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膝」，意思就是很小
的地方。培田村中有一處小

小的容膝居，建於清朝嘉慶年間，天井照壁上
至今赫然書有「可談風月」。原來，這是專門為
族內女性傳授生理衛生知識的場所，這大約是
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民間婚育學校，在當時是
極為難得的。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據說，

當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鄉後不久被休。村

人了解後，才知是該姑娘缺乏生理衛生方面的
常識，導致夫妻之間房事不諧。由此，培田村
民將「容膝居」闢為向族內女性傳授生理衛生
知識之場所，請老年婦女向待嫁姑娘講授婚育
知識。
據村中近百歲高齡、當年參加過婦女學堂學

習的羅蘭芬老人說，除了生理知識，辦這個
「女性學堂」，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讓嫁出去的
女兒和娶進來的媳婦都能知書達理，掌握必要
的生活知識和日常禮儀，以便與大戶人家的身
份相稱。光緒年間新教育興起，學堂曾由長汀
縣督學親自批准並註冊。為此，縣裡還專程派
人來村裡檢查學員人數、教師情況、講授內容
等。
羅蘭芬仍記得，學堂的學習內容很多，主要

是學文化，有寫字、讀書，還有算術。學算術
是為了能記賬，同時也幫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婦
女管理家產。此外也學女工，如繡花、剪紙、
製衣、做鞋等；還學做家務，如洗衣做飯、養
豬養雞、紡線織布⋯⋯當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
識。最有意思的是，在學習之餘，學堂還組織
姑娘、媳婦排練小戲，如《小姑賢》、《孔雀東
南飛》等。學員中既有過門不久的媳婦，也有
待嫁的閨女，還有年輕的寡婦，最大的二十
六、七歲，小的十七、八歲。這所學堂一直辦
到上世紀30年代，其建築至今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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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鎮風月

福建培田

■這裡曾是培田最熱鬧的商業中心，沿街兩旁

皆是老式店舖的培田千米古街一角。

■紀曉嵐折服於培田精湛的建築藝術、多彩的

楹聯牌匾、殷實的文化涵養，留下「渤水蜚英」

墨寶。

■可談風月的容膝居大約是第一所民間婚育學

校，在當時是極為難得的。

在這片13.4平方公里的婉約之地上，保存 三十幢大宅、二十一座
祠堂、六處書院、一條千米古街、兩座跨街牌坊、四處庵廟道

觀，組成一個連片成群、規模宏大、佈局講究、設計精美的古民居建
築群村落。

光緒欽賜 勉吳氏先人忠心

在村口首先看到的是「恩榮」牌坊和同時祭祀孔子和關公的文武
廟。吳美熙告訴記者，「恩榮」牌坊是中過武進士、官四品藍翎帶
刀侍衛並領三品銜的吳拔禎經光緒帝恩准而建造的。吳拔禎為培田
吳氏第十九世公，相傳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慈禧惶惶西逃。光緒
皇帝的車馬出宮追隨，誰知馬一個勁往東奔跑。當眾馬伕無奈之
時，御前侍衛吳拔禎奮勇當先，用勁緊控車轅勒住馬頭，使之迅即趕
上了慈禧的車隊。慈禧見吳拔禎對皇上忠心可鑒，即賞戴花翎，命隨侍
皇上。西行結束，為表彰吳拔禎護駕有功，光緒帝加封他為「武威將
軍」。若干年後，吳拔禎父親病逝，他辭官返鄉。臨行前，光緒帝念其忠
心報國，特許他回鄉興建豪宅「都閫府」及跨街牌坊一座。吳拔禎為謝皇
恩，在牌坊匾額中刻上「恩榮」二字，故此鄉人便叫它「恩榮」牌坊。
時至今日，培田仍流傳 不少關於吳拔禎的故事，多是聞雞起舞、

三更入息，刻苦學習、練功，以及武藝如何高強。「進士第」至今還
保留他當年練功用的重約三百多斤的石鎖和兩個四十斤重的圓石。
慕名前往的遊人也能隨 吳氏後人的口口相傳，想像 當年武進士
將石鎖輕鬆地舉過頭頂，在眾人的喝彩聲中繞場一周的威武英姿。

九廳十八井 融會南北精髓　

繞過牌坊，不遠處就是村中規模最大的「九廳十八井」的合院建築—
建於道光九年、佔地6900平方米的繼述堂。所謂「九廳十八井」的九廳是
指門樓廳、後廳、下廳、中廳、上廳等9個正向大廳；十八井包括五進廳
共5井、橫屋兩直每邊5井共10井，樓背廳有3井。吳美熙介紹說，「九廳
十八井」是客家人結合北方庭院特點，適應南方多雨潮濕氣候及自然地理
特徵，採用中軸線對稱佈局，廳與庭院結合構建的聚族而居的建築樣式。
眼前的繼述堂遠不止九廳十八井，前後歷時11年才建成的這片合院，足足
有18個大廳、24個天井和72個房間。正屋有五進，兩旁各有數列橫屋。主
廳堂面東，華麗高大，滿足了禮儀要求，據說在這裡最多一次宴請了一百
二十桌客，橫屋自然是南北朝向，光線足、空間大，又採用一廳兩房平面
佈局，所以使用起來十分方便。繼述堂的地面是用混泥土夯打而成的，秘
方是黃泥、石灰、砂子加紅糖、糯米、蛋清等等，如此打好的地面無論是
外觀還是堅硬度，都與岩石無異。

千米古街　印證昔日繁華

貫穿培田的是一道被稱為 「民居一線天」的千米古街，地上布 整潔精
緻的鵝卵石，兩邊留有排水小溝。吳美熙說，這裡曾是培田最熱鬧的商業
中心，沿街兩旁皆是老式店舖的房子，大開 木門的窗和突出的延台，全
是擺貨物招攬生意的樣式。但是如今大都關閉 ，只有牆上褪了色看不分
明的老式招牌，依然留 過去商貿繁華的印跡。
行走在這條安靜的古街上，時光彷彿流轉到從前。一家剃頭舖子正開

門，上了年紀的師傅用傳統的剃刀和剪子為村裡的老人理髮修面。舖裡的
每件物品，都印上時光的印跡，陳舊但又親切，如同舖中的兩位老人，面
對我們的好奇暮光回以寬厚和親切的笑容。這開 的舖子，和舖裡那盞昏
黃的燈光，在日光下，暗淡而又如此執 。

客家人崇文重教，在培田
這個偏居一隅的村落中，亦

深藏 一個擁有六百多年歷史的南山書院。曾
在此潛修的清代名士曾瑞春將書院與朱熹講學
的鵝湖鹿洞相提並論。
始建於明朝成化年間的南山書院，圓石鋪

階，穿過迴廊，陽光從天井斜曬進正堂來，落
在兩張朱漆剝落的太師椅和一張古色古香的八
仙桌上，桌上存放一方殘缺的墨硯、石刻《書
院記》及清代木刻本《吳氏族譜》。數百年來，
這裡走出了一批批文武英才，僅明清時期培養
出的榜眼、翰林、進士、秀才就有150餘人，其
中官至五品以上的就有7人。民國時期，培田有
4名留學生赴日、法求學。時至今日，這裡仍然
傳承客家先祖遺訓：耕讀為本，崇文重教。解
放後，書院改為培田小學，由此培養出的大中

專畢業學生逾五百人，其中不乏教授、工程
師、書畫家、作家⋯⋯南山書院書香綿延、文
風鼎盛，一如書院門前清代尚書裴元章的題
聯：「距汀城廊雖百里，入孔門牆第一家」。

客家重文教 深山藏書院

米凍是客
家人用來招

待親朋好友的必備美食，也是
培田村所在的宣和鄉自產的道
地美食之一。
正宗宣和米凍需選用當地出

產的早稻米，浸泡約12小時後加
入黃枝籽、槐花籽等植物，用
石磨磨成米漿，當地人稱，磨
漿需選用中型石磨，兩人配合，磨出細而
滑的米漿。下鍋以大火熬煮，後改小火，
攪拌時先緩後急，並加入當地稱為「富偉
柴」的植物濾過的汁，約1個小時後才算大
功告成。熬好後，用闊口大缽或盆盛裝保
存。這樣做成的米凍顏色金黃，顫悠悠像
塊鮮亮瑪瑙，香味撲面而來。宣和米凍做
法多樣，可炒，可油煎、也可煮湯或作為
火鍋料，均非常美味。
米凍在當地是一種神聖的食品，製作時

還有一些禁忌。除了清潔，還要防止生人
特別是喝了酒的人進入，以免影響全年的
運勢。

培田米凍

清乾隆二十八年，紀曉嵐巡視汀州府，聽聞當地有一

培田村以「文墨之鄉」飲譽汀連，他懷疑小小的山村徒

具虛名，便以縣教諭的裝扮暗訪，卻被其間精湛的建築

藝術、多彩的楹聯牌匾、殷實的文化涵養所折服，最後

留下「渤水蜚英」的讚嘆，欣然而去。

這便是培田，因全村皆姓吳，故又稱「吳家坊」，這座

擁有800年歷史的村落，坐落於福建連城山間，較為完整

地保存了明清時期客家古民居建築群，堪與福建永定土

樓、廣東梅州圍龍屋相媲美，是客家建築文化經典之

作。如果說土樓是古堡，封閉而堅固，那麼培田民居就

是莊園，豪放而優雅。在培田古村落保護與開發研究

會常務副會長吳美熙的引領下，記者走近了這神秘

而又充滿魅力的客家古文化群落。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麗寬特約通訊員李紹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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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鎮文教

古鎮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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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在中秋月

明夜，人們可以

在此鹿鶴同春圖

中，看見鶴舞和

聽見鹿鳴。

■當地20座古祠中保存得最為完好的久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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