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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微雨的午后，穿行于前埔社的市井喧嚣。走过滴水的屋

檐、湿润的街巷，窄巷的尽头迎来一片开阔地，便与一座造型恢弘的

闽南古厝不期而遇。

百年古厝·工艺精湛

这座大厝是厦门前埔人、菲

律宾著名侨商林云梯的旧居，建

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坐

北朝南，占地面积 1200 平方米。

抬梁穿斗混合式砖、石、木结构硬

山式屋顶配燕尾脊，整体布局由

三进、二天井、单护厝组成。通面

宽 24 米，总进深 48 米，中轴线的

平面布局为门厅、天井、正厅、凉

厅、天井、后厅。

“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

贵”。大厝内外，无论木石、还是

灰塑，皆精工细作、极为讲究，红

砖拼花装饰寓意“四通八达”，

厅堂墙围砖雕画活灵活现。护

厝中庭以琉璃窗作为墙饰，虽

已经历百年，仍呈现出墨绿质

感，雅致而不失光泽。护厝山墙

处有双男童天使及独立于球体

之上的飞鸽堆塑装饰，两处颇为

独特的繁花造型，各镶嵌了 12

面有柄圆镜。天井及过廊铺设进

口彩色花纹砖，庭院门额饰有西

式建筑装饰，建筑风格可谓是中

西合璧。

除了装饰精美，大厝的文化

气息也非常浓厚。墙身、墙柱、门

柱和门楣随处可见镌刻的雅致楹

联及诗文，内容紧扣“文章发国，

诗礼传家”，字体涵盖行书、楷书、

草书、隶书、篆书，其中包括清末

大文豪吕世宜的手笔。正门两侧

的花卉盆景浅浮雕，以青石精工

雕成，细腻生动，门墙上还镌刻

着规训子弟的文字。据说，为了

方便家人读书和会客休闲，后厅

还专门建造了一座书亭。点点滴

滴，足见屋主林云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推崇，以及宽厚、低调的治

家态度。

旧居修缮·重获新生

作为思明区“不可移动文

物”，2023 年这座已有百年历史

的“三落”大厝完成了保护性修

缮。原本被拆除的后落墙面已

用现场存有的石块重新筑起，

屋面全部揭瓦重铺。部分损毁

的房梁按比例以樟木仿古复

刻，常年被白灰覆盖的红砖花

纹、窗棂构件一点一点地被清

理出来、露出原貌。木雕房梁、

横梁屏风的漆面，在经过特殊

的清洗技术处理后，显露出曾

经的贴金质感。

作为清末闽南建筑的代表性

建筑之一，林云梯旧居蕴藏着先

辈匠人的精湛技艺，成为许许多

多老前埔人的集体回忆。而林云

梯父子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的

精神，更让旧居的保护和传承

具有更深的文化价值。

云梯父子·造福家乡

林云梯出生于 1866 年，家

境贫寒，年幼随乡亲南渡菲律

宾，在棉布商铺当伙计，10 余

年后自营“胜泰”布庄，有菲律

宾“棉布大王”之称。发达之

后，他便捐助了家乡和菲律宾

众多的教育事业。林云梯的第

四子林珠光，出生于 1901 年，

二十岁承继父业，更承继了父

亲乐善好施的品质。

据《厦门华侨志》记载，1920

年，林珠光捐资 13 万元，在家乡

前埔创办以其父命名的“云梯

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

和中等职业班。村里面的孩子

及其他村的贫困学生，都免收

学费。

提及林珠光，还有一所厦

门百年名校的创立与他密切

相关。1919 年，马侨儒先生创

办厦门双十中学，林珠光首先

倡捐；1927 年，校董会改行董

事长制，林珠光担任首任董事

长。此后，学校的常年经费均

由他捐助。林云梯父子的身上

体现了“大爱”和无私，体现了

家国情怀。

推开厚重的木门，站在条石

铺地的大埕望向大厝，饱经风

霜的石板缝中，新芽萌发。条枳

窗仿若钢琴的黑白键，石头粗

粝的质感为大厝平添了一份古

朴。窗台上，尘灰堆积、雨水滴

挂，看向窗外，生活的烟火气传

续不止。

百年时光的洗礼，为这座

“三落”大厝洗尽铅华。林云梯

父子造福家乡的义举，跨越了

时间沉淀，愈显厚重。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保护城市特色风

貌，古厝既要“保下来”，也要

“活起来”，让无数像林云梯旧

居一样的古厝逐渐焕发新活

力。

（来源：思明快报）

龙年春节，马面裙忽然成为

服装单品的爆款。在年轻人喜欢

的短视频和自媒体平台上，马面

裙俨然成为“流量密码”，许多知

名博主、大 V 都穿着它去打卡文

物古迹和热门景点。某知名短视

频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

年，该平台用户在超过 90 个海外

国家和地区，发布了与马面裙相

关的内容。马面裙成为中国文化

出海的一个典型案例。

知来处：

马面裙原与“马”无关
马面裙，原来与马无关。“马

面”一词，最早出现在《明宫史》

中：“曳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

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褶，

往两旁起。”也就是说，裙子中间

的裙门和周围的裙门重叠，两侧

的细密褶裥可以在活动时打开，

重叠部分被叫做光面或者是马

面，所以被称为马面裙，和动物没

有太大的关系。但马面裙起源于

宋朝，是便于女子骑驴的一个裙

式。专栏作家孟晖在《开衩之裙》

中解释：“此类宋裙乃是由两片面

积相等，彼此独立的裙裾合成，做

裙时，两扇裙片被部分地叠合在

一起，再缝连到裙腰上。”

一些出土的文物也有马面裙

蛛丝马迹，如山西晋祠彩陶中的

一尊宋代侍女像上就有马面裙的

影子。

不同时期的马面裙制作工艺

不尽相同，明朝制的马面裙七幅

布幅，到了明末，有的裙子增至到

十幅布幅，至清朝，女子依然在服

饰上流传着明款。马面裙的布料

亦有讲究，裙幅面料主要是由绸

缎组成，不同款式的面料构成不

尽相同。清朝的马面裙与明代的

马面裙在面料上相比没有较大区

别，虽然平民女子和贵族妇女都

爱穿马面裙，但由于所穿之人的

身份地位不同，面料也随之变化。

马面裙在色彩运用上大胆鲜

艳，蓝色、红色居多，最大的特点便

是上面的刺绣，明清贵族女子会选

择在马面裙的裙门和边缘配以花

草植物等纹饰。不同的纹饰图案

还象征着不同的寓意，不同的花

草代表着不同的品格与特征，古

人常常把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

事物寄托在上面。例如莲花象

征冰清玉洁、石榴葡萄象征多子

多福、百合象征百年好合等，都被

赋予了美好寓意，从侧面也反映出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马面

裙发明的初衷是为了方便骑乘设

计的，非闭合式的裙子在风吹、走

路或坐下时，裙片都会打开。因

此，正式的马面裙并不能单独穿

着，里面需穿衬裙或者衬裤。

明去处：

国风盛行的背后是文化自信
在现代时装设计中，以马面

裙结构元素为灵感的设计并不

鲜见。一些设计师从马面裙的

图案纹样中找寻灵感，将其变

形重组后应用自己的设计中；

或者在结构上巧妙地结合马面

裙的元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之初，戴安娜王妃在订婚晚

宴上，就穿过一条艳丽的红色绸

缎刺绣裙，带有马面裙的褶皱元

素。

马面裙在现代人“不断认

识、发现、完善”的循环中，从凝

聚着古代文化的博物馆逐步走

入我们火热的生活。人来人往

的商场里、博物馆的展品前、热

闹狂欢的年会中，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尝试在不同的场合穿着马

面裙，被重新发现的马面裙，正

在迸发属于这个时代的光彩。

今年是 00 后汉服设计师刘

雯悦的本命年。迄今为止，她已

经设计了 400 多套汉服，其中有

的马面裙销量已经超过 3 万条。

几个月前，她穿着自己设计的青

花瓷马面裙、脚踩滑板的照片登

上了国内一流的时尚杂志。“我

的很多设计灵感来自传统非遗

文化，但也不能完全照抄，必须要

有自己的设计，也必须让现代年

轻人喜欢。”她说。

当传统文化重返现代生活，

回归实用，才能跨越种种偏见和

障碍，得以继续传承。马面裙的

流行让很多人感慨，“时尚的尽

头是国潮”。马面裙进一步唤醒

了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

更多年轻人也由此开始认识到，

传统文化、服饰应该由我们自己

去保护、传承。当标榜先锋与前

卫的朋友也爱上了马面裙，也就

意味着最传统的也就是最当代

的，民族的就是国际的。国风的

盛行，背后是中国人的文化自

信。

（蒋雨彤 徐佳和 综合自中国

青年报、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