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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 南 ，是 江 西 省 南 部 区 域 的 地 理

简 称 ，主 要 由 赣 州 市 下 辖 的 区 县 组

成。这里气候湿润，红土通透肥沃，生

态 环 境 良 好 ，成 为 种 植 脐 橙 的 重 要 地

区，著名的赣南脐橙便出自这里。

苏 轼 曾 在 赣 南 写 下“ 幽 人 自 种 千

头橘，远客来寻百结花”的诗句。脐橙

是 柑 橘 属 植 物 甜 橙 的 一 类 栽 培 品 种 。

20 世 纪 初 ，脐 橙 通 过 数 次 引 种 栽 培 传

入中国，但是，脐橙最早却是由中国传

入 欧 美 的 甜 橙 枝 变 而 成 。 立 冬 以 后 ，

赣 南 脐 橙 便 已 遍 布 大 街 小 巷 ，在 各 式

水 果 店 整 箱 售 卖 ，或 按 斤 散 称 。 部 分

销 售 商 为 了 长 期 保 鲜 ，也 有 套 着 袋

的。橙皮湿润，能触摸到生长的水分，

就表明这脐橙刚采摘下来不久。

我 的 故 乡 便 在 赣 南 ，乡 村 山 岭 大

多 种 满 脐 橙 。 一 般 是 一 两 年 育 苗 ，三

四 年 后 挂 的 果 方 可 采 摘 ，以 纽 荷 尔 脐

橙 、龙 回 红 脐 橙 等 为 主 。 赣 南 脐 橙 果

大 形 正 ，橙 红 鲜 艳 ，光 洁 美 观 ，可 食 率

达 85% ，肉 质 脆 嫩 化 渣 ，橙 香 浓 郁 ，甜

酸适度。

每 到 脐 橙 成 熟 时 ，家 乡 人 都 沉 浸

于 收 获 的 甜 蜜 中 ，各 路 游 客 皆 结 伴 从

城里来到乡村，体验采摘乐趣。

四 五 年 的 脐 橙 树 差 不 多 有 两 三

米 ，正 是 方 便 采 摘 的 高 度 。 游 客 采 摘

之 前 ，每 人 发 一 个 挎 篮 ，篮 内 一 把 剪

刀，带有弹簧那种，专门采果用的。有

人嫌篮子太小，直接要了蛇皮袋，便出

发 到 小 山 岭 上 去 。 虽 然 是 山 岭 ，但 地

势一般不会过高，人工挖开的林带，一

排 排 脐 橙 树 整 齐 地 列 在 那 里 ，撑 开 一

树 树 的 橙 黄 色 鲜 果 。 游 客 沿 泥 阶 上

来，钻进林丛，攀下枝叶，一剪一托，一

个 250 克 左 右 的 标 准 果 归 篮 。 有 人 喜

欢大果，好看，但甜度却不敢保证。摘

下 几 个 ，就 显 出 篮 子 的 小 来 。 有 人 直

接 在 果 园 开 尝 ，主 人 也 不 介 意 。 大 家

满 载 而 归 ，一 路 下 来 ，喜 笑 颜 开 ，算 是

体 验 了 一 把 乡 村 游 。 意 兴 未 减 的 ，还

要 在 农 庄 吃 一 回 农 家 有 机 蔬 菜 ，才 不

枉此行。

脐 橙 一 筐 一 筐 地 采 摘 回 家 ，堆 在

农 庄 或 果 农 自 家 院 内 分 拣 ，一 家 老 小

拣 脐 橙 的 场 景 热 闹 温 馨 。 这 段 时 间 ，

其 他 农 事 已 经 忙 完 ，只 用 专 心 做 这 一

件 事 。 只 见 一 人 一 个 小 板 凳 ，围 坐 在

一 大 堆 脐 橙 旁 ，每 人 脚 边 放 一 叠 包 装

箱 ，两 手 忙 碌 地 挑 选 脐 橙 ，按 重 量 分

拣 ，大 小 搭 配 ，一 般 不 超 过 20 斤 一

箱。大家一边分拣一边谈论今年脐橙

的收成，说到今年单价有所上涨，已经

预 订 了 多 少 出 去 ，又 说 到 谁 家 新 种 了

多少幼苗，还有老板来收购，加工成饮

料……

脐 橙 树 没 有 艳 丽 的 身 姿 ，连 花 都

是 小 而 白 ，并 不 惹 眼 。 但 它 却 以 平 凡

的枝干培育出累累硕果，不邀功、不娇

气，把最好的捧出来给予他人，这不正

是客家人的性格特质吗？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

时。”脐橙，是赣南的一种地域符号，也

成为一种乡愁的载体。赣深高铁已经

开通，如果你在冬天来赣南，一定要尝

一 尝 赣 南 脐 橙 ，感 受 客 家 人 的 满 满

“橙”意。

龙南，九连山。

绵 延 起 伏 的 原 始 森 林 ，环 绕 赣 粤

两 省 九 县 ，99 座 山 峰 相 连 。 车 行 十

里 ，目 之 所 及 全 是 绿 ，再 行 十 里 ，也 还

是 绿 。 山 峦 、石 头 、泥 土 …… 一 切 静

默 着 活 动 着 的 物 体 ，尽 皆 覆 盖 在 叠 叠

的 绿 色 之 下 。 这 霸 道 的 、不 由 分 说 的

绿 ，绿 到 仿 佛 要 将 你 的 魂 魄 整 个 儿 摄

了去。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打 开 了 车 窗 ，我 知

道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的 ，是 深 浓 的 负 氧

离 子 。 情 不 自 禁 地 吸 一 口 ，再 深 吸 一

口 ，我 被 一 种 无 以 言 说 的 惬 意 严 严 实

实地包裹着。

自 虾 公 塘 入 山 ，沿 着 光 滑 的 鹅 卵

石 路 拾 级 上 行 ，我 一 头 跌 进 了 各 种 珍

稀 物 种 的 大 观 园 。 粗 齿 桫 椤 摇 曳 着

风 情 万 种 的 身 姿 ，多 么 像 披 着 绿 纱 巾

翩 翩 起 舞 的 美 人 。 可 是 你 若 探 究 她

的 身 世 ，一 定 会 大 吃 一 惊 ，原 来 这“ 绝

世 美 人 ”竟 是 与 恐 龙 同 时 代 的 古 老 植

物 。 南 方 红 豆 杉 与 竹 柏 亦 娉 娉 婷 婷

地 错 杂 在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间 ，你 看 着 它

们 自 在 舒 展 的 样 子 ，如 何 能 够 想 象 它

们 竟 然 是 白 垩 纪 残 遗 植 物 。 被 称 为

活 化 石 的 银 杏 ，也 是 其 中 生 命 力 旺 盛

的 一 员 。 气 生 根 垂 着 深 红 色 的 胡 须 ，

犹 如 一 个 进 入 化 境 、拈 须 微 笑 的 得 道

老 仙 。 板 状 根 插 进 泥 土 ，生 生 地 长 成

了扁平的样子，那光滑而平薄的削面，

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它没有被刀劈过。

从 资 料 上 看 ，九 连 山 上 生 长 着 高

等植物 2796 种、鸟类 226 种、森林昆虫

1404 种 。 如 此 多 样 的 物 种 ，我 无 法 一

一分辨，譬如我现在遇到的一种植物，

枝上长果，果上又长枝叶，不能不说是

一 种 奇 观 ，可 惜 我 却 叫 不 出 它 的 名 字

来 。 它 们 的 种 子 随 意 地 落 在 地 上 ，又

随 意 地 生 根 发 芽 。 其 中 有 一 些 ，就 在

松 松 的 枯 叶 上 面 扎 了 根 ，或 许 被 雨 水

冲刷过，又松松地露出表面。

漫 步 林 间 ，随 处 可 见 古 树 老 藤 ，

以 及 横 陈 的 朽 木 。 山 涧 清 溪 顺 着 山

势 淙 淙 流 淌 ，溪 水 至 清 至 洌 ，时 而 泼

辣 地 奔 跑 ，飞 溅 起 银 白 的 水 花 ；时 而

温 顺 地 放 缓 了 脚 步 ，聚 集 成 油 绿 的 一

潭 。 大 大 小 小 的 涧 石 随 意 分 布 ，石 面

上 覆 盖 着 厚 厚 的 苔 藓 。 枯 枝 、落 叶 、

衰 草 自 然 地 散 落 在 石 径 上 、披 挂 在 枝

头 间 、俯 伏 在 石 缝 里 ，一 切 都 是 未 经

人 工 雕 饰 的 样 子 ，一 切 都 是 生 命 原 初

的 样 子 。 它 们 是 幸 运 的 ，没 有 人 会 更

改 它 们 凋 落 的 路 径 ，也 没 有 人 试 图 清

除 挪 动 它 们 的 身 体 。 除 了 隐 匿 在 林

间 的 小 动 物 需 要 扯 一 些 荒 草 做 窝 ，或

者 黑 木 耳 白 木 耳 需 要 找 一 根 朽 木 发

芽 。 时 间 驻 留 在 这 里 ，是 亘 古 永 久 的

样子，是地老天荒的样子。

徜 徉 之 际 ，耳 畔 密 集 着 各 种 虫 鸣

鸟 叫 ，与 潺 潺 的 溪 水 声 一 起 ，汇 聚 成

一 曲 天 籁 。 虫 儿 隐 匿 在 暗 处 浅 唱 低

吟 ，鸟 儿 盘 旋 在 高 处 清 亮 地 啁 啾 ，我

看 不 见 它 们 的 身 影 ，也 叫 不 出 它 们 的

名 字 ，我 只 是 感 觉 到 它 们 就 在 身 边 ，

用 它 们 独 特 的 语 言 ，或 欢 迎 或 抗 拒 着

我 的 到 来 。 现 在 ，整 座 森 林 除 我 们 一

行 三 人 外 ，未 见 其 余 行 人 。 小 生 物 们

热 闹 的 交 响 ，愈 加 让 人 感 觉 到 丛 林 之

静。而华南虎、金猫、云豹等保护动物

就 潜 伏 在 九 连 山 的 密 林 深 处 ，还 有 蟒

蛇 、鹰 隼 ，它 们 也 许 正 躲 在 某 处 ，发 出

低沉的叫声，但是它们显然各得其所，

没有要来与人类发生争执的意思。

天 空 下 起 微 雨 ，淅 淅 沥 沥 地 洒 在

树 叶 间 ，让 整 座 丛 林 更 加 油 绿 透 亮

了 。 空 气 纯 净 得 如 此 奢 侈 ，恨 不 能 拿

一 个 大 罐 子 装 回 家 去 慢 慢 享 用 。 由

于 未 带 足 雨 具 ，我 们 只 好 打 道 回 府 ，

与 龙 门 瀑 布 、三 龙 潭 擦 肩 而 过 ，更 是

失 去 了 登 顶 黄 牛 石 最 高 峰 的 机 会 。

后 来 想 想 ，也 罢 ，将 这 些 遗 憾 留 给 下

次再弥补吧。

归 程 中 ，我 们 与 溪 流 合 影 ，和 着

叮 叮 咚 咚 的 水 声 歌 唱 ，在 静 谧 的 林 间

模 仿 知 了 的 声 音 、鸟 叫 的 声 音 、公 鸡

打 鸣 的 声 音 ，惹 得 一 只 叫 不 出 名 的 鸟

儿 以 为 遇 到 了 同 类 ，冲 着 我 们 亮 起 嗓

门大声招呼。

山 腰 上 ，一 座 一 座 的 小 木 屋 零 星

分 布 。 竹 的 墙 ，木 的 门 ，杉 树 皮 的 顶 ，

让 人 恍 若 误 入 童 话 世 界 。 我 情 不 自

禁 地 走 近 木 屋 ，单 是 站 在 这 梦 幻 般 的

屋 檐 下 ，或 者 走 一 走 这 一 踩 就 响 的 木

楼 梯 、听 一 听 那 古 老 的 回 声 ，也 让 我

心 生 欢 喜 。 若 能 住 上 一 晚 ，我 必 感 觉

到 无 比 奢 侈 了 。 可 惜 木 门 上 铁 锁 把

关 ，我 连 一 窥 屋 内 陈 设 的 机 会 也 未 得

到 。 我 想 ，让 它 们 永 远 存 留 于 想 象 之

中也许会更美好一些。

我轻 轻 叩 动 着 眼 前 的 这 扇 门 扉 ，

只 听 见 低 低 的 笃 笃 声 在 林 间 回 响 。

我 知 道 ，有 些 门 是 我 永 远 不 能 叩 开

的 ，有 些 童 话 只 存 在 于 幻 想 之 中 。

而 我 却 止 不 住 一 遍 一 遍 地 渴 望 一 些

不 能 企 及 的 事 物 ，和 一 种 不 能 抵 达

的 生 活 。

绿野游踪
文<钟秀华

龙南东站·九连山

去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时 ，正 是 冬 天 。

此 时 ，北 方 已 开 始 供 暖 ，出 来 进 去 ，需

着 棉 服 抵 御 风 所 裹 挟 的 寒 冷 ，树 木 已

经 脱 掉 叶 子 ，即 将 与 大 地 一 道 沉 沉 睡

去 。 阳 明 山 却 是 不 一 样 的 ，站 在 开 阔

的 广 场 前 仰 望 ，阳 明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近 在 咫 尺 。 奔 腾 而 去 的 群 山 被 绿 添

彩 ，生 机 汹 涌 成 一 派 连 绵 不 绝 的 河

流。天光从最高处，倾泻而下。

一首交响曲在我的注视下悄悄停

顿 了 一 下 ，接 着 又 继 续 她 的 多 声 部 行

进 。 低 缓 昂 扬 ，衔 接 顺 畅 ，轻 重 相

合 。 对 于 一 座 山 ，脚 步 是 最 好 的 膜

拜 。 据 说 抵 达 阳 明 之 巅 ，要 踏 过 838

级 石 梯 。 其 实 ，走 在 路 上 ，一 级 一 级

迈上去，也便不觉得有多难了。

我 愿 意 相 信 是 天 意 ，引 我 走 近

这 一 片 灵 山 秀 水 。 那 一 枚 枚 朴 素 的

叶 子 ，一 定 都 聆 听 过 神 的 梵 音 ，否 则

如 何 能 够 绿 得 这 样 沉 静 ；这 山 水 中

的 一 草 一 木 ，准 定 都 见 过 明 朝 大 理

学 家 王 阳 明 从 这 里 走 过 ，他 剿 匪 立

县 ，值 得 纪 念 ，于 是 这 山 改 称 阳 岭 。

如 今 青 山 依 旧 ，王 阳 明 老 先 生 却 已

踪 迹 杳 然 ，好 在 关 于 他 的 故 事 还 在

代 代 流 传 。

我 用 指 肚 摩 挲 粗 糙 的 树 皮 纹 理 ，

用 指 尖 轻 轻 捻 动 一 茎 光 滑 的 草 叶 ，叩

击 一 块 山 石 ，蹲 下 身 子 ，打 量 一 星 半

点 藏 于 石 隙 的 青 苔 。 它 们 既 不 神 秘 ，

也 不 高 蹈 ，普 通 的 恰 如 我 一 样 ，只 会

被 看 见 ，不 会 有 惊 喜 。 那 又 怎 么 样 ？

我 愿 意 看 见 ，也 愿 意 发 现 ，更 愿 意 倾

听。存在，都享有被珍视的权利。

雾 好 像 是 从 山 谷 里 长 出 来 的 ，絮

一 样 ，扯 不 断 理 又 乱 ，遮 住 了 山 ，挡 住

了 树 ，掩 住 了 对 面 的 山 峰 。 天 像 是 阴

着 ，峭 壁 隐 隐 约 约 。 云 无 心 以 出 岫 ，

这 云 间 的 山 景 ，自 有 一 种 朦 朦 胧 胧 的

柔 美 。 待 到 中 午 ，吃 着 面 包 ，偶 一 抬

头 ，雾 已 经 悄 然 撤 走 ，山 石 面 目 清 晰

地 出 现 在 眼 前 。 那 山 峰 峭 拔 ，像 是 低

眉 敛 目 、温 静 端 丽 的 女 子 ，让 我 想 伸

出 手 去 碰 一 碰 ，那 种 与 天 地 同 在 、享

日 月 清 辉 的 自 自 然 然 ，没 有 欢 喜 、也

不悲戚的坦坦荡荡。

留 在 照 片 里 的 石 头 ，仍 然 倔 强 地

昂 头 挺 胸 ，似 乎 下 一 刻 ，就 要 冲 天 而

去 。 还 有 些 奇 形 怪 状 的 石 头 躲 在 树

后 ，透 过 层 层 叶 片 ，若 隐 若 现 。 雾 浓

时 看 不 清 ，等 到 雾 淡 了 ，不 禁 失 笑 ，这

天 地 之 间 ，果 然 钟 灵 毓 秀 ，生 命 的 原

初 ，自 然 有 令 人 难 忘 的 形 形 色 色 。 站

在 山 顶 的 天 竺 亭 ，可 以 看 到 崇 山 峻 岭

深 处 的 崇 义 县 城 。 怪 不 得 大 家 都 说

这里是离县城最近的森林公园。

归 途 ，阳 明 山 的 雨 飘 落 下 来 ，轻 、

软 、润 ，像 是 麈 尾 轻 扬 掸 下 的 水 雾 ，慰

藉 着 登 山 攀 岭 者 的 疲 惫 。 这 雨 安 静 、

温 和 ，还 没 感 受 到 它 的 重 量 ，就 已 经

消 散 了 ，像 温 言 软 语 的 江 南 女 子 ，细

细 柔 柔 的 嗓 音 ，清 甜 ，附 耳 诉 说 着 浅

浅 淡 淡 的 话 。 那 些 草 呀 ，花 呀 ，树

呀 ，如 此 静 宁 。 连 风 也 不 舍 得 任 性 ，

跑 到 深 沟 浅 壑 里 藏 了 起 来 。 善 解 人

意 的 微 雨 ，沾 衣 不 湿 ，生 了 意 料 之 外

的 欢 喜 。

小路潮润。栏杆色调深浓。叶子

毛 茸 茸 ，绿 得 干 净 ，黄 得 柔 和 。 远 一

些 的 翠 竹 汇 成 林 子 ，一 派 不 壮 阔 也 不

拘 泥 的 清 晰 剪 影 。 再 远 ，成 片 的 山 林

和 背 后 的 山 峰 一 起 退 到 了 水 墨 深 处 ，

乍 一 分 明 ，转 眼 又 模 模 糊 糊 ，被 轻 纱

般 缥 缈 的 雾 遮 了 视 线 。 美 ，在 于 欲 言

又 止 欲 说 还 休 处 。 山 的 黛 青 更 浓

了 。 淡 灰 色 天 空 中 一 团 一 团 云 ，不 见

移 动 ，让 我 想 到 了“ 烟 笼 寒 水 月 笼

纱 ”，淡 淡 愁 绪 ，结 在 眉 间 心 上 。 亮 白

天 光 终 于 擦 破 云 层 ，雾 淡 了 ，就 像 打

开 一 本 书 ，字 字 句 句 ，诉 说 着 阳 明 山

的细节。

山 路 近 旁 ，杜 鹃 树 绵 延 不 尽 ，盛

大 的 绿 铺 陈 着 。 春 日 的 繁 花 不 见 ，漫

山 遍 野 的 红 都 在 厚 重 的 绿 下 汩 汩 作

声 。 岁 月 应 当 有 个 闸 口 ，季 节 应 当 有

声 口 哨 ，闸 口 打 开 ，口 哨 声 里 ，万 马 奔

腾 ，一 刹 那 蛰 伏 的 红 火 就 会 连 绵 ，噼

噼 啪 啪 不 管 不 顾 ，由 山 麓 到 峰 顶 ，照

红 山 上 的 天 空 。 生 命 的 华 美 ，要 有 轰

轰烈烈的一刻，才不辜负等待。

走 在 雨 中 ，我 愿 意 用 目 光 搜 寻 一

星 一 点 一 片 一 段 的 风 景 ，铭 记 心 中 。

兴 之 所 至 ，我 把 风 衣 帽 子 罩 在 头 上 ，

站 在 朋 友 后 边 ，伸 着 两 只 手 ，促 狭 地 ，

将她扮成兔子。山 间 水 畔 的 我 ，心 底

无 悲 无 喜 ，尘 世 远 在 千 山 万 水 之 外 ，

涓 埃 早 已 被 雨 涤 尽 ，空 气 清 新 得 让

人 忘 了 自 己 。 如 果 可 以 ，在 这 里 做

一 片 叶 子 也 好 ，该 萌 芽 时 努 力 探 问

春 天 ，该 伸 展 时 就 不 遗 余 力 长 大 ，该

枯 黄 时 就 任 由 黄 色 漫 上 来 。 生 就

生 ，落 就 落 。

行 程 匆 忙 ，对 于 我 ，阳 明 山 只 是

惊 鸿 一 瞥 。 我 知 道 它 是 一 部 书 ，要 展

开 才 能 细 致 阅 读 ，而 这 ，需 要 时 间 。

那 就 先 铭 记 ，记 住 映 入 眼 帘 刻 上 心 头

的 一 切 ，闲 暇 了 再 逐 字 逐 句 指 划 着 慢

慢读来。

“新围”旧事
文<曾久生

龙南东站·关西新围

走 进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唐 江 镇 卢 屋

村 ，踏 过 鹅 卵 石 ，越 过 溪 上 小 桥 ，耳 畔

仿 佛 回 响 起 千 年 前 的 历 史 跫 音 。 来

到 村 里 ，如 入 画 境 ，秀 美 客 家 乡 村 之

风，似丹青水墨般晕染开来。

据 赣 南 卢 氏 族 谱 记 载 ，卢 氏 始 祖

世 兴 公 于 北 宋 哲 宗 年 间 自 遂 川 县 龙

泉 乡 迁 到 唐 江 镇 定 居 。 还 有 一 种 民

间 说 法 ，唐 代 安 史 之 乱 以 后 ，卢 氏 先

祖 在 此 新 建 七 间 房 ，开 设 店 铺 ，后 来

逐渐形成村落。

唐 江 镇 因 水 而 兴 ，自 古 就 是 重 要

的 通 商 口 岸 和 货 物 集 散 中 心 ，赣 南 民

间 素 有“ 天 下 货 无 不 过 唐 江 ”的 说

法 。 而 卢 屋 村 ，则 承 载 着 唐 江 一 半 的

历 史 与 辉 煌 。 一 脉 溪 河 从 卢 屋 村 潺

潺 流 过 ，汇 入 上 犹 江 ，再 一 路 向 东 ，注

入 赣 江 。 村 庄 占 地 1 平 方 公 里 ，房 屋

相 连 ，人 口 众 多 。 村 内 大 巷 小 巷 纵

横 ，铺 路 的 鹅 卵 石 晶 莹 闪 烁 ，无 数 方

塘 影 映 着 天 光 ，水 天 一 色 ，平 添 许 多

灵气。

村 中 的 卢 氏 宗 祠 建 于 明 朝 末 年 ，

建筑高大，坐北朝南，分正祠、中堂、前

厅 3 个院落。室内雕作精良，设施布置

十分讲究。中堂和前厅之间建有桂花

池，植金桂、银桂各一株，树高数丈。

卢 屋 村 人 自 古 崇 尚 读 书 ，讲 究 文

武 之 道 ，涌 现 出 不 少 文 人 武 将 。 据

《南 康 县 志》《赣 南 卢 氏 族 谱》记 载 ，卢

屋村由宋至清共产生进士 13 人、文武

举 人 30 多 人 。 如 今 ，该 村 卢 元 伟 、卢

元 良 等 人 的 进 士 匾 仍 保 留 完 整 ，清 朝

嘉 庆 元 年（1796 年）正 月 初 一 皇 帝 颁

发的诏书石碑也清晰可辨。

历 史 如 河 ，可 以 追 溯 。 清 人 有 诗

云 ：“ 唐 宋 明 清 古 村 落 ，南 国 珍 珠 缀 唐

江 。 画 栋 雕 梁 进 士 第 ，客 家 建 筑 入 画

廊 。 粉 墙 黛 瓦 飞 桅 动 ，世 代 耕 读 书 声

琅 。 古 风 长 存 人 良 善 ，崇 文 重 武 社 稷

光 。”生 动 地 描 述 了 卢 屋 村 的 历 史 、建

筑和人文风貌。

客 家 人 温 婉 而 不 失 灵 动 、热 情 而

勤 劳 朴 素 的 品 性 ，让 卢 屋 村 成 了 底 蕴

深 厚 的 客 家 名 村 。 在 这 里 ，不 妨 取 一

瓢 古 井 清 泉 ，寻 一 处 古 树 绿 荫 ，三 五

人 坐 定 ，一 边 品 茗 ，一 边 听 客 家 人 讲

述久远的故事。

客家古村
文<伍岳

赣州西站·卢屋村

江西龙南有 376 座客家围屋，被誉

为“ 世 界 围 屋 之 都 ”。 作 为 赣 南 围 屋

“ 三 群 四 围 ”中 的 一 员 ，关 西 围 屋 群 由

关西新围、西昌围、田心围、鹏皋围、福

和 围 构 成 ，为 徐 氏 家 族 所 建 。 围 屋 群

内的各围屋谱系清楚、传承有序，清晰

地展现了赣南地区传统村落建筑从村

寨、村围到围屋的变迁过程。

其 中 ，关 西 新 围 位 于 龙 南 市 区 东

约 15 公 里 处 的 关 西 圩 旁 ，背 靠 青 山 ，

面临关西河，高耸宏大，巍巍壮观。这

座 围 屋 始 建 于 清 嘉 庆 三 年（1798 年），

竣 工 于 清 道 光 七 年（1827 年），系 关 西

名绅徐名钧所建。

徐名钧字韵彬，号渠园，在兄弟中

排 行 第 四 ，后 人 俗 称 徐 老 四 。 徐 老 四

做 木 材 生 意 发 家 ，后 又 开 药 铺 、当 铺 ，

渐 渐 成 为 一 方 富 豪 。 随 着 子 女 增 多 ，

他 居 住 的“ 西 昌 围 ”日 显 拥 挤 ，于 是 建

造了这幢围屋，与老围“西昌围”对应，

俗称“新围”。新围占地面积 7426 平方

米 ，建 筑 面 积 11477 平 方 米 ，至 今 保 存

完 整 ，功 能 齐 全 ，是 赣 南 传 统 民 居“ 九

井（幢）十八厅”的典型代表。

关 西 新 围 的 防 卫 构 造 十 分 严 密 ，

从 空 间 布 局 到 地 下 设 置 均 独 辟 蹊 径 。

围 屋 墙 体 用 三 合 土 夯 筑 而 成 ，四 角 炮

楼高耸，墙上有许多炮孔和梅花枪眼，

座座炮楼连通。围屋主体结构呈四方

形 ，围 墙 高 9 米 ，底 部 厚 2 米 ，顶 部 厚 1

米 。 前 院 地 面 全 用 条 形 花 岗 石 铺 成 ，

围墙、屋墙用精心磨光的青砖建造，浇

灌 材 料 用 石 灰 、细 沙 、红 砂 糖 、桐 油 混

合 ，异 常 坚 固 。 为 防 盗 匪 从 墙 基 下 偷

掘 ，围 屋 墙 基 前 埋 有 深 达 数 米 的 防 腐

材料梅花桩；为防敌人从房顶攻入，很

多 房 顶 上 布 有 淬 剧 毒 的 三 角 铁 钉 ；为

防御火攻，围屋设有消防注水口；整个

围 屋 的 天 井 上 装 满 铁 丝 网 ，敌 人 即 使

上 了 房 顶 ，也 无 法 进 围 ；为 预 防 断 粮 ，

围 屋 内 还 设 有 粮 仓 ，并 备 有 米 粉 特 制

“ 米 粉 砖 ”作 储 备 粮 的 假 墙 ，据 说 这 些

储备粮可供围屋里的人吃两年。

围屋不设正大门，只有东、西两座

侧门，均相当雄伟。旧时，东侧门供轿

子 进 出 ，西 侧 门 供 骑 马 进 出 。 从 东 门

步 入 前 大 院 ，只 见 院 门 前 两 侧 分 别 有

高矮石狮各一对，双双露牙吐舌，眼神

凶猛，威严肃穆。

我 走 到 讲 解 员 身 旁 ，问 她 ：“ 这 样

大的一座围，里面住着好几百人，难道

就靠这两道门进出？”

“ 是 的 ，门 多 了 不 安 全 ，这 两 道 门

都 有 专 人 看 守 。”导 游 说 ，这 门 不 但 不

容易进，也不容易出，尤其是围里的女

人 ，出 入 都 受 到 很 多 限 制 。“ 每 天 傍 晚

前，女人都要回到围里，夜间不得随意

出入。此外还有很多约束女人的家法

家 规 ，甚 至 连 女 人 的 衣 物 也 不 能 晾 在

醒目的地方。”

围 屋 主 体 建 筑 五 组 并 列 ，前 后 三

进 ，共 有 11 个 天 井 、大 小 房 屋 124 间 ，

分 为 下 厅 、前 厅 、中 厅 和 上 厅 ，集 家 、

祠、堡三功能于一体。住房大致分为三

个等级：一等是祠堂，有宽敞的空间、豪

华的装饰；二等是祠堂两侧的厢房，供

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居住；三等采光通

风条件较差，是长工、杂工的居室。

围屋内，建筑设计曲径通幽，轩廊

飞 檐 ，雕 梁 画 栋 ，小 到 每 个 窗 户 、每 块

倒板都雕刻细腻，色彩和谐艳丽。

游 览 完“ 九 幢 十 八 厅 ”后 ，我 们 来

到 侧 院 里 的“ 小 花 洲 ”。 这 里 特 别 幽

静 ，景 区 工 作 人 员 指 着 人 工 池 旁 一 栋

庭 院 式 房 子 说 ，这 座 房 子 是 围 屋 主 人

小 妾 李 会 英 的 居 室 。 李 会 英 是 苏 州

人，所以房屋按苏州风格建造。

“ 小 花 洲 ”里 ，还 兴 建 有 环 境 优 美

的学堂、图书阅览室，可见围屋的建造

者十分重视后代的文化教育。时过境

迁，直至今天，关西人依然把文化教育

当作发展进步的一件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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