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五期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正月十三，二三友人走进连城县培田古民居村

落，一路飞扬，转而在村头圣旨牌坊旁驻足观望，但见

青山绿水好田园，枯柳桃红石板青，正如吴正道所赞：

“个中景物多闲旷，吟兴诗人未有涯”。培田和吴氏百

年的兴衰浮沉就这条千米古街走进，看看“九厅十八

井”的传统与对称，听听古院旧祠低声诉说前尘往事。

稍许几步，一方莲池静处左方，虽已晚冬，仍见

三两绿荷正摇曳风姿，右方大院“三台拱瑞”，双狮护

守，犹见当年盛景。记得几年前初次走访，那时人烟

甚稀，如今光景，极为热闹，小摊、民宿、小吃、玩物齐

全完备，游客正细细听着那流转的故往。原来，历史

不会孤单，因为永远有人愿意感受先人的艰难困苦，

旧人的玉汝于成。

转个方向，沿着铺满鹅卵石的古道走进村里，曲

径通幽，四通八达。百年宗祠斑驳褪色，飞檐翘角，雕

梁画栋，厅内窗牖镂雕木刻，石柱出楹联，木壁绘漆

画，画工巧夺天工，惊叹连连。南山书院疏于打理，借

座栏一扶，自是惹尘埃，可战前会议台，古时旧学堂，

千年罗汉松却是不肯松懈，依旧守着这方天地，守护

着老秀才的诗与兴。而正是这免费南山书院，从乾隆

到光绪三十年，培养出的状元、榜眼、翰林、进士、秀

才就有百余人，“官厅”、“大夫第”、“敦朴堂”、“济美

堂”等官宅自是气派堂皇，百年前想必也有帘外芭蕉

惹骤雨，门环惹铜绿的雨夜在低低诉说着家史。最让

我注目的是都阃府门口旗杆石上的那条五爪盘龙，

顺着纹路而下，肃然而立。府旁就是戏台，听座处两

侧墙壁写着四个醒目大字“忠孝廉节”，传承孔儒思

想。为迎公太闹元宵，村民正紧密排练，铿锵的锣鼓

声忽盛忽息，有幸向村民借之敲打几下，马上就融入

那种人们美好祈愿中。中国就是这样的，不管哪里，

有着它的地域文化它的独特风俗，不以迷信一语弊

之，那往往是信仰，是祈愿，是精神，每当困苦，有着

文化感召自当焕然一新，重新开始。

呆的最久的莫过于容膝居，容膝居是古时女子

谈风月受教育的地方，墙角君竹香兰静静地听着，听

着女子谈夫君，谈儿女，谈女性的秘密。我们踏入容

膝居不久，一记者在其中着手做着元宵水果汤圆，给

留守孩童一份团团圆圆。她说，上善若水，人在做天

在看，有十分出九分，一分自保，不累他人。听完敬佩

不已，在这可谈风月下，多有进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