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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客家SO土楼》主要内容有：“小桥流水人家”、“纯朴客家民风”
、“灵秀客家名人”、“移情别恋食物”、“多彩旅游情怀”五个章节，引领您畅游风情永定——览
土楼华韵，观客家风俗，会古今贤达，品侨乡美食
⋯⋯ 《最客家SO土楼》由梧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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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颖，福建省知名作家，笔名梧桐。
文化项目资深策划人，专栏作家，动画编剧。

主要旅游图书作品： 《讲鼓SO鼓浪屿》 《最隐逸SO连城》 《最武夷SO茶》 《最客家SO土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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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洪坑土楼群    【群仙隐在社林间-洪坑土楼群】    若是你问我用什么比喻洪坑土楼，我想我会用“琴”
。
琴有幽之风，韵之雅，风雅。
    洪坑土楼群，山乡水韵，如琴诉着风雅幽情。
    沿着洪川溪自北而南上，水车轻盈溪潺潺，榕树成荫人闲闲，青山如黛岸连连，更有土楼情恋恋。
楼里老人晒太阳，小学小孩下课玩，溪边村妇洗衣裳⋯⋯真是一步是一景。
想起邓丽君的《又见炊烟》，想起了卞之琳《断章》里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他们是风景，我们游人也是。
不同年代、形态各异、规模不一的客家土楼沿溪而立，山乡水韵问，错落有致，伴着日月星辰，随着
岁月风雨，诉一世的小桥流水人家故事。
    一到洪坑就是玉成楼，别忘了品一下客家米酒，会让你一直留恋；旁边是天后宫，信不信是一回事
，诚心诚意便可；远望庆成楼，直到振成楼，外秀内敛，花个5元钱登楼细瞧，哪个角度都好，兴奋
不已；再沿溪而上是大榕树，听说已是上百年，右侧是静静的福兴楼；再往上，对岸是“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的景阳楼，总有被忽略的感觉，真应该过小桥去瞧一瞧，还有那半月形楼朝阳楼；沿路而
上，豁然开朗竟是流水人家，过桥走进小巷，去寻得“三山”福裕楼，还有光裕楼，慵懒的狗；过桥
是小巧玲珑的如升楼，旁有观景台、福裕楼等，尽收眼底；回路入小巷进得奎聚楼，体味这飞檐翘角
的五凤楼，惊叹着原路归来。
    振成楼    【俊秀的少年·振成楼】    游永定土楼的第一站，一定是洪坑土楼群。
第一个走进的一定是如今闻名遐迩的振成楼。
它太耀目了，远远望过去，你的视线里不能没有它。
它是气势磅礴的，但是你却感到它的内敛与羞涩，犹如俊秀的少年。
所以，走近它时我们有着小心翼翼的惊喜。
然后，你被它的巨大迷惑了。
它5000平方米的巨大躯体，  有着那种蓄势待发的力量。
    走过振成楼的楼门厅，有四个大字“里党观型”，这是当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的手笔，意思是“
乡邻学习的楷模”。
楼主林鸿超曾当过北洋政府的参议员，振成楼落成的时候得到了这个赠匾。
历史总是会留下些许的痕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会不期然地迎头撞上，然后我们相视叹息
，原来是这样。
    然后是中厅。
这是每座土楼的核心。
    穿过两环两重的大门，我们就看到了振成楼的中厅，如此的宽敞明亮。
站在这个空间里，仿佛看得到当年，在这个大厅的正门两边耸立着四根象征灵魂接天的大石柱，见证
着全楼的婚丧嫁娶，聚会议事，观戏演戏。
说中厅是一座土楼的精神核心是完全不为过的。
这些大石柱也让人很震撼，它们高达7米，周长1.5米，重量超过万斤，在1913年即90多年前没有机械全
部是人工架构，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但是这在这座著名的土楼里，就是现实。
振成楼，我们看到它的时候，都会把它看成圆的土楼。
其实，它是一座八卦形土楼，围绕着圆心内外两层，外层高达16米，共有184个房间，内环两层共有32
个房间。
这可真是个大家庭，想象一下，这么多人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土楼里，一天会有多少故事发生，土楼的
人，一定是不寂寞的，没有疏离感的，这种和谐的缔造很让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我们叹服。
    振成楼里，有两口井值得一提。
    它们分居在内、外环楼的东西两侧。
据说是恰好分布在八卦的阴阳两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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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的水井处于阳极，常喝此井水的都成了工匠师傅，所以是“智慧井”。
西边的水井处在阴极，水质清澈，入口甘甜，据说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所以叫做“美容井”。
到了振成楼，两口井的水是一定要尝尝的吧。
我们也姑且不把这个传说当成导游小姐的杜撰。
两口井说来也神奇，相距不过30米，水质却不同。
这个世界，就是阴与阳，两口井，生活在振成楼里的男男女女，那些有着往日故事的雕梁画栋，都值
得作为游人的我们，驻足下来，用心聆听。
    振成楼里现在还住着十几户人家，都在自己家里的饭厅里开着小店，经营着土楼纪念品和客家的土
特产。
旁边的阿耕饭店可以接待100多人同时就餐。
床位也不贵，淡旺季都在20～40元，对喜欢体验土楼冬暖夏凉的游客来说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奎聚楼    【高傲的将军·奎聚楼】    奎聚楼是洪坑土楼群中的一座巍峨壮观的宫殿。
    相比充满神秘与神奇的圆楼，方形土楼是另外一种大气。
圆楼是母性，方楼就是雄姿英发的男性。
奎聚楼建在地势不高的坡地上，据说这是一块虎形地貌，远远地看过去，整座楼与背后的青山连成一
体，状如猛虎下山。
奎聚楼就是虎头，而楼前的两扇窗就是“虎眼”。
外表已是如此的气势不凡。
推开门的瞬间充满雄性气息的一座家族之城扑面而来。
    奎聚楼上演了多少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已无从知晓，建筑的力量穿过时空，强大地矗立在我们的面
前。
楼主的故事我们也是在这方楼城堡里，通过里面的门联、楼内的雕梁零零星星感知的。
每一座土楼都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都与祖宗或者祖训有关。
家族对土楼的名字赋予了很多内涵，用以励志、纪念，表达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心愿。
而奎聚楼的楼主林奎扬，从1834年起，历时5年时间，由他的结拜兄弟当时的翰林学士巫宜福帮忙设计
，最终建成了这座占地6000平方米的奎聚楼。
    奎聚楼的建筑特点，是前低后高，中厅高，两厢低，高低起伏，错落有致。
平时中厅中门是不打开的，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才会开启，以示隆重。
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森严的等级。
方楼与圆楼比起来，总是少了那么一点温婉的气质，这也许正是男女之别吧！
    洪坑的食宿、购物都很方便。
    客家人的热心都能帮助你解决遇到的小问题。
放心，多开口询问就是了。
    福裕楼    【安适的贵族·福裕楼】    看到福裕楼前，我们先看到的是芭蕉、溪水与翠竹。
土楼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同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880年，据说林氏三兄弟合资20万光洋建造了这座府第式的方形土楼，远远望去，土楼的外观就像是
三座大山，隐含着三兄弟的“三山”之意。
    整座方楼同在中轴线上，前低后高，两座横屋高低有序，层次分明，屋顶错落，气势轩昂，融矩形
方楼与五风楼于一体。
全楼有360个房间，大小门有18个之多。
楼内有很多彩塑，十分的精美，是游览的亮点之一。
福裕楼主要由三大单元组成。
正面有三个分别连接各个单元的大门。
福裕楼外围高两层，两边的横楼高三层，后面有一个单独的主楼高五层，通观全楼，风姿别有韵味。
    在福裕楼内，中堂为身高两层的土楼，里面雕梁、塑栋、画壁、花窗都极为精致，细细玩味，别有
情趣。
它与同村的奎聚楼和振成楼组成了远近闻名的土楼群，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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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振成楼是俊秀的少年，奎聚楼是高傲的将军，那么福裕楼更像是安适的贵族，闲适地生活在
这喧嚣里，却滤掉了俗世的很多浮躁，淡定、安然，胸有成竹地生活在美丽的洪川溪旁，满山的青葱
翠竹间。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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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楼是福建最著名的旅游“名片”之一，20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
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永定土楼，是土楼中的经典。
    在梧桐编写的《最客家SO土楼》中，土楼是山乡水韵述幽情的爱情故事，是家在青山碧水间的亲情
演绎，是风韵传承鉴今古的人文晚情，更是群仙隐在社林间的别致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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