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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蒙蒙的天，淅沥沥的
雨，我们赶到时，年轻的联
星村党总支部书记陈锦海
热情迎接，并成为我们此
次寻访的向导。

杏塘土楼坐北朝南，形
似古堡，建筑面积约有 2500
平方米，外围是呈四方形的
土石结构围墙，墙高8米、厚
2 米，位于下半部的 5 米围
墙采用巨石垒砌，位于上半
部的3米高墙则使用黏质土
夯筑。

土楼的圆拱形大门位
于南侧外墙正中，方正的
青石门框上，有一对精美
的方形浮雕“户对”，分别
刻着竹鹿和松鹤，寓意福
禄双全、长寿安康。门额
处 镶 嵌 着 辉 绿 石 匾 ，上
面阴刻楷书大字“颍水流
芳”，这正是杏塘陈氏的
郡望。

陈锦海打开土楼大门
后，我们推门而入，发现楼
里有楼，别有洞天。一座
闽南传统建筑风格的宗祠
和外围的土楼形成了一个
大大的“回”字布局结构。
宗祠是杏塘长房三柱的祠

堂，整体建筑富丽堂皇、雕
梁画栋。

土楼的内部楼层为穿
斗式木构架双层小楼，上
下居室外皆有走廊，互相
连通。屋盖由杉木椽仔桷
和方形黑瓦片构成，利于
遮风挡雨。依围墙而建的
双层木楼居室共有 78 间，
分布在楼墙两侧及后方。

土楼内留存着大量青
石构件，其中有一口圆形古
井，内径约为 30厘米，井水
清澈，离井口约3米处，放置
着直径约 1米的“大碗石”，
据说是用于洗菜等。

在没有建造居室的正
大门围墙上，设有众多的既
利于采光和空气流通，又能
瞭望敌情的枪眼。在匪患、
猛兽猖獗的年代，固若金汤
的墙体和枪眼，曾给予陈氏
族民很大的安全感。

“除了这些枪眼，土楼
边上本来还有座炮楼，可惜
已经没了。”70多岁的村民
陈维江告诉我们，他小时候
就住在土楼里，“当时共有
10 多户人家，到了上世纪
90年代，才陆续搬出”。

南安这座方形土楼“众筹”建成
240年历史的杏塘土楼，建于清乾隆年间，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当年护佑

数百陈氏族人安居乐业

海都讯(记者 林童/文
毛朝青/图） 福州市民黄先
生向记者反映，昨日清晨，
闽侯道德山附近出现了一
大片云层，仿若“玉带”一般
将山体“包裹”，美不胜收。

昨天上午 8点半左右，
记者从附近高处远远望去，
整个道德山好似仙境一
般。雪白无瑕的云层仿佛
一条“玉带”，逐渐变浓、变
白、变窄、变长，山体若隐若

现，直到上午11时许，“玉带
云”才渐渐散去。

关于“玉带云”景观的
成因，福建省气象台天气预
报工程师唐南军告诉记者，
这是民间的一种通俗叫法，

“它属于低云类，雨后水汽
条件较好的时候，气块相对
湿度越大，抬升凝结高度越
低，云底就越低，主要发生
于沿山地区，所以也和地形
有关”。

海都讯（记者 林童
梁展豪） 随着阴雨逐渐
散去，昨天晌午前后阳光
短暂“露脸”，给大家带来
了丝丝温暖的体感，但新
一轮弱冷空气即将登场，
预计未来三天，气温有小
幅度的波动。

受副高北侧西南气流
影响，福州的气温将缓慢
回升，天气以阴天间多云
为主，部分县市有阵雨。
白天天气适宜户外活动。

4日到5日，全市阴天间多
云，部分县市有小雨，6
日，阴天到多云，部分乡镇
有小雨。

弱冷空气登场
气温小幅波动

4日 阴到小雨
15℃~18℃

5日 小雨到阴
15℃~18℃

6日 阴天间多云
13℃~17℃

闽侯道德山现“玉带云”景观
大片云层环绕山腰，山体若隐若现，远望好似仙境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杨江参 文/图

在泉州南安诗山镇联星
村杏塘自然村，有一座“众筹”
而建的“回”字形的杏塘土楼，
它建于清乾隆壬寅年（公元
1782 年），历经 200 多年风雨
洗礼，至今仍巍然屹立，2012
年成为南安市不可移动文物。

土楼由何人主持而建，又
是如何“众筹”的？背后隐藏
着哪些动人故事？11 月 30
日，海都记者冒雨前往探访。

51岁的陈庆波，家住土
楼边上。他告诉我们，已有
240年历史的土楼，是由杏
塘陈氏七世祖陈绳武采用

“公筹”的方式，聚集了大量
资金，并聘来能工巧匠，经数
载苦心营造，方才建成的。

在陈氏族人中，陈绳武
并非成就最高之人，却能用
自己的智慧和号召力建起
土楼，护族人以周全，不得
不说是一位奇人。通过陈
庆波提供的清代手抄本《南
安贞格杏塘陈氏族谱》，我
们了解到陈绳武历经磨难
的人生故事。

陈绳武原名陈重迈，字
尔嘉，别号绳武。他出生于

清乾隆癸酉年（公元 1753
年），才2个月大时，父亲陈
厚顺便去世了，刚满6岁时，
母亲也撒手人寰，他靠着叔
辈和族人们的接济才得以长
大，从小便尝遍了人生疾
苦。从小聪颖伶俐的陈绳
武，长成后辍学从商，从挑担
卖浆等小生意做起，靠着勤
奋和努力，将生意越做越大。

和当地许多人一样，经
商致富后，陈绳武在村落的
中心位置，建起了一座闽南
大厝。但传统建筑虽然满
足了居住要求，却常常受到
土匪的侵扰。尤其是当时
杏塘村周边匪患猖獗，像陈
绳武这样的巨贾更是容易

被盯上。为此，陈绳武决定
牵头发动族人兴建土楼，抵
御匪患。

在他的主持下，一座兼
具居住和防御功能的土楼
在数年间拔地而起。其后，
陈氏族人在此安居乐业，最
多时曾有数百人居住在里
面。后来，土楼经过修缮，
2012年成为南安市不可移
动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杏塘
土楼后面的小山上，长着一
株树干粗壮遒劲、表皮呈鳞
片状的高大龙眼树。“今年
结的果实，个头不大，但很
特别，有一股冰糖味。”陈庆
波告诉我们，这棵龙眼树据

传是陈绳武当年亲手培植
的，如今已根深叶茂，亭亭
如盖，在杏塘人的心中，有
着不一样的教化和意义。

或许是因为年少时家
境贫困辍学的原因，陈绳武
更懂得“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的不易。吃着百家饭长
大的陈绳武，始终不忘感恩
反哺、造化乡民，因此在事
业发达后，格外关心家乡的
教育事业。他在杏塘土楼
门口左侧的小山丘上，出资
建起私塾，供杏塘子孙求学
之用。从兴建土楼、建立私
塾开始，陈绳武重教兴学、
造化乡民的精神，给当地带
来了深刻影响。

楼里有楼 固若金汤

重教兴学 感恩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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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手抄本《南安贞格杏塘陈氏族谱》

古井旁的青石“大碗”
可用来洗菜等

杏塘土楼大门的门栓

山腰处环绕着云丝万缕，从北至南慢慢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