 月面向全国征稿以来，得到了
全国各地美术家及美术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截至 2022 年
11 月，共收到中国画投稿作品 3083 件，展览评选委员会
经过严格的初评、复评，最终评选出入选展出作品 140
件。展出的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技法多元、内涵丰
富，既有描绘山川河流与都市生活的山水画，也有表现地
域特点和文化特色的花鸟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代
中国画创作的新成果。

据了解，诏安县于 1993 年被评为“中国书画艺术之
乡”，书画艺术源远流长，从唐代兴起后传承至今，有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而扎实的群众基础。

“墨香诏安”中国画
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陈秋燕） 近日，由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省教
育装备行业协会、福建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两岸关系
理论漳州研究基地主办的 2023 年海峡两岸高校数字出
版专业教育研讨会暨第二届闽台文化与传播研讨会在漳
召开。

会上，与会嘉宾通过主旨演讲、分组讨论等方式，围
绕“两岸文化传播融合与数字出版教育创新”主题，从数
字出版教育、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数字出版技术创新与应
用、闽台文化交流、两岸社会文化传播等领域展开研讨，
共商两岸数字出版教育与业态发展，为两岸文化与传播
的融合发展出谋献策。研讨会还收到“两岸文化传播融合
与数字出版教育创新”论文 70篇。

第二届闽台文化与传播
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近日，2023 年木垒县冬季
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漳州东南花都举办。

推介会上，木垒县文旅局重点介绍了天山木垒中国
农业公园景区，2023 年木垒县第三届冰雪旅游嘉年华、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节（包括年货节、乡村厨王争霸赛、腊
八节、冬至节等）、雪上叼羊赛马等冰雪旅游活动和木垒
羊肉、鹰嘴豆等风物特产。漳州市文旅局与木垒县文旅
局、漳州旅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木垒县木垒河旅行
社在推介会上分别签署文旅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木垒
县与漳州市文化旅游交流合作。

木垒县冬季文化旅游推介会
走进漳州

近日，漳州古城举办“乡情拳拳·亲情绵绵”漳台青年
棉花画非遗技艺体验活动。60 多位漳台青年在棉花画代
表性传承人吕嘉慧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水仙花棉花画手
工作品，共同发扬和传承非遗技艺。

本报通讯员 黄林苹 曾晨 郑文典 摄

近日，漳州市在岳口小学开展“红色基因代代传 国
防科普向未来”进校园活动，组织学生通过模拟射击体
验、模型展示、机器人表演、红色主题宣讲等方式学习国
防知识。 本报通讯员 郑文典 余婷婷 摄

近日，“‘福小宣’在漳州”优秀宣讲
作品评选活动总决赛举行。本次总决赛
由省委讲师团指导，漳州市委宣传部、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国资
委、市社科联、市委讲师团联合主办。

今年 3 月，“‘福小宣’在漳州”优秀
宣讲作品评选暨基层巡讲活动启动，全
市 16 个县（区）、开发区（投资区）和市
直有关单位踊跃参与。经过综合评选、
半决赛等，最终 8 部作品脱颖而出，入
围总决赛。

总决赛现场，漳州“福小宣”青年宣
讲团成员围绕“江南红旗渠”向东渠、

“独臂教师”梁木山、漳浦乡村医生陈伟
琳等主题或人物开展宣讲。经过激烈角
逐，由漳州市公安局选送的作品《以快
制快 守护百姓》获得一等奖，漳州市自
然资源局选送的作品《梦田》和中共诏
安县委宣传部选送的作品《双手捧起

“梅”好生活》获得二等奖，其余作品获
得三等奖。图为总决赛现场。

本报记者 潘园园 摄影报道

“‘“‘福小宣福小宣’’在漳州在漳州””宣讲作品评选活动总决赛举行宣讲作品评选活动总决赛举行

剪纸
作 品《阿
嬷讲二十
四节气》

▶学生们集体展示剪纸作品。▲卢淑蓉和孩子们在剪纸中找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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