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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中
期，时任泉州南建筑博物馆
研究人员的杨清江就曾根
据傅维早次子傅孙涛等傅
家后人的回忆，并查阅有关
史料整理，撰写了傅维早的
个人故事。2004年2月，为
纪念傅维早诞辰 120周年，
傅维早后人寻找傅维早当
年的建筑，重新整理了傅维
早的故事。这些年，后人再
发力研究傅维早的建筑之
美，进一步丰富了傅维早传
奇的版筑人生故事。

傅维早的后人告诉记
者，傅维早为人低调，一生只
发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生
前病了坐靠背椅的照片，一
张是与他人的合影。他的故
事，得从那些建筑聊起。

傅 维 早（1884—1940
年），人称“早师（司）”，又称

“草司”，南安溪美象山村东
山傅厝人（今南安市柳城办
事处象山村）。

因家庭贫困，其父早年
即往厦门当店员。9岁时，
傅维早随母徙居厦门。穷

人孩子早当家，傅维早一到
厦门，便肩挑担子沿街叫卖
葱菜、糕果。他水性很好，
可潜水在水下行走，为了弥
补家用，经常下海打捞商船
丢落的货物换钱。

11 岁那年，傅维早到
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小工，因
帮一位传教士捞起了落水
钱包，通过这个传教士，得
以跟一位外国建筑师学
艺。虽未进过学堂，但他秉
性聪颖，对建筑有特殊兴
趣，加上刻苦钻研，很快便
学会看图施工和测绘设
计。此外，因与外国人打交
道多，他慢慢也学会了英
语、法语、德语三门语言。

15 岁时，傅维早已能
熟练掌握中外建筑的精湛
技艺，洋师傅放手让他单
独带班施工，并推荐他参
与厦门鼓浪屿英美领事
馆、英华书院等建设工程，
初步施展了建筑才华。当
时，有个英国基督教长老
会传教士发现傅维早是个
难得的建筑人才，还邀请

他往英国深造，但被傅维
早婉言谢绝了。

1910 年，英国基督教
长老会准备扩大泉州教会
医院和教会学校规模，便邀
请这位聪明、能干的年轻人

来泉州，将培元中学和惠世
医院的工程委托给他设计
和施工。傅维早欣然答应，
他很快携带家眷返回泉州
定居，从此开始了在泉州的
传奇版筑事业。

他一辈子修了四座“国保”
建造“安礼逊图书楼”和池塘湖番仔楼、修缮东西塔和泉州府文庙，

泉州“国保”建筑大师傅维早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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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将至，已经火爆“出圈”
的世遗之城泉州，将再一次迎来八方游
客。作为泉州古城热门打卡点之一，金
鱼巷已是不少游客必到之处。

日前，在金鱼巷傅维早故居内，每
天都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看“艺通
於道——傅维早建筑艺术图片展”。开
元寺东西塔、泉州府文庙，培元中学“安
礼逊图书楼”、“观山李氏民居——池塘
湖番仔楼”……游客们纷纷感叹，一位
出身草根的工匠，竟参与了四座“国保”
级建筑的修复与设计等。

今年是泉州近现代建筑大师傅维早
诞辰140周年，我们将通过傅维早的后人
回忆，以及他留下的精品建筑，讲述他从
工匠成长为“国保”建筑大师的传奇故事。

傅维早还在泉州承建
一大批古民居。比如在浔
美，建有十几座古大厝，其
中，1927 年建“海墩”古大
厝，双塌凹寿门，砖木石雕
皆有，1916年建了梳妆楼；
还参与泉州中山路街道两
侧骑楼式商住楼建筑群的
建设和泉州至安溪公路路
线的测量和设计。

在泉州金鱼巷关刀埕，
傅维早还亲自置地设计傅
家大厝，为自己打造一座既
有经典的古民居韵味，又有
创新趣味的闽南古大厝。
尤其是，他将天井外檐斗栱
设计成四尊“飞天迎宾仕
女”，这一绝世佳作，与开元
寺的飞天造型不同，在古大
厝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厝
中还有几处别出心裁的中
西合璧的设计。1919年宅
邸竣工，房子占地 1000 多
平方米。

1899年，李功藏要在老
家南安市眉山乡观山村修
建中西合璧的池塘湖番仔

楼，建筑所用图纸是由傅维
早和著名印尼荷裔建造师
联合设计，这座番仔楼全部
工程至 1909 年竣工，历时
10年，也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傅维早积劳成疾，于
1940年逝世，终年56岁。傅
维早的三子傅轶青是中国火
箭研究专家，他还在世时接
受海都记者采访时曾说道，
父亲经常教导他，做事要小
心谨慎，不要“返工”。因为
他自己就最怕返工，既浪费
时间，又浪费金钱。

作为闽南建筑大师，傅
维早先生拥有独特的美学
理念和设计创造力，把先进
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和
工艺技术带来泉州，创西式
建筑材料与中式传统木构
建筑工艺结合之先河。

“勤奋友善、刻苦创新，
是独属于傅维早的版筑精
神，作为后人，我们有义务
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傅
子祺说道。

上世纪 20年代至 30年
代，傅维早的建筑事业达到
鼎盛时期。当时，他拥有10
多支施工队伍，18部电话。
他在新门街自办木工场、眠
床店，在新门城外吊桥边开
办瓦窑，采用龙窑（俗称目仔
窑）烧制砖瓦，燃料应用煤
炭，不用木柴。如此规模，在
上世纪 30年代泉州建筑行
业中仅此一家。当时，泉州
的许多重要修建工程几乎全
部聘请他主持承建。他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保
留古建筑面貌的同时，在工
艺上、材料上融入创新。

1924年，中国佛教学会
会长圆瑛法师与旅居新加
坡高僧转道和尚、转物大师
兴复泉州开元寺，聘请傅维
早主持修复甘露戒坛、功德
堂、尊胜院。第二年，圆瑛
法师聘傅维早修缮开元寺
东塔、西塔并修建法堂。

当时，开元寺双塔多处
损坏，东塔塔尖铁链几乎全
断。1927年秋，傅维早以高
超的技艺和过人的胆识，圆
满完成复兴开元寺的三种
殊特工程，千年古刹得以重
现光彩。至今近百年过去，
双塔岿然不动。

“如果修的是塔身还有
依托，但修塔刹，修塔的工
艺和操作过程则难度成倍

增加。”傅维早的孙子傅子
祺介绍，他小时候看到家中
后院摆放一段段的圆木，老
人说那是维修东西塔时的
旧木头。

1926年，著名华侨李功
藏捐资修建泉州文庙，也请
傅维早主持。傅维早接受
工程时郑重声言：“修复文
庙乃关泉州文运之大事，维
早虽然没进过学堂，但崇拜
孔夫子，这次工程为义务奉
献，不取一分一文报酬。”

文庙大成殿是一座按
照宋代营造法式建造的宋
代古建筑，傅维早严格按照
原式样、原风格修葺一新。
同期修复尚有魁星楼和泮
宫门楼，工程竣工时，泉州
兴文局董事敬赠“艺通於
道”大匾额。

“李功藏捐资 7000元，
祖父敬仰孔夫子，不收报
酬，但若按民间‘工半料半’
的说法，他的付出相当于也
捐给府文庙 7000 元，这块

‘艺通於道’匾额，正是对他
建筑艺术成就和高尚道德
情操的最高褒奖。”傅子祺
进一步介绍。

2009年，傅维早的后裔
将牌匾赠送给泉州府文庙，
现在明伦堂展出。今傅家后
人按原物仿真复制一块“艺
通於道”新匾悬挂于大厅口。

傅维早在泉州的第一
项工程，就是设计建造惠世
医院主楼“白楼”。历经 7
年，1917年，惠世医院主楼
建成投用，这栋有着洛可
可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是
傅维早在泉州最早把新材
料钢筋混凝土应用在公共
建筑上的实例。现存的惠
世主楼 2013年入选福建省
第一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
筑名录。

培元学校的多处建筑
也都由傅维早亲自主持建
设，其中最有名的是“安礼
逊图书楼”。

1926 年 10 月，泉州培

元中学校友集资，筹建“安
礼逊图书楼”，以此纪念培
元中学创办者安礼逊 50岁
大寿，大家公推傅维早来主
持设计。同年 12月举行奠
基礼遂开工。

傅维早别具匠心，大胆
创新，整栋楼用水泥浇筑而
成，一块砖都没用，更妙的
是将大楼设计成一座具有
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
主义建筑风格的教堂式建
筑。这座建筑中西合璧，一
至四层为西式塔楼，第五层
为中式楼阁。塔楼顶部的
凌云台采用闽南传统古建
筑的歇山顶，飞檐碧瓦，雄

伟典雅，泉州人曾打趣形容
它“穿西装，戴瓜皮帽”。

据介绍，“安礼逊图书
楼”整幢大楼高达 24.8米，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其高
度仅次于东西塔，建筑面积
1246平方米，使用面积 996
平方米。整体结构匀称，造
型优美，是傅维早建筑作品
中的精品和代表作。

这栋百年建筑有许多
细部值得品味，比如礼堂二
层投影平面是一个钟形，寓
意着“钟声回荡”；两条凹凸
曲线阴阳相生，寓意人与自
然和谐；古罗马四柱廊，柱
头精美的爱奥尼式涡卷和

科林斯式茛苕花饰，令人赏
心悦目；还有礼堂空间充满
巴洛克奢华特征的几何线
条，以及中式歇山顶楼阁美
轮美奂的草龙翼角，中西建
筑元素比比皆是……

傅维早还自费建造四
根水泥柱，以他两个儿子傅
泽秀、傅孙涛的名义献给安
礼逊，并在二层走廊转台柱
上刻字留念，以报答安礼逊
的知遇之恩。

1927 年建成至今，安
礼逊图书楼仍坚固如初，现
作为培元的“校史馆”。
2019 年，“安礼逊图书楼”
正式成为“国保”单位。

做事最怕“返工”
其子是火箭研究专家

向洋师傅学艺，15岁开始带班施工

一生的代表作，泉州人形容为“穿西装，戴瓜皮帽”

“修旧如旧”
修泉州府文庙不收报酬

傅子祺向游客介绍爷爷当年修缮开元寺的经历

“安礼逊图书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