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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漳州“遇见”林语堂

林语堂，福建漳州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

家、语言学家，曾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让我们走进漳

州市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故居、林语堂文学馆，以及漳州

市芗城区天宝镇的林语堂纪念馆等处，同慕名而来的游人

一起追寻林语堂的足迹，零距离感悟语堂文化。

讲闽南话：在台二十四快事之一

平和坂仔是林语堂的出生

地，而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是

他的祖籍地。林语堂纪念馆就建

于天宝镇，2001 年 10 月 8 日对

外开放。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

林语堂纪念馆，由一座主展厅及

两座附属圆楼组成。

“整个纪念馆的外形结构体

现西方建筑的特色，而屋顶是中

国的琉璃瓦，象征他中西合璧的

思想。”在林语堂纪念馆前广场

上，林语堂纪念馆副馆长钟艺泓

手指一面墙说，这面墙设计成一

本书，是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

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写照。

“在我们眼前的是林语堂的

雕像，背靠宝岛台湾，面向祖国

大陆，说明他身在台湾心怀大

陆；身着中国式长衫，脚穿西式

皮鞋，可看出他的中西合璧风

格。”站在林语堂雕像前，钟艺泓

讲解道，雕像下的是一片莲叶，

寓意“莲叶带他慢慢飘回到家

乡”。

1966 年定居台湾后，林语堂

难忘乡音，梦绕家乡。“在台湾，

听见邻居讲闽南语，北方人不

懂，他却懂。”在《来台后二十四

快事》中，他把听乡音列在其中，

当成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

之一。晚年，他还按闽南话语音

编写一首五言诗，忆述家乡的民

风民情：“乡情宰（怎）样好，让我

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

尼（如此）……”

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也都融

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

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 1963

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钟

艺泓说，这部小说不仅仅是林语

堂先生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

闽南文化的传播。

追寻乡愁：台北故居“回家”

在漳州，有两处林语堂故

居，一处在他的出生地———坂

仔，另一处在他的祖籍地———

天宝。位于天宝镇五里沙村珠

里社的林语堂故居，距林语堂纪

念馆300多米，是仿照台北林语

堂故居而建的，与台北林语堂故

居一样取名为“有不为斋”。

“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

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

有月，不亦快哉”，林语堂笔下的

台北故居坐落于阳明山腰，由他

亲自设计，建于1966年。

“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

故居，以中国四合院的架构模

式，结合西式拱门、西班牙式螺

旋廊柱，配上中式窗花，体现大

师的中西合璧风格。”钟艺泓

说，台北故居的阳台是西偏南

30 度，站在阳台可以遥望家乡

漳州的方向，可见林语堂晚年

对家乡的思念。

按照林语堂晚年自述，因为

思念家乡，一直想迁居漳州，但

因种种原因无法回乡，只能选

择定居台湾，与家乡隔海相望。

“林语堂晚年选择定居于台湾，

因为台北的阳明山貌似福建故

乡的山景，在那里他可以听见

亲切的闽南话，就如置身于景

色秀丽的漳州老家。”钟艺泓

说。

为了圆林语堂的回乡梦，

漳州市芗城区把台北林语堂故

居“复制”回他的家乡，让游人

在他的家乡也可以“看见”台北

故居，追寻他晚年的生活足迹，

寻觅他的乡愁。

天宝林语堂故居 2017 年开

建，2018 年初对外开放。这座红

瓦白墙的两层建筑，内设书房、

生活场景、展馆三大部分，从结

构设计到房屋摆件，皆按台北

故居实景还原。故居内增设的

林语堂蜡像及梦回馆，让参观

者在“遇见”林语堂的同时“读

懂”他的乡愁。

近年来，台湾专家学者也

频繁来到漳州，探访林语堂的

祖籍地和出生地，探寻林语堂

童年的足迹，交流研讨林语堂

学术思想。伴随着两岸交流与

合作日益频繁，有关林语堂的

研究已成为海峡两岸学术界一

个热门话题，共同的林语堂文

化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与

纽带。 （张金川来源：中新社）

本报讯（记者 林硕 张倩

慧）1 月 25 日上午，海峡两岸第

十五届爱心书画展暨《美丽乡

村》书画集首发式在厦门市老

年活动中心举行。本届书画展

由香港厦门联谊总会、香港书

画家交流协会、两岸青年书画

交流协会、厦门市老年书画研

究会主办。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

李冠华，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

会名誉会长、厦门市老年书画

研究会会长蔡渊清，香港书画

交流协会主席陈文星以及两岸

书画界人士出席了开幕式。两

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周志萍主持开幕式。

据悉，书画展旨在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以书画为

纽带，传承中华文化，为两岸书

画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增进

情感搭建平台。

李冠华、蔡渊清、陈文星等

先后致辞。他们表示，这些作品

不仅展示了艺术家们的才华和

创造力，更传递了他们对于生

活、自然和文化的独特理解和

感悟。希望这些作品能够成为

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两岸

人民增进彼此了解。

本届爱心书画展有国画山

水花鸟人物，楷书、隶书、草书、

篆书等书法作品和剪纸等 200

余幅，反映新时代、新面貌、正

能量。艺术形式多种多样，丰富

多彩。

开幕式后，主办方还向爱

心单位、爱心人士颁发了奖

牌。书画家、企业家们向思明

区特殊教育学校赠送了书画

作品、慰问品和摄影作品。

寒冬气温骤降，大山深处的

宁德福安市松罗乡飘起了雪花，

村里的老人又拿出过冬“神器”

———竹火笼。

竹火笼，古称熏笼，其历史可

追溯到汉代，称得上是寒冬里的

温暖守护。《清稗类钞》这样记载：

冬日，人皆携一火笼，以竹编为

笼，内置火钵。

福安洋西竹火笼编制技艺作

为代表性传承手工艺，2018年被收

录于民间工艺纪录片《丝路百工》；

翌年，被列入福安市第三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做工讲究，曾远销国外
一条板凳、一条围裙、一把篾

刀，年过六旬的沈瑞光扛着清早

进山砍回来的毛竹，在自家门口

忙乎起来。

只见他手法干脆利落，不需

要尺子丈量，一根完整的毛竹转

眼就变成了粗细、长短各异的篾

片、篾丝。一条条竹篾先用圆口编

织法重叠散开，互相织成一个圆。

再将较短的竹篾向内扣，较大的

竹篾向下压，用一根长约一米的

细篾箍紧钵体。整个过程行云流

水，沈瑞光边做边和路过的邻居

唠家常，无需全程盯着手看。

沈瑞光 18 岁起跟着父亲学

做竹火笼，一干就是几十年，手法

娴熟。“锯竹、削节、刮青、破竹、劈

篾、刮篾、编织，竹体制作这 7 个

步骤有讲究，纯手工完成，不下苦

功夫，肯定做不来。”他说。

竹火笼制作，慢工出细活，即

使是有着多年经验的沈瑞光，一

天也只能完成三四个，能坚守到

今天实属不易。

“我们洋西竹火笼坚韧耐磨，

造型古雅，不事雕琢，且物美价

廉，深得闽浙赣地区老百姓的喜

爱。”沈瑞光说。

据介绍，洋西沈氏于宋末元

初自浙江迁入，并携带祖传竹火

笼编制手艺。此后世代相传，鼎盛

时期洋西村家家做火笼。

“上世纪 80 年代竹火笼行情

最好，村里专门成立了一个火笼

厂，不只卖给附近村镇，更是远销

国外，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国

的客商都找我们进货。”沈瑞光回

忆说。

沈瑞光的父亲当年就在火笼

厂上班。“我们 4个兄弟姐妹，当

时一年的学费只有两元钱，家里

还是负担不起。”1980 年，为了分

担家中压力，沈瑞光开始跟随父

亲学习竹火笼制作技艺。

松罗乡山地居多，气候潮湿，

便携式的火笼成为老百姓日常生

活烘干取暖的首选物件。“那时候

日子苦，鞋子穿烂了，就用火笼焐

脚。天寒地冻时，还好有火笼给家

人一丝暖意。”沈瑞光说。

成家后的沈瑞光继续从事

火笼制作。“当时制作火笼的竹

子都是我和妻子走到两公里外

的山上用肩扛回来的，来回要六

七个小时。即使累到不行，晚上

我还要再坚持坚持，和妻子一起

多赶制几个火笼。”沈瑞光是打

心眼里喜爱这门手艺，没少花心

思琢磨，靠着这门手艺，家里生

活越来越好。

参展触网，点亮老手艺
随着空调、电热毯和暖手宝

的普及，昔日红火的洋西竹火笼

风光不再，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进

城闯荡，原本家家户户熟稔的技

艺仅剩沈瑞光一人在守护。

竹火笼销量虽不及从前，但却

还是民间婚俗的刚需用品。“在福安，

女儿出嫁时，家人要准备一对火

笼，里面放两包炭，寓意今后生活

红红火火，不忘娘家。婚后头一年的

除夕夜，儿媳还要将两个烧热的新火

笼恭敬地捧给公婆焐，以表孝心。”

沈瑞光说，时至今日竹火笼的实用

性还很强，在山区仍被广泛使用。

为了不让这门非遗制作技艺

失传，松罗乡积极行动，一方面在

中心小学开设竹火笼编制兴趣课

程，传承从娃娃抓起；另一方面，引

导手艺人与时俱进，从竹火笼的外

形创意、使用功能上进行改进创

新，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市场环境。

为拓宽销路，沈瑞光带着竹火

笼到厦门、福州等地参加各种展

览。“2018年，我们带着 100多个火

笼到三坊七巷参加活动，被当场抢

购一空，还接下不少订单。”他说。

“我们还在积极帮助沈师傅

和松罗商会对接，利用电商、短视

频、直播等方式，让这门老手艺焕

发新光彩。”松罗乡党委宣传委员

林华说，下一步将加快与现代生

活美学融合，发力文创产品，吸引

爱好传统工艺的人们加入传承洋

西竹火笼的行列，激发年轻一辈

对竹火笼的喜爱。

（单志强 雷津慧 李郁 来源：

福建日报）

福建平和林语堂故居旁的林语堂文学馆。 天宝林语堂故居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