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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东梁化镇石屋寮古村落历
史人文底蕴深厚，村中古迹古建
众多，处处彰显出客家民俗文化
元素。记者留意到，村中不少古
建筑屋檐下、或是百年古树的枝
干上，悬挂着显眼的红色圆柱形
竹制小灯笼，灯笼下还挂着一双
塑料大桔。经过长时间日晒雨
淋，这些灯笼大多显得破旧不
堪，但部分灯笼外壳上的文字仍
可辨认：百子千孙。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是客家
人传统的“上灯”习俗。上灯，又
称赏灯、响灯、添灯，从字面上理
解，是将灯笼挂起的意思。据考
究，由于客家方言“灯”与“丁”谐
音，在客家文化中带有光明希
望、灯火燎原、生生不息的意味，
因此悬挂起灯笼，象征添丁之
喜，喻示人丁兴旺。

记者了解到，每年元宵前
后，村中喜添男丁的人家会举行

“上灯”仪式，村民将小灯笼挂在
榕树上，祈愿儿孙如榕树般平安
长寿、开枝散叶，故称“百子千孙
灯”，灯笼下的一对大桔则取其

“大吉大利”的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惠州各

地的不少传统村落都保留着“上
灯”习俗，但是不同地方“上灯”
的时间和仪式略有不同。比如，
在惠东平海，当地近两年添丁的
家族会在正月初十至十五晩，带
上新买的煤油灯到祖屋举行开
灯仪式，开灯时把灯点亮，放在
祖龛上，意在向祖宗传达家族添
丁的信息，祈求祖宗保佑孩子平
安健康，俗称“开灯晚”。此外，
在龙门永汉镇鹤湖围，上灯时间
是正月十三，添丁的家庭按照

“一丁一灯”的原则，在家族祠堂
挂花灯，其上灯仪式除了祭祖挂
灯，还有贺灯、喝灯酒等环节，十
分喜庆热闹。

深藏“九厅十八井”
百年古村静待蝶变

惠东梁化推动石屋寮古村落保护开发，打造民
俗文化体验区、红荔古岸寻幽区等特色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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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寮，石屋寮，梁化乡村最富饶……”在
梁化流传甚久的一句朴素民谣，咏唱出百年古村
昔日的富庶繁华。石屋寮村位于惠州市惠东县
梁化镇，是惠州市首批传统村落之一，至今已有
超过四百年历史。村中保留着众多明清时期的
古建筑，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一座大型
客家古围屋，被称为“九厅十八井”。

近日，记者走访石屋寮古村落看到，“九厅十
八井”围屋厅堂高阔、院落重重，呈现出客家民居
的典型特征，围屋建筑周边古树林立，满目阴凉
苍翠，独有一番韵味。不过由于年久失修，围屋
中大多数古建筑十分破败，屋内杂草丛生，鲜有
人问津。

记者从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获悉，目前该镇
正积极推进石屋寮村古村落文化保护与开发有
关项目，将依托古村落资源打造民俗文化体验
区、红荔古岸寻幽区等特色功能区，实现石屋寮
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古村落文
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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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惠东县城出发往西
北方向前行十余公里，驶入
开阔平整的乡道，半小时便
抵达梁化石屋寮村。日前，
记者在石屋寮村看到，村口
一座观音庙引人注目，据称
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
古庙。庙前的广场屹立着
几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从树
干上挂着的牌子可知，树龄
均超百年，遮天蔽日的枝叶
为村口的空地撑起了大片
阴凉，几棵古榕树上还挂着
破旧的竹制灯笼，从残缺斑
驳的外壳中可辨认出“百子
千孙”的字样。

正午时分，村中行人寥
寥，只有几位花甲老人在树
荫下的石凳纳凉。“‘九厅十
八井’古围屋就在旁边，里
面很多杂草，路不好走！”顺
着老人手指的方向，古围屋
近在眼前。

站在古围屋大门前，只
见青砖黛瓦，白墙斑驳，古
朴的客家民居建筑风格，夹
带着历史的沧桑破败感迎
面而来。大门两侧各立着
一根约 3米高的大理石柱，
支撑着残破的屋檐。视线
穿过大门，可以看到围屋中
轴线上的多道门呈直线分
布，独有一番韵味。

从大门进去，眼前是如
广场般开阔的天井，尽管天
井爬满了浓密的杂草，其宽

敞大气之势不减。耐人寻
味的是，天井正中央建有一
道拱门，与围屋大门直线相
对，拨开杂草可见一道石板
路往里延伸，通向围屋深处
的又一扇拱门。每个天井
左右两边都建有小门，走进
去又是带天井的别致院落，
层层嵌套，置身其中仿似走
进了迷宫。

遗憾的是，记者走访发
现，古围屋里大多数院落、通
道、大门都已被杂草枯木侵
占阻挡，建筑破损严重，屋
顶、墙体倒塌后的残渣遍地，
如今游客村民走进去，几乎
很难游览全貌。唯有隐约可
见的雕花的门楣、被踩踏光
滑的石砖仍昭示着围屋旧时
的繁华。踩踏着满地枯草，
枝木断裂的声音在围屋里飘
荡，沧桑感油然而生，不时看
到有生命力顽强的树木，顺
着残破的墙体盘根生长，交
织出一种迷人的“野性”。

据当地村民介绍，现在
古屋中基本已无人居住，右
侧院落保留着“双眼井”，因
两口井眼并排分布，形似双
眼而得名。不过由于缺乏
维护修缮，古屋草木丛生、
破败不堪，已无从深入探
幽。所幸建筑群整体的格
局架构基本得以保留，若从
高处俯瞰，“九厅十八井”的
结构依然可见。

贰 何谓“九厅十八井”？记者
了解到，“九厅十八井”是客家
民居的多种典型代表之一，广
泛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客
家地区，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
建筑，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及
自然地理特征，采用中轴线对称
布局，厅与庭院相结合而构建的
大型民居建筑。“九厅十八井”结
构独特、院落重重、占地规模大，
也被称为“客家庄园”。

据考究，传统“九厅十八
井”因厅多、天井多而得名。在
客家传统文化中，“九”有着长
久、尊贵的意味，“九”和“十八”
的组合更多是客家群族对多厅
多井的大宅建筑约定俗成的统
称，往往不代表建筑结构中的
确切数字。围屋内部厅堂高而
阔、天井大而宽，采光充足、视
线通透，一般有数十户聚族而
居，家家户户互通有无，屋里有
屋，门内有门，厅门相连，开则

连成一体，闭则自成一隅，建筑
格局体现了防火防盗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围屋厅多
井多房多，整体布局却井然有
序——以主厅为中轴，向两侧
延伸扩展，建筑层层叠叠，采
光、通风、出水皆井然有序、贯
穿全村。

作为千年古梁化的历史遗
存，石屋寮“九厅十八井”古围
屋显然保留了客家传统民居建
筑的特色元素，其历史可追溯
到数百年前。据考证，石屋寮
古村落形成于四百多年前——
明 神 宗 万 历 二 年（公 元 1574
年)，客家先民陈氏始祖从福建
漳州迁徙到梁化石屋寮，从此
定居立村，勤恳耕耘，壮大家
族。

数百年间，石屋寮村先祖
集四方能工巧匠，遍栽果木，逐
渐建成以宗族家庭为核心、融
合闽南、客家文化建筑风格的

石屋寮古民居建筑群，其中“九
厅十八井”用料讲究，工艺精
美，对研究传统建筑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据介绍，石屋寮

“九厅十八井”围屋建于清康熙
十七年（公元 1678 年），由陈氏
第四代先祖懋园公修建。

该围屋建筑占地面积4800
平方米，房屋合共一百零八间，
颇具规模。记者走访发现，石屋
寮“九厅十八井”围屋呈现出明
显的对称、开放、通透等特点，尽
管历史的风霜抹去了昔日的华
丽，但透过围屋井然有序的格
局，仍能窥见旧时客家宗族聚
居、和谐舒适的历史风貌。

据悉，古村中还有一座被
称为“五楼”的建筑，是旧时陈
氏始祖居住的房屋，随着家族
发展，陈氏人丁兴旺，为容纳更
多宗族后裔子孙居住，又建了

“九厅十八井”和“日合楼阁”等
客家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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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寮古村落的保护开
发，是惠州深挖文化资源，盘
活传统村落，赋能乡村振兴
的缩影。惠州历史文化源远
流长，古迹古建星罗棋布。
据统计，惠州当前已有国家、
省、市各级传统村落超过 30
个，这些传统村落形成时间
较早，广府、客家、潮汕文化
相互交融，形成丰富多彩的
建筑文化，并保留着某一历
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
色和民俗风情，是惠州深厚
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载
体。可以说，每一座古村落
都像是一座大型“民俗博物
馆”。

不过随着现代化、城市
化浪潮汹涌而来，不少乡村
古村落、古建筑逐渐人去屋
空。原住民的流失，使传统
文化之魂游移，乡村“空心
化”导致人才缺失，文化认同
断裂导致保护意识淡薄。

惠州市传统村落保护规
划有关研究指出，传统村落
的保护开发应注重村落空
间、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尽可
能保持建筑、村落以及周边

环境的整体空间形态和内在
关系，留住各个时期的历史
记忆，呈现传统文化的延续
性。

“丰富的乡村文化是经
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与自
然和社会相互竞争、融合的
结果。其本身就蕴含着热忱
的人间气息，具有强大的感
染力和无可替代性。”一名具
有丰富的乡村文化调研经验
的学者表示，盘活传统村落
文化资源，应更多关注其独
特性，要避免机械性的经验
复制，造成“千村一面”的局
面。

据悉，早在 2016 年，惠
州就已印发《惠州市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办法》，从总体上
明确了传统村落保护的原则
和保护利用措施，规定传统
村落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
统格局、历史风貌以及自然
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
与环境。多年来，随着传统
村落保护项目的实施，全市
多个古村迎来“重生”，成为
备受市民游客青睐的特色乡
村旅游打卡地。

传统“上灯”习俗
寄托人丁兴旺愿望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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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石
屋寮“九厅十八井”围屋见证了
客家族群迁徙繁衍的历史和聚
族而居的民俗文化，是研究客
家社会文化发展与聚落形态的
不可多得的历史遗存。如今随
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热闹的古
屋，如今俨然已步入风烛残年：
开阔的天井院落已被野草侵
占，部分墙体、房顶已经坍塌，
遍地残瓦墙渣……沧桑破败的
屋宇让人心生寂寥。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本地
客家村民情系宗族，对“九厅十
八井”古屋抱有深切的情感。

“一个大门进去，家家相通，户
户相连，住着彼此熟悉的几百
人，宽敞的天井总是很热闹，让
人怀念。”老村民陈先生表示，
藏着他儿时记忆的古围屋，不
仅是一代代石屋寮村民的乡愁
记忆载体，更是惠东客家族群

的历史人文见证，希望能得到
妥善保护和利用。

延续古建人文，留住浓浓
乡愁。据了解，目前惠东县梁
化镇正积极推进石屋寮村古村
落文化保护与开发有关项目。
据该村有关负责人介绍，石屋
寮村将依托古村落文化资源和
原生态绿色资源，打造民俗文
化体验区、红荔古岸寻幽区、低
碳新村社区、生态观光农业区、
山林生态保育区等特色乡村文
旅功能片区。根据初步规划，
项目将重点修复古村落古建筑
约 10000 平方米，并对村中逾
千棵古树名木和古树群增加保
护措施；此外，还将对村落沿途
约3公里道路进行改造提升。

据介绍，在乡村振兴的大
潮下，梁化镇正研究谋划打造
梁化文化特色历史小镇，力争
从各村特色资源和亮点切入，

将乡村古色、绿色等资源转化
为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释放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

记者留意到，石屋寮古村
落保护开发项目重点提到了古
树名木的保护。据石屋寮村有
关负责人介绍，村里有成千上
万棵百年古树分布其中，种类
主要以榕树、芒果树、荔枝树、
龙眼树等为主，大多都已经过
挂牌登记，通过树干上的牌子，
树龄、种类等信息一目了然。
茂密的古树枝叶为古村落增添
了韵味。

厚重庄严的参天古树、古
色古香的客家民居建筑……值
得期待的是，通过各类特色资
源的有效开发，石屋寮“九厅十
八井”围屋将迎来“重生”，在古
树名木的见证下，向游人讲述
客家宗族迁居繁衍的历史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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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见证石屋寮客家宗族迁居繁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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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屋一角挂着“百子千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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