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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先辈”
当 当

“先辈” 这个词， 日语和中文里都

有， 但内涵不一样。 日语里的 “先辈”，

没有中文里 “革命老前辈” 那层凝重之

意 ， 只是 “先来后到 ” 这样的时间序

列。 对学生来说， 指年级比自己高的同

学或是校友； 对上班族来说， 指那些比

自己先入单位的同事。 而且， 和中文不

同的是， 日语里的 “先辈” 还是个可以

叫唤的称呼。 “先辈、 先辈” 叫得最多

的是初中、 高中校园。

我一直觉得 “先辈” 这个称呼不可

思议。 在小学阶段没有的意识， 到了中

学怎么会突然冒出来， 而且还沉甸甸地

压在心头， 一听到 “先辈” 两字竟然会

肃然起敬甚至畏怕起来。 “先辈” 的这

份威信是从哪里来的？ 是老师刻意树立

的吗 ？ 问了所有的日本朋友 ， 都说不

是 ， 他们说 ： 老师的威信甚至还不如

“先辈”。

日本的学校， 从中学开始正式有课

外俱乐部活动， 简称 “部活”， 原则上

人人都得参加。 有吹拉唱弹载歌载舞的

文艺部类 ， 有重竞技较实力的体育部

类， 有安安静静的研究部类， 还有赋诗

作画舞文弄墨的教养部类。 俱乐部的种

类因学校而异， 相比之下种类比较多的

是私立学校， 只要志同道合， 三两个人

也可以设一个俱乐部 （在我看， 就像是

兴趣小组）。 各个俱乐部都有老师做顾

问， 但老师并不是技术指导： 管弦乐团

的顾问可能还不会吹奏， 网球部的顾问

很可能球打得还没有学生好。 顾问老师

只是学校和俱乐部之间的纽带， 起监督

和协调作用而已。 做什么、 怎么做， 一

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设置课外俱乐部

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但是 ， 没有老师指点的课外俱乐

部， 居然也都搞得有声有色， 有的还相

当不错。 课外俱乐部一年一度的总汇报

就是校园文化节， 多数学校定在秋天连

休的日子， 一搞就是两天。 家长们每年

这时节会起个大早， 排上个把小时去听

学校管弦乐队的演奏， 第二天又排上个

把小时去看歌舞团等的表演， 有时排了

半天还拿不到座位。 这都是谁在一手指

点呢？ 答曰： “先辈”。 原来， “先辈”

是从 “部活” 里冒出来的。

以管弦乐团为例 ， 每年的新部员

里， 有的从小学过乐器， 有的是一张白

纸。 高年级的部员， 也就是 “先辈”， 会

手把手地指导。 “先辈” 也不是天生什

么都会的， 为了做到 “技高一筹”， 她们

会自觉钻研， 甚至不惜自费去校外拜师。

私立中学大多是初中高中连读， 所以俱

乐部也在一起活动。 高中部的 “先辈”

负责选曲、 抄谱、 制定排练计划， 然后

通过一层层大大小小的 “先辈”， 把一切

落实得井井有条。

前年的文化节， 我们去看了女儿学

校音乐俱乐部的演出， 唱、 做俱佳的果

然都是高中的 “先辈”。 一问， 有的在校

外学歌剧， 有的在学声乐， 还有考进日

本顶尖的宝塚歌剧团附属宝塚音乐学校

的 ， 难怪深得 “后辈 ” 仰慕 。 听女儿

说， 有一天， 她正在校舍入口处和同学

一起换鞋， 就听一阵 “塔塔塔” 的脚步

声， 一群丽人如瀑布从楼上飞流而下。

和她一起换鞋的音乐俱乐部的同学们赶

紧一字排开， 弯腰低头连声齐说 “辛苦

了！ 辛苦了！” 原来， 那是音乐俱乐部的

先辈们 “下凡”。

部越大， 管得越严 ， 规矩也做得

越到位 ， 否则那一台台戏怎么排得出

来？ 最严厉可怕的是运动部， “先辈”

让你在操场上跑几圈 ， 纵然累得眼冒

金星腿发软也得咬着牙跑完 。 男子学

校或是公立学校的运动部 ， “先辈 ”

据说更是严厉得近乎不合情理 。 我一

位公立学校出身的日本朋友 ， 初中高

中都在排球俱乐部 ， 说她当年被 “先

辈” 摔打得近乎尿失禁。 十几年过去，

提起当年的 “先辈” 依旧咬牙切齿。

当然， “上下级” 关系光靠高压是

不能维系良久的， “先辈” 有时也会露

出亲切的一面 ， 比如旅游回来给 “后

辈” 捎点好吃的点心， 寒暑假会拉着一

些 “后辈” 外出吃烧烤什么的。 女儿所

在的天文俱乐部晚上观星很冷 ， 每次

“先辈” 都会自费为大家准备热气腾腾

的可可茶。

其实， 虽说是 “先辈”， 也不过就

是比自己大几岁的 “大小孩”， 却要比

“后辈” 多做许多工作， 承担重大的责

任。 最典型的是运动部， 校际比赛胜负

事关学校的名声， “先辈” 的心理负担

能不重吗？ 即便是只有校内活动的俱乐

部 ， 每年也面临校园文化节的评选活

动， 能否评上所属部类的一二三， 直接

关系到自己这个部的荣誉和今后的生

源 。 特别是那些年年名列前茅的部 ，

“先辈” 更是丝毫不敢松懈， 唯恐在自

己手里砸了锅。

校园文化节的评选活动， 包括来访

者打分和内部评分， 前者多少可以从亲

朋好友那里 “拉票”， 后者就得靠自己

（确切地说是正副负责人） “夹紧尾巴”

努力了 ， 因为组委会有许多细碎的规

定 ， 一不留神 ， 就可能掉进被减分的

“陷阱” 里。 比如， 该向组委会提交的

材料是不是按时交了， 布置教室的用材

是不是超过了指定的数目， 等等， 大大

小小的规定还挺多的。 虽说订这些规定

的也都是学生， 倒也没听说有谁 “不买

账” 的。 女儿说： 既然是规定就得遵守

嘛。 最 “苛刻” 的规定， 莫过于 9 月份

的文化节 5 月份前就得提交具体的计

划、 预算和支出细目， 而且计划提交以

后， 再怎么后悔、 再怎么新点子闪光也

不可随意撤回更改 。 日本人的 “死脑

筋” 和计划性强， 估计就是在学校的俱

乐部活动中养成的吧。

公立学校的课外俱乐部活动持续时

间较长， 一般要到高三才能隐退， 明显

影响高考复习。 所以， 运动部强大的学

校， 一般 “浪人” 也多： 当年高考来不

及准备， “浪” 上一年， 第二年再考。

相比之下， 大多数私立学校的课外俱乐

部活动一般到高二为止， 学校规定秋天

的文化节一过就得 “引退”， 最后一年

半可以专心备考。 这些个学生， 从初中

开始把兴趣和精力都扑进了俱乐部活

动， 是该收心好好 “务正业” 了。

“先辈” 引退， 不仅要开欢送会、

送纪念品， 女儿的学校 “后辈” 还得给

每位 “引退先辈” 写感谢信。 每年这时

节， 就见女儿领回一摞豆腐干大小的彩

色纸片， 一张纸对应一位 “先辈”。 我

看她写得密密麻麻， 还贴上了五颜六色

的小粘贴。 写完后， 由高一的 “先辈”

汇编成册， 贴上俱乐部活动的照片和部

员合影， 连同大家集资买的礼品， 在部

内的欢送会上赠交给 “引退先辈”。 相

比之下， 男子学校简单多了。 儿子引退

时 ， “后辈 ” 们按日本传统给每一位

“引退先辈” 准备了一张方正厚实的美

术纸， 大家在上面打着转写留言， 密密

麻麻。 再调皮的 “后辈” 也没有直呼其

名的 ， 留言里 ， 大家都一口一个 “○

○先辈”。 想到在家里， 一直把儿子当

小， 少不了指责训斥， 没想到在学校还

有被抬举的一面。 从此， 我遇到手机方

面的问题需要他帮助时 ， 也开始叫他

“先辈”。 我发现这称呼很受用， 儿子似

乎又找回了尊严， 乐滋滋的， 还找回了

“先辈” 应有的责任心。

据说日本不少高中有个传统， “先

辈” 引退时， 有勇气的 “后辈” 会向自

己爱戴的某位 “先辈” 预约制服上方的

第二颗纽扣 ， 可能是那位置离心脏最

近， 可以感受到 “先辈” 心脏鼓动的缘

故吧 。 女儿学校的传统 ， 则是向 “先

辈” 预约鞋带， 因为她们学校以鞋带的

颜色来区分年级。 有位超级人气的 “先

辈”， 已被预约了十多副鞋带， 不得不

另购新的 。 当然 ， 这只限于被崇拜的

“先辈” 和有勇气的 “后辈” 了。

一年半后， 高考完毕的 “先辈” 们

笑盈盈地回 “娘家” 俱乐部串门， 不问

也知道， 一定考得很出色。 女儿掰着手

指说， 上上一届有三位 “先辈” 进了东

京大学， 前年的正副部长， 一个去了京

都大学法学部， 一个被推荐去了庆应大

学， 云云。 “先辈” 即便引退了， 形象

依旧高大， 想必这也是 “先辈” 们引退

后发奋备考的动力之一吧。

终于， 到了女儿这一届做最高 “先

辈” 的时候， 这才切实体会到历届 “大

先辈” 的辛苦。 比如， 她们天文俱乐部

有顶充气穹窿， 每年文化节在里面投影

星座， 讲解与各星座关联的希腊神话故

事。 天体投影仪的星座定位是 “先辈”

准确计算后一个洞一个洞地打上去的，

讲解员也只有最高 “先辈” 才有资格胜

任 。 所以 ， 当她们升到最高 “先辈 ”

时， 满心荡漾着喜悦、 自豪和责任心，

情不自禁摩拳擦掌要做出个 “先辈” 的

样子来。

她们这个天文俱乐部， 每年都在校

园文化节的研究部类拿第一， 仿效 “先

辈” 的足迹似乎也可以保住奖杯， 但六

个小女孩摩拳擦掌， 决定一改多年的老

套套， 多多增加研究的色彩。 她们先是

翻箱倒柜挖出了一批沉睡多年的器材，

雄心勃勃计划每天中午观察太阳黑点，

因为那一年正是太阳活动频繁的时期。

暑期夏令营也尝试新的方法捕捉流星，

可惜宿营期间不是浓云就是天雨， 这是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观测， 六个 “先辈”

痛成一团 。 她们这一届部员积极性很

高， 把顾问老师也 “激活” 了， 主动为

她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和详尽的技术指

导。 毕业以后， 顾问老师还破例邀请她

们参加天文俱乐部的暑期观星夏令营。

这一次很幸运 ， 实践了他们当年的设

想， 还观测到了三百多颗流星。

到了大学 “先辈” 意识怎么样了？

问了儿子女儿， 也问了日本朋友， 都说

比初中高中时平等多了， 至少可以不再

冠以 “先辈 ” 这个尊称 ， 但是 ， 遇到

“先辈 ” 还是得记得首先打招呼 ， 和

“先辈 ” 说话还是会情不自禁用敬语 。

顺便提一下 ， 2015 年日本川崎市发生

了一件想起来就痛心的事件： 三个十七

八岁的少年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初一的男

孩。 虽然这是校外结识的群， 但有集团

的地方就有 “先辈” 意识。 这事件牵扯

到许多社会问题 ， 但起因是这个群的

“老大” （主犯） 不满被害者对自己不

够敬重： 说话不用敬语， 发信也不及时

反馈。 用什么语气说话是你对 “先辈”

持什么态度的 “试金石”。

从初中开始的课外俱乐部活动， 不

仅锻炼了学生的自主性和组织能力， 还

因为有先辈后辈这层关系的存在， 自然

而然地养成了遵纪守规、 服从敬上的习

惯。 初中高中烙下的先辈意识如看不见

的空气， 会一直笼罩着你， 左右着你的

思考和言行。 绝大多数日本人早早就学

会了如何解读这样的空气。

先辈后辈关系看似不成文的规范，

它游离在法律和道德之间 ， 有时甚至

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 。 它又像一只无

形的手 ， 把复杂的社会秩序梳理得井

井有条 。 日本的 “先辈 ” 效应真是不

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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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政府号召 ， 居家自我隔离 ，

就觉得一下子精神起来。 不为别的， 就

为那个睡觉， 睡觉睡到自然醒变成真的

了， 惬意至极。 几天过去了， 又突然

觉得睡多了也不行， 其他不说， 这个

腰有点软， 有点酸， 精气神反而不如

前几日。 想来想去， 就知道自己骨头

有点贱： 这人啊， 就是劳碌命， 一天

到晚闲着也不是件好事 。 还有就是 ：

家里三顿饭， 吃来吃去都是猪肉， 炒来

炒去都是青菜， 而且青菜也不多了。

母亲说， 人是要寻事做的， 这样，

娘儿俩去一次菜园， 挑一担青菜， 我

们腌点咸菜， 好哇？

不是家里有咸菜么？

你自己腌的自己欢喜。

菜园离家两百米， 向南走， 再右

转， 都是一尺宽的田埂， 田埂上都是

青草， 一半萎靡了， 一半还绿着。 远

远望去 ， 菜园里全是绿色 ， 阳光下 ，

晶晶亮， 还未走进， 一股股青菜的气

味和着土地的气息， 向我们扑来———

这是已经在发动了的春天的味道。

青菜挑了回来 ， 摊了半个场地 ，

母亲寻了只矮凳坐下 ， 开始去老根 、

剥老叶， 母亲说， 要腌好咸菜， 先要

将青菜一棵棵理好 。 我打小就知道 ，

母亲腌咸菜是村里出名的， 怎么腌法

自然听她的。 母亲问我， 小时候腌咸

菜的事情， 你还记得哇？

啥都记得清清爽爽， 一样也没有

忘记。

先说咸菜的好与坏 ， 一般来说 ，

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的， 一是颜色， 二

是口味。 要想咸菜有悦目的颜色和上

好的口味， 腌制方法大有讲究的。

我记得当年， 队上许多人家， 居

多是女同志， 走过我们家， 说是看看

望望我们， 在场地上一蹲， 拉过一条

长凳， 就开始家长里短的闲扯， 其实

是兜个大的圈子， 要几棵咸菜。 那时

候要多要少， 都不叫一碗的， 而是以

棵论数。 她们对我母亲说， 想要有棵

咸菜吃吃。 母亲听了， 自是高兴， 因

为别人的讨要就是一种肯定， 这是母亲

很光荣的时候。

母亲居多是挑了最大、 最好看的给

她们。 而拿了咸菜的人家， 碰到这样的

热忱、 爽气、 大方， 看到这样的咸菜，

自然也是欣喜万分， 表扬我母亲， 说咸

菜腌到这个份上， 也是真本事， 一定心

灵手巧， 顺带还会赞扬我们全家。 她们

不知道， 母亲是专挑颜色黄白的、 个子

大的、 模样好看的送的。 平日里她都将

这些咸菜压在别的咸菜底下， 甚至是缸

底， 就怕父亲和我拿了吃掉； 而留在缸

面上的那些咸菜， 棵棵都是相对小些

的， 有些还是墨墨黑、 软塌塌的， 咸菜

的干都是荡下的， 叶子也碎七碎八。

我们家的咸菜好吃， 与母亲裁剪

鞋样一样出名。 出名的是咸菜， 跟着

出名的是人， 是母亲。 母亲为这名声

需要一年的经心。 一年过去了， 咸菜

缸翻身了 ， 她也就歇息了 。 母亲说 ，

开心， 好闲一些日子了。 可不消几月，

又要忙了。 母亲的忙是从选种开始的，

所以 ， 问一声好咸菜如何腌制出来 ，

还不如说好咸菜是如何种出来的。 我

那个年纪很少去田里的， 但母亲在场

地前留下的那几棵青菜种， 是见过的。

那几棵青菜长得特别的大， 上下一统，

很圆润 ， 很健康 ， 菜板宽 ， 菜肉厚 ，

白中带绿， 越是朝上绿颜色越是鲜艳，

菜叶像小蒲扇， 朝上翘着， 又片片张

开， 片叶外面大里面小， 粗细纹理根

根清楚， 颜色正好与菜板相反， 是绿

中带白， 白里有点青， 没有一点虫子

的啮痕。 整个儿看上去， 新鲜、 鲜嫩、

白亮、 清爽。 这几棵青菜， 我们要看

到它们起蕻， 长出菜花。 到了结籽的

时候， 青菜不好看了， 像嶙峋的一棵

小树， 颜色不一了， 菜干矗立着， 但

成了根竖插的花旗竿， 叶片也成黄叶

了。 这样子很像村里的老人， 他们养

出了儿子， 儿子成家了， 他们就老了，

就剩下一副皱了、 黑了、 松弛了的皮

囊， 与眼前的青菜种子菜一样， 闻到

的已经不是菜香， 看到的也不是当初

的模样。

那时段， 母亲总是一天里去看一

次， 一是担心留作种子的青菜被人割

了去， 二是担心虫害发生。 那些被挑

到家里的青菜， 她要一棵一棵地剥去

菜边上的老叶 ， 再用菜刀削去菜根 ，

放在一边的地上———是一棵一棵地着

地竖放的， 不堆叠。 堆在一起要有温

度的， 会热坏了菜。 然后， 母亲开始

候着太阳 ， 候一个日头不毒的日子 。

那个天气， 太阳要暖洋洋， 但不烫身，

空气要清清爽爽的， 但不刮风。 母亲

对我说， 晒到菜干捏上去软了， 菜叶

团起来了， 就可以腌了。 这些青菜一

般都晒了两个日头， 母亲将青菜搬出

搬进， 我也跟着帮忙。 我现在还记得，

这些要腌制的菜叶， 畚到杭州篮里的

时候， 与挑下来的时候比， 缩小了很

多， 菜头的叶片儿全部耷拉了， 随便

你怎么侍弄， 是没有菜汁脏你手脏你

衣服的。 母亲说， 这个时候菜上就有

了阳光， 还有好的空气， 还有了人的

勤谨， 所以现在腌起来就好腌， 等将

来吃起来就好吃。

开始腌了———母亲先将大缸洗干

净， 然后又洗了一个小缸。 这个大缸

的直径有一公尺半左右， 高大概在一

公尺二左右 。 颜色是黄里的暗黄色 ，

且有斜边的条纹， 条纹从缸的沿口顺

道缸的下沿口， 这条纹的口子， 嵌入

缸面一点点， 像是用来透气的。 缸的

沿口是团起来的， 滚圆边， 手捏上去

就像握住一柄有了人味的锄具一样 ，

合手。 有了沿口就有了抓手， 假如要

移动一下缸的位置， 沿口就派用场了。

缸里壁的颜色是全部乌黑的， 没有条

纹的凹凸， 很滑溜， 还有点光泽。 母

亲用土布先水洗， 后干洗， 擦了好几

次， 直到她自己满意为止。 有时候父

亲说一句， 咸菜也是洗了再吃的， 母

亲当作不听见 ， 白一眼 ， 继续擦缸 ，

擦好大缸擦小缸。 说小缸其实也不小，

也有半公尺直径半公尺高的， 这个缸

的咸菜总是先吃的， 而且是自己吃的

多。 母亲告诉我们， 小缸的缸料特别

好， 透气性强， 腌的咸菜， 菜板颜色

蜡蜡黄， 菜心颜色煞煞白， 又鲜又嫩，

可以生吃， 保证肚子不疼。

我第一次参加腌咸菜是七八岁的

当口。 那天的傍晚， 母亲准备好了一

切， 先叮嘱我吃好饭。 为什么不在吃

饭前腌呀？ 母亲说， 现在海里还在涨

潮， 涨潮不能腌咸菜， 涨潮里腌的咸

菜 ， 今后咸菜卤会不断地往缸外冒 ，

这样咸菜要发酸， 发霉， 甚至于发臭

的。 我那时就想： 家里的缸又不通大

海， 与潮汛有啥关系？ 反正那个时候

也不需要理解 ， 就需要听母亲的话 。

母亲说你去洗洗脚， 我就洗脚了。 母

亲在洗套鞋， 我穿的小套鞋。 洗好后

母亲替我穿上， 然后说一句， 今天的

咸菜， 儿子腌的。 说罢就把我抱进了

大缸。 往年的这个时候， 父亲在缸里，

母亲在缸外 ， 一个给菜 ， 一个接菜 ，

一个在缸边送， 一个往缸内压。 现在

不是了， 母亲叫我用手抓住缸的沿口，

靠在一边， 母亲双手拿了青菜， 往缸

底放去， 一棵挨着一棵， 先是菜根往

缸边， 排成一个圈， 缸的底是不平的，

底的沿口是沉下的， 青菜正好放进去。

放好后， 母亲在所有菜的上面撒了一

层盐 ， 然后对我说 ， 你用脚踏好了 ，

要像走路一样。 我听了母亲的话， 一

圈一圈地踏去又踏回， 像陀螺一样不

停地在大缸里打转。 这踏菜就像游戏，

脚脚开心。 母亲叫我歇歇， 然后又放

了一层青菜， 又撒了一层盐， 我就晓

得又可以踏了。

我觉得穿着套鞋踏菜不过瘾， 就

自说自话赤脚了 。 起先觉得很舒心 ，

像踩地。 没过多时， 脚丫被盐水浸得

钻心般疼了 ， 母亲抱我出来用水冲 ，

冲了一会儿就不疼了。 母亲说， 还是

穿套鞋吧。 我说， 穿了不开心的， 还

是赤脚踏。 母亲说， 那就随你了， 说

完又把我抱进了大缸。 这回脚真的不

疼了， 踏了半个小时， 缸里青菜越来

越多， 我也听见了缸底的响声， 好像

水声。 我问母亲， 缸里有水了？ 母亲

说对的， 被你踏出来的。 母亲很开心：

今天儿子踏菜了， 过段时间吃咸菜你

第一个先吃， 不过， 还不晓得儿子的

脚踏出来的咸菜是啥味道。 说完， 把

我抱了出来， 这回是把我直接抱到板

凳上的， 说儿子累了， 先吃口水， 再

吃点饭。

我没有吃饭， 自个儿洗了脚， 又

回到了母亲身边， 母亲拿来一块洗干

净的白布， 盖住了青菜。 这时候， 父

亲过来了， 他扛起一块大石头， 压在

了白布的上边， 问母亲： 重量够不够？

母亲说， 够了， 够了。

父亲转身看了看我， 又望了望那

只小口的缸， 那神情有些怪样， 但骄

傲掩饰不住。

我记得清清爽爽 ， 至今都没有

忘记 。

江南民间故宫———卢宅
成志伟

因参加书画活动 ， 第一次踏上东

阳的土地 。 浙江东阳是中国著名的木

雕之乡 ， 东阳木雕蜚声海内外 。 在中

国木雕展览馆 ， 我被木雕力作之精美

绝伦深深震撼 。 但是东阳水墨丹青书

画院楼院长说 ， 还有一处卢宅 ， 更值

得看一看。

翌日 ， 走了不多远 ， 到了东阳的

东门外 。 步入卢宅大门 ， 才知早在

1988 年， 这里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 专家们称之为国际

水平的东方古住宅文化代表———卢宅

全称为卢宅明清古建筑群 ， 始建于明

代永乐十九年 （1421）。 全宅占地约五

公顷 ， 由十几组南北向的宅院组成 ，

是世代为官的卢姓家族聚居地 。 其占

地面积之大 ， 在中国古代民间宅群建

筑中位列前茅 。 值得一提的是 ， 韩国

卢氏与中国卢氏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

系 ， 前任两位卢姓韩国总统 ， 都曾亲

临卢宅访问过。

卢宅建筑群自南向北有三条轴线，

肃雍堂一线为主轴线。 肃雍堂是卢氏大

族的公共厅堂， 规模很大， 可容众多人

员聚集。 这是卢宅的核心建筑， 阔有五

大开间 ， 进深十檩 ， 高三层 （达 10.6

米）。 全堂雕梁画栋、 斗栱彩画， 以龙

凤和牡丹图案陪衬， 富丽堂皇。 肃雍堂

里的大花灯令人叹为观止， 高 4.5 米，

重 255 斤。 用羊皮、 料丝、 羊角三盏大

灯上下相接 ， 覆以宝盖 ， 外围垂 6 串

24 盏羊角小灯和珠篮灯。 全灯用 40 万

颗彩色玻璃珠串成， 结构复杂， 工艺精

湛， 美不胜收。 若是晚间全灯点亮， 必

定是璀璨辉煌， 举世无双。 可惜卢宅只

能白天参观， 无缘晚上观灯， 这是一大

遗憾。 从肃雍堂一路走进去， 一重又一

重的厅堂房间连绵不断， 似乎找不到尽

头， 足见其主轴线建筑物之宏阔多样。

前后九进 ， 各尽其妙 ， 各厅堂设计规

整、 左右对称， 突现了中国建筑艺术之

精、 之雅、 之美。

另两条树德堂轴线和后大雅堂轴

线 ， 与肃雍堂线平行 ， 也是由南而北

迤逦而去 ， 只是规模小一些 ， 厅堂房

间数量也少一些 ， 但设计修筑另有自

己的特点。 点缀其间的小型花园绿地，

有效地增添了全堂的勃勃生机和青春

气息， 使之更加生动、 活泼。

卢宅地处东阳城 ， 自然充分全面

地利用了东阳木雕的高超艺技 ， 成为

活色生香的木雕博物馆 。 随处可见的

门 、 窗 、 檐 、 角 、 斗 、 栱 、 梁 、 枋 、

檩 、 亭 、 阁之上 ， 布满了东阳木雕的

花纹 、 线条 、 图案和雕塑 ， 全方位 、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阳木雕的技艺 、

风格和特色 ， 这是真正在民间生活中

随时焕发异彩的原生态活木雕。

卢宅内现存四十多处园林、 书院、

寺观和 26 座牌坊 ， 建筑形式百花齐

放 ， 丰富多彩 、 各有个性 。 卢宅是多

代卢氏族人长期建造 、 修饰 、 扩大的

结果 ， 这个过程长达五六百年 ， 为中

国古建筑群所罕见 ， 所以它的价值也

越来越高。 宅内各类建筑物多彩各异，

不仅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 ， 也被影

视工作者所青睐 。 《水浒传 》 《天下

粮仓 》 《八仙过海 》 《鸦片战争 》

《雍正王朝》 《海瑞罢官》 《人间四月

天 》 等三十多部影视作品都曾在卢宅

拍摄外景。

人们把卢宅称为江南民间故宫 ，

是因为这组古建筑群规模宏大 ， 建筑

面积达一万七千平方米 ， 在古代民间

很少见 。 真要与北京故宫相比 ， 卢宅

当然逊色许多———北京故宫建筑面积

达 15 万平方米， 沈阳故宫也有 6 万平

方米 。 已成遗址的南京明故宫 ， 面积

也比卢宅大。 但是， 故宫是皇家宫苑，

面积巨大是正常的 。 从民间角度看 ，

卢宅也足够大了 。 如今 ， 卢宅周围的

街道已整修一新 ， 商店星罗棋布 ， 东

阳木雕和竹编的旅游纪念品比比皆是，

颇有地方特色， 的确很值得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