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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9910171813599101718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

大队张荣华遗失警官证，警官证

号：450546，声明作废。

石狮市顺风清洁服务部(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581MA2Y671L1Q）不慎遗失

圆形橡胶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行走于沈家大院，许
多人诧异于这样一座价值
连城的古宅是如何如此完
整地保存下来的？记者多
方探究，发现这主要得益
于当地人对沈逢源的感
恩，以及沈荣埭一家三代
人的接力守护。

“保护这座房子，我父
亲付出很多。”说起自家三
代人对这座房子的感情，
不太擅长表述的沈荣埭向
记者娓娓道来。在“德兴
堂”兴建期间，沈荣埭的母

亲就参与其中，帮忙煮饭
也帮着料理些杂活。沈逢
源举家迁去台湾后，就让
沈荣埭的父母住进宅子看
护，每月还给几斤油。

在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那一段特殊时期，
为了保护“德兴堂”，沈荣
埭的父亲把房子中能拆卸
的构件全部拆卸，藏在厅
堂上层的暗房里。楹联、
诗画以及无法拆卸的构
件，就用毛边纸写上标语
密密麻麻地张贴遮盖。石

雕、剪瓷雕等艺术构件，先
套上一层麻布袋，再用烂
泥涂抹。就这样，大院得
以幸免于难。

沈荣埭说，叔公的后
辈已经将大院的产权捐给
政府。而他依然住在大院
里，守着几亩地，几十棵枇
杷，空闲时为游客讲讲大
院的故事。说起这座老宅
的守护，他说，儿子也一直
在参与接力守护，“有这座
大院在，对岸的亲人也就
拥有了恒久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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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萍 林良标 文/图

在泉州永春蓬壶镇仙岭村，
藏着一座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占地2000余平方米的“德兴堂”沈
家大院。这座耗时4年方才建成，
仅金漆就熔用了32斤黄金，被民
间称为“黄金”古宅的大厝，从选
材到营造技艺再到文化布局，堪
称建筑界经典。

84 年间，它承载着一代纺织
大王沈逢源从上海滩崛起、横跨
海峡经商的传奇故事，更见证了
当地三代人接力守护的深情。如
今，这座古宅不仅是闽南建筑艺
术的瑰宝，更成为维系两岸血脉
亲情、承载乡愁记忆的永恒纽
带。近日，海都记者探访“德兴
堂”，揭秘古宅背后的深情往事。

当记者走进仙岭村这座占地
2000余平方米，有着 5个天井、32
个房间的两进落精致古厝，内心
竟有了置身民国的时空穿越感。
这座名为“德兴堂”的沈家大院为
闽南传统的木石砖土混合结构，
虽然已经过去 84年，但大宅的每
一处角落、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气
派、精致与典雅。

台阶上房廊里铺就的上等青
草石，早就有了岁月的包浆，屋顶
檐角处用剪瓷贴砌而成的神话典
故，神兽、人物栩栩如生。厅堂大
石柱础上的整根木头和房顶上硕
大的横梁，无声彰显着用料的讲
究。精致的木浮雕成排成片地出
现在厅堂里、转角处。历经岁月
仍金光闪闪的金漆点亮了掩藏于
古朴间的华丽。

“房子从 1937 年一直建到
1941年才完工，单单油漆的金粉就
熔用了32斤黄金。”建造这座房子
究竟用了多少钱，沈家大院的第二
代守护人、今年 62岁的沈荣埭也
说不清。但他知道，房子用料极其
考究，石材选自南安的石砻，土灰
来自三明大田……当时的交通十
分闭塞，运石头时先用小船运，再
用人工抬，“每天100多人，边用木
板铺路，边抬石头”。记者估算了
一下，单金漆一项，换算成如今的
金价已经超过1300万元。

除了考究的用料和高超的工
艺，沈家大院的文化气息亦是不可
多得的历史遗存。整座古宅二十
四孝、飞天迎宾等经典与神话故事
的木雕、瓷剪艺术，是一部每次品
味都有不同回响的古书。令人惊
喜的是，古宅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
名人墨宝，有楹联有匾额亦有题
诗，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有近20
幅（方、对）之多。再看落款，民国时
期政要林森，近现代名家于右任、
季守正、林汝成、梁披云等皆现其
中。窥其内容，“信义 和平 忠孝
仁爱”“行修名立 理得心安”等中
国传统普世价值的诗联沁人心田。

“我叔公是厦门大学毕
业的。”说起沈家大院的主
人沈逢源，院子的守护人沈
荣埭满是自豪。他说，沈逢
源毕业没多久就显露了他
的商业才华。当时在上海，
沈逢源主动找到一家面临
经营困境的纺织商行“永顺
兴行”献出经营良策。入职
后，这家商行很快起死回
生，生意兴隆。老板看重其
能力，主动让出一半股份，
合伙经营。

后来，商行改号“鸿荣
行”，且将连锁开到了福
州、泉州、广州、香港等
地。1946年，他又组建“南
成行”，分行遍及上海、台
湾等地。1954 年，沈逢源
在香港投资兴办“立丰织
绸厂”，成为远近闻名的纺
织大王。后来，他又在台
湾兴办“新竹玻璃公司”，
开拓玻璃业务的版图。

沈荣埭说，沈逢源育
有 6 男 12 女，家庭和睦，

很有家乡情怀，经商大成
回永春蓬壶仙岭盖“德兴
堂”的同时，还出资建了
小学。去了台湾后，他还
经常支持家乡的教育、慈
善等公益事业，与他相关
的仙岭小学教育基金会延
续至今。

直到现在，沈逢源在
台湾的子孙后辈也时常
回到家乡，关注、参与、支
持家乡的建设发展及公
益事业。

一代纺织大王的家乡情怀

三代人的接力守护

熔32斤黄金造房
泉州深山藏“金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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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顶的飞天迎宾图

沈家大院是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天井也别有一番意境 厅堂内精美的木雕，名家题匾题诗联也多集中于此

雕刻精美的斗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