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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文
化现象。人类需要英雄崇拜，人类总
是创造英雄崇拜。人类崇拜的英雄
众多，有氏族英雄（即祖先英雄）、民
族英雄、爱国英雄、忠义英雄、革命英
雄、人民英雄、抗灾英雄等等。潮人
崇拜的英雄也十分繁多，祖先英雄是
其中一种。大禹就是潮人崇拜的祖
先英雄。

禹，姓姒，名文命，字密，史称大
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
王。禹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
齐名的贤圣帝王，是汉民族崇拜的祖
先英雄。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
舜禅让而继承帝位。禹之所以成为
汉民族崇拜的祖先英雄，首先也是最
为重要的，是他治理滔天洪水。

当尧还在世的时候，中原地带
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只
得背井离乡，水患给人民带来了无
边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尧决
心要消灭水患，就开始访求能治理
洪水的人。

一天，他把手下的大臣找到身
边，对他们说：“各位大臣，如今水患
当头，人民受尽了苦难，必须要把这
大水治住，你们看谁能来当此大任
呢？”群臣和各部落的首领都推举
鲧。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
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
年，大水还是没有消退，鲧不但毫无
办法，而且消极怠工，拿国家这一艰
巨任务当儿戏。

后来，舜开始操理朝政，他所碰
到的首要问题也是治水。他首先革
去了鲧的职务，将他流放到羽山。舜
也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能治退
这水，大臣们都推荐禹。他们说：“禹
虽然是鲧的儿子，但比他的父亲德行
能力都强多了。这个人为人谦逊，待
人有礼，做事认认真真，生活也非常
简朴。”舜并不因他是鲧的儿子而轻
视他，很快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

大禹实在是一个贤良的人，他并
不因舜处罚了他的父亲就嫉恨在心，
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暗暗
下定决心：“我的父亲因为没有治好
水，而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我一定努
力再努力。”但他知道，这是一个多么
重大的职责啊！当时大禹刚刚结婚
才四天，他洒泪和自己的恩爱妻子告
别，踏上了征程。

禹带领伯益、后稷和一批助手，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当时中原
大地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人迹罕
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
沿途看到无数的人民都在洪水中挣
扎，他一次次在那些流离失所的人
民面前流下了自己的清泪，而一提
到治水的事，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
都会向他献上最珍贵的东西，使他
感到人民的情意实在太浓太浓，决
心和信心倍增。

禹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拿着规
矩，走到哪里就量到哪里。他吸取了

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
了疏导治水的新方法，其要点就是疏
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
海。大禹每发现一个地方需要治理，
就到各个部落去发动群众来施工，每
当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他都和人民
在一起劳动，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挖
山掘石，披星戴月地干。

禹生活简朴，住在很矮的茅草小
屋子里，吃得比一般百姓还要差。但
是在水利工程上他又是最肯花钱的，
每当治理一处水患而缺少钱，他都亲
自去争取。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一
次，他治水路过自己的家，听到小孩
的哭声，那是他妻子涂山氏刚给他生
了一个儿子，他多么想回去亲眼看一
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他一想到
治水任务艰巨，只得向家中那茅屋行
了一个大礼，眼里噙着泪水，骑马飞
奔而走了。

禹治水方法是把整个中国的山
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他先
治理各地的土地，该疏通的疏通，该
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
沃的土地。然后他治理山，经他治理
的山有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
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
山、太华山、大别山等，就是要疏通水
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去，不至
于堵塞水路。山路治理好了以后，他
就开始理通水脉，长江以北的大多数
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

禹治水讲究的是智慧，如治理黄
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龙门山
在梁山的北面，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
的积石山引出，要把水疏导到梁山
时，不料被龙门山挡住了，过不去。
大禹察看了地形，觉得这地方非得凿
开不可，但是偌大一个龙门山又如何
是好，大禹选择了一个最省工省力的
地方，只开了一个80步宽的口子，就
将水引了过去。因为龙门太高了，许
多逆水而上的鱼到了这里，就游不过
去了。许多鱼拼命地往上跳，但是只
有极少数的鱼能够跳过去，这就是我
们后人所说的“鲤鱼跳龙门”。据说
只要能跳龙门，马上鱼就变成了一条
龙在空中飞舞。

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
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
往日的凶恶，驯驯服服地平缓地向东
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陵露出了峥
嵘，农田变成了米粮仓，人民又能筑
室而居，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后人
感念他的功绩，为他修庙筑殿，尊他
为“禹神”。我们的整个中国也被称
为“禹域”，也就是说，这里是大禹曾
经治理过的地方。禹是我国古代最
有名的治水英雄。

禹成为汉民族祖先英雄的第二
个原因是他划定中国为九州，铸九
鼎。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天下，
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等认真考
察、调查，了如指掌。禹根据山川地

理情况，将中国分为九个州，即冀
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
州、雍州、荆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
物品种。后来，九州所贡之铜年年
增多，禹就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金，铸
造成九个大鼎，即冀州鼎、兖州鼎、
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
州鼎、梁州鼎、雍州鼎，每鼎上都铸
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九鼎
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
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
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
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
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
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
象征。

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
江绍兴市南），至今仍存禹庙、禹陵、
禹祠。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大都
来禹陵祭祀他。夏桀灭后，商汤王
封夏王室姒姓一支贵族于杞国，以
奉祀宗庙祖先。周武王灭商为王
后，封禹王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
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大
禹王祭祀为国家祭祀。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公元
960年，宋太祖颁诏保护禹陵，开始
将祭禹正式列为国家常典。明清两
朝的祭禹仪式和制度最为完备，典
礼也最为隆重。明清两朝大祭禹陵
各达20多次。清代康熙帝、乾隆帝
都亲临绍兴祭禹。1933年，禹庙再
度修复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禹活动。

大禹因治洪水而著，也受到民间
崇拜，民间是将大禹作为水神来崇拜
的。道教中，禹为水官大帝，诞日为
十月十五日下元节。

潮汕地处南方，江河众多，雨水
充沛，水灾频多，潮人也把大禹作为
英雄来崇拜——既是祖先英雄，也是
消除水灾祸害的神明。作为汉民族
的祖先英雄，盘古氏、女娲、炎帝、黄
帝等虽然潮人也有崇拜，但建庙供拜
的，只有大禹，这是因为他治水有功，
是水神之故。在潮汕，民间崇拜的水
神还有妈祖、龙母神等，它们也有神
庙供拜，但被老百姓作为英雄神，当
作祖先英雄而崇拜的，唯独大禹。

潮人英雄崇拜的形式多种多样，
建庙立祠是一种最为崇敬、最隆重的
形式。民间有一说法，“天有天仙，地
有地仙，水有水仙”。潮人对祖先英雄
大禹的崇拜主要表现在建造水仙爷
宫、水仙庙上。潮人建了不少水仙爷
宫、水仙庙，以祭祀大禹。昔年的潮汕
各县，几乎都有水仙爷宫或水仙庙。

惠来县神泉水仙宫为神泉古迹
之一，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光
绪廿年（1894年）重修。宫内有正厅、
明间、次间，深 15.4 米，宽 10 米，卷
蓬拜亭，硬小顶建筑，总面积154平
方米，嵌石匾额“水仙宫”于门上。据
说“水仙宫”三字是清嘉庆年间岭南
才子宋湘所题，后因族老藐视宋湘，
宋湘只给“水仙”二字，把“宫”字藏在

身。宋湘过神泉渡时，身无分文，将
“宫”字付给渡伯抵渡钱，争论之间，
把“宫”字丢落水中。可惜现在“水仙
宫”3字已不是宋湘的墨宝，重修“水
仙宫”的时候，是后人依其拓下来的
字重写的。

澄海永新村的水仙爷宫，供奉的
水仙爷是“水涝神”(即水涝之神)。民
国某年，政府曾下令禁止立祀怪诞无
稽之神，只许祀奉历代于国于民有功
的人物。于是，该村士绅倡议将原来

“水仙宫”改名为“大禹古庙”，并另作
庙门匾额，庙遂留存至今。

在汕头老市区“老妈宫”对面不
足20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叫水仙宫
巷的小巷。但不见有水仙宫。按道
理，有水仙宫巷应该有水仙宫，但为
什么就有水仙宫巷而无水仙宫呢？
住在水仙宫巷附近一位老人说他

“听说以前有个水仙庵”。或许因为
有供奉“护海女神”妈祖的“老妈宫”
出现，汕头原有的水仙宫（或水仙
庵）就让位了。

在众多的水仙庙中，最有名的，
当数惠来县靖海水仙宫。靖海水仙
宫出名之处，就在于该宫中祀拜的不
只是大禹，而且有基督教创始人耶
稣。在靖海水仙宫内，水仙与“番公”
同排而立，你左我右，和谐相处。水
仙大禹与“番公”耶稣合祀同拜，这在
潮汕绝对特殊。

惠来靖海水仙宫建于乾隆年
间。靖海港在清代就建立一座国际
航海灯标塔——石碑山灯塔，以利水
运。这里北通汕头、福州，南达香港、
广州，延伸到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
故靖海城东门就刻有“表海胜概”石
匾。靖海是西方人来潮最先到达之
处。西人到靖海后，东北抵海门，西
南到神泉。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廿
二夜，惠来遭受强台风暴袭，海潮暴
涨，田园受浸，神泉、靖海等各港湾渔
船损坏严重，渔民苦不堪言。乾隆十
七年(1752年)，惠来发生春饥；是年
九月十二日酉时，惠来发生地震。天
灾人祸不单行，深受苦难的民众，祈
求神明保佑之心十分焦迫。他们感
到本地老爷不够灵显，威力不够大，
需中西神衹共显神通，一起抗灾救
难。于是，水仙宫里，大禹与“番公”
就合祀同拜了。

水仙是水神，原为江河神明，以
抗水患，但潮汕靠海，除了需要女性
的水神妈祖保佑外，还需要能起保护
和精神力量支撑作用的男性水神，往
往是英雄式的男性神明。于是，惠来
靖海，澄海莲上、莲下、东里等靠海的
地方，就纷纷建起了水仙庙、水仙
宫。水仙庙、水仙宫的建造，对大禹
的崇拜，体现的是潮人英雄崇拜不可
否认的海洋性。

潮人对大禹的英雄崇拜潮人对大禹的英雄崇拜潮人对大禹的英雄崇拜潮人对大禹的英雄崇拜
□ 陈友义

潮州文化博大精深，儒、佛两家
固然是其主要内容，就是道家文化，
也是它不可或缺的部分。俗话说，

“山、医、命、卜、讼”，像玄天上帝、关
公、妈祖、三山国王、八仙……都是潮
州民间道教泛崇拜的各路神明。东
南亚各国华侨、特别是潮汕籍华侨的
神庙和善堂，有许多处将专管“看山
掠陵”的“虱母仙”和大名鼎鼎的八仙
一起供奉。在潮汕，一些乡里的建筑
和墓葬，据说皆是“虱母仙”所建。

半神半人的“虱母仙”是何方神
圣？他是有一定历史出实的人物。

“虱母仙”，原是一名生于元末、活
动于明初的道人——邹普胜。他精
通玄学，善卜天机。元末时他下山参
加了红巾军陈友谅的队伍，和朱元璋
率领的、刘伯温当军师的起义军，互相
争夺天下。两军相争，邹普胜为陈友
谅出谋献策，打了99次胜仗。可惜的
是，“围山九仞，功亏一篑”，最后的关
键一次，即1363年4月至7月的“鄱阳
湖大战”，陈友谅却战败中箭身亡。

陈友谅战败之后，军师“何野云”
为避过朱元璋军队的追杀，遂化妆成
乞丐，向闽西、粤东一带逃亡。他隐
姓埋名，自名为何野云，寄寓“野鹤闲
云”之意，以其青年时期所习天文、地
理、土木建筑技术谋生。明洪武年
间，何野云流落到了潮州府地界——
主要是潮阳，为人营造阴宅，指导建
筑风水，成为名噪一时的地师。世人
称这位邋遢道士为“跳蚤仙”（潮州话
叫“虱母仙”）。

朱元璋做了大明开国皇帝之后，
刘伯温曾极力推荐邹普胜入朝当
官。但邹普胜自兵败之后，早就看淡
仕途，继续云游各地。何野云虽然技
术高超，在民间做了许多好事，但因
其性格乖僻，巧师傅不随主人意，所
以有时主顾不多，衣食难保。据说他
有时候哼着“人生在世不得意、牵动
长江万里愁……国破山河在……”等
词句，穷困潦倒地在各处流浪。

相传，何野云有一次在山边破庙
避雷雨，想起当初他下山时，师父曾

吩咐：“有光者，可辅助之”，他投友谅
时把友谅理解为“月亮”（即“光”）；直
到朱元璋扯起大明旗号，他才知：

“明”者，日月齐辉，才是真正的
“光”。此时，恰遇一仙女从天而降，
他遂向其倾诉错投陈友谅致败，天下
为朱元璋所得的懊丧情绪。仙女正
色道：“陈友谅得胜之后，只思荣华，
你身为军师未能谏阻即为失责，岂能
一味怨为天道不公？”

这段传说极似《三国演义》中关
云长死后显圣玉泉山的故事。关云
长为东吴大将潘璋所杀，死后不服，
向皇天怒诉，观音菩萨反驳之：“你被
砍掉一个头即呼天呛地，试问文丑、
颜良之头，水淹七军众军士之命，又
寻谁讨去？”

传说中，何野云听了仙女的答
话，也像“显圣”时的关云长听了观音
的回答一样，旋即开悟，释然。那仙
女说完话后，即将一袭仙衣披于何野
云身上。从此，何野云披上仙衣，继
续他的道家营生，民间屡有关于他的

灵异传说。世人见其衣上虱母乱跳，
便戏谑地称这位邋遢道士为“跳蚤
仙”（潮州话叫“虱母仙”）。

据说虱母仙逝世后，被玉皇上帝
封为水神，管理潮州江河（战国时期
吴国的伍子胥死后被封为掌管钱塘
江潮的水神，何野云的传说极似于
此）。就这样，从邹普胜到何野云，再
到虱母仙——一个由人到仙的塑造
过程就完整缜密地完成了。这就是
潮汕民间崇拜“虱母仙”的由来，也跟
中华大地上其他神道传说的文化神
髓一脉相承。

据光绪十三年（1884）《潮阳县
志》卷十三杂录篇中的原文记载：“明
初有虱母仙者，精于青乌之术、至潮
阳为人择地，而多不扦穴，听人自得
之，矢口成谶，后吉凶皆如券，每遇其
蹲坐处，则多吉地，故人往往阴识之
以为验。或曰：即何野云也，从陈友
谅而败，佯狂来此，然终不得而详，居
止无定，多在凤港卢家，其乡外有冢
累然，传为所葬处。”据说凤港乡的老
百姓至今还留传虱母仙的遗诗：

何人知我赞帝乩，
野鹤高飞到此地。
云开见出龟眼像，
逝后方知吾是仙。

何方神圣“虱母仙”
□ 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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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我们一群热衷潮州文化
的人，兴致勃勃，随着轻飘的蒙蒙
雨，一路欢歌笑语，到浮洋镇大吴
村参观吴德祥大吴泥塑创作工作
室和他的作品。

下车伊始，前来迎接的吴德祥
大师父子笑容可掬地欢迎我们的
到来，并恭迎我们步入吴德祥泥塑
创作室。

刚进创作室，顿觉耳目一新。
我们这群喝着韩江水长大的潮州
人，也曾久闻大吴泥塑名声，只是
眼前的作品，与见闻中的“大吴
安仔”，确乎差异甚大，疑惑之心暗
藏心头。

主人茗茶迎宾，客人们一边拍
摄珍贵的镜头，一边在融洽和谐气
氛中了解主人的人生历程。

吴德祥1946年生于广东省潮
安大吴乡，自幼酷爱泥塑艺术，跟
随奶奶学习捏“泥塑泊壳枪”开始，
在泥塑社当徒工，目濡耳染学会了
泥塑工艺“雕、塑、捏、贴、刻、印、彩”
等技法，深深爱上泥塑艺术。自己
创作的作品以戏剧故事人物组合，
人物头像为主，并掌握传统的泥塑
脱胎及贴金技术，把传统艺术手法
与现代艺术手法融合一起，走出一
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当时学习泥塑技艺，也只能
是养家糊口，加上社会大背景不
利于传统工艺的生存发展，一度
陷入难以自拔境地。倔强的吴
大师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一边支
撑家庭重担，一边到广州美术学
院进修，提高自身素养，一步一
个脚印，踏实闯出一条自己的
路，还培养孩子到广东美院攻读
雕塑系，满怀豪情壮志，决心在
泥塑天地打滚一番。他一心一
意扑在泥塑艺术的殿堂里，坚信

艺术的东西，应有创造，才能发
展，有了发展，才有生命力。他
堂而皇之地建立了“吴德祥大吴
泥塑创作室”，不断与时俱进创
作新作品。

多年来，德祥大师参评作品无
数，获奖作品荣誉称号满堂彩。

1979年，他创作的人物雕塑作
品《李铁拐》荣获潮州市工艺美术作
品一等奖；1980一1984年，参加开
元寺佛像雕塑工程、潮州市韩文公
祠塑像工程；2013年5月，吴德祥父
子应邀负责新加坡粤海清庙内的橱
窗人物泥塑修膳工程，粤海清庙也
荣获联合国颁发的文化资源保存优
异奖；2006年4月，出席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办的首届“中国民间高层论
坛”，作品《李铁拐》荣获银奖；2007
年2月，应邀参加首届“中国吴川杯”
泥塑艺术邀请赛并获泥塑专家组作
品三等奖；2013年，创作的泥塑作品

《双星夜》荣获第五届国际书画艺术
品大赛金奖；2013年，被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授予“国际泥塑大师”荣誉称
号；2014年4月，泥塑作品《双咬鹅》
获广东省第二届工艺美术精品奖银
奖；2014年10月，创作的泥塑作品

《达摩祖师》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艺术品金奖；2015年5月，被授予国
际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2015年
10月，应邀参加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举行的“国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功勋人物颁奖大会。

成绩已成过去，吴大师如今老
当益壮，愿竭尽所能，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为潮州文化，为大吴
泥塑作出更多的奉献。正是：

捏泥成金憨厚匠，
四代相传泥塑人。
传奇默默身边事，
心灵手巧艺满身。

捏泥成金的
工艺大师吴德祥

□ 张锦森

在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县城海滨
东路海盐宾馆旧址，昔年有一座清
代广东潮州知府朱丙寿建造的私家
园林朱园。朱园始建于清光绪十四
年（1888），1938年被侵华日寇焚毁，
1988年旧城改造时被拆除。饱经沧
桑，历时一百载。

朱园主人朱丙寿（1836—1914），
字笙鹿，号少虞，浙江嘉兴府海盐县
尚胥里长木桥上水村（今属嘉兴市海
盐县县城武原街道富亭村）人，清道
光六年（1826）丙戌科状元、翰林院修
撰、吏科给事中朱昌颐（ 1784—
1855）之族嗣，清末海盐首富，清代诗
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咸丰
八年（1858）戊午科举人，同治四年
（1865年）乙丑科进士，授户部主事、
广东潮州府（府治在凤城，今属潮州
市湘桥区）知府。光绪十四年，因母
病辞官回乡，建造朱园。卒于1914
年。著有《梦鹿庵文稿》（一卷）、《喻
荫山房吟草》（四卷）等。

传说当年朱丙寿将在潮州捞取
之钱财，换成黄金。辞官回乡时，掩
人耳目，让亲兵家丁穿上用黄金铸
就、涂黑漆鞋底之军靴，一路安然无
恙。回乡后，将军靴中之黄金撬下，
成为海盐首富。朱园旧址原为顾园
旧址，为顾养和所置。顾养和系浙
江杭州（今属杭州市）人，娶海盐人
为妻而在此安家，置海盐田地千余
亩，设立租站，建造私家园林顾园，
顾园盛极一时。至晚年，将家产鬻
于朱丙寿，举家迁回故乡。朱丙寿
将顾园改造成朱园。朱园规模巨
大，建筑风格独特，艺术高超，手法
精妙，清新秀雅，烜赫一时。

朱府在朱园前方。前临大街，
正埭门厅为八扇黑漆墙门，两旁边
埭亦属黑漆墙门，各六扇。西侧墙
门常年关闭，通常出入于东侧墙
门。南有照墙及盘槐两株，照墙外
即河埠，为马鞍式。府第之堂名称

“祥善堂”。府第俗称“潮州府”，因朱
丙寿累官潮州府知府，故称。朱丙
寿有十六个子女，九个儿子、七个女
儿。朱府鼎盛时期，上下老少、家丁
及仆人，有四百余人，聚族而居，共
举饮食，俨然大家族。

朱园在朱府后方。进入园中
必经朱府，然后进入备弄，再往北
进入园中。朱园面积巨大，其间有
一墙，分隔成前、后两园。前园设
东、西园门两处，东在新桥弄，西在
大营弄。西园门常年关闭，东园门
常年敞开。

进入东园门，甬道两侧桐荫清
幽。小庭中的山石，体态玲珑，旁植
芭蕉。上庭阶即属经楼，斗室精研，
绿纱窗外悬挂翠竹帘栊，帘栊迎风
半卷。室内几案精巧，陈设典雅。
有名人书画、瓷瓶、铜镜诸古玩。楼
上供着白玉观音像，几案都是红木
精品。玻璃黄杨书橱内，藏木版经
卷，都是线装古本，不止千册。

经楼小庭东南隅有谷道，绕屋
角往南进入谷道，抵达毗连于经楼
南之藏书平厅。平厅坐北朝南，厅
内藏木版线装书，柜箱、箧笥充塞，
有一万余卷。

平厅前，有假山一座，山下有池
塘一方，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波光
粼粼。有九曲白石桥梁一座，桥端
朱栏回环往复，跌宕多姿。山上有
奇花异草，清香扑鼻。

平厅两侧有厢房衔接经楼。其
结构精巧，可谓匠心独运。周围有
廊庑、栏槛，其西南壁间，设置明瓦
镶嵌于木饰花棂内之和合窗，诸窗
于明瓦正中镶嵌五色玻璃各一方，
厅内分外幽暗。夏日凉爽，让人免
受炎热之苦。

平厅西隅，双山对峙，各隐红亭
一角，高下有致，前山为圆亭，后山
为方亭，方亭旁植挺拔的罗汉松。
亭之东侧有石板旱桥，桥下为幽壑
仄径，通往南北岩洞。方亭一角，板
桥边植苍劲的古松。

平厅后经楼之西北隅，为西
廊小院，通往回廊小榭逶迤南伸，
而接西园门内柏荫中之露椅游
廊，与起自府第后墙而北来之短
墙合成三角。

池塘西南岸有高厅一所，庭宇
轩敞，实为园林之主体，堂中陈设华
丽，正中悬挂着潮州知府朱丙寿之
巨幅画像（有官袍、顶戴花翎）。庭
院内厅西有古老龙枣一株，斜出屋
檐，翠盖成荫，虬枝蔓密。纷披倒垂
于厅前上空，前接厅面，后接府第后
墙，横逸旁出，错落满院。内厅古朴
典雅。庭院前后以花墙间隔，合抱
成院。墙间设洞门。墙之西隅植石
笋翠竹，助人逸兴。后院西北小径，
可通往西园门，西园门外即大营
弄。门内植古柏两行，柏树外两侧
为露椅游廊，供人小憩。

沿着梅林往北进入回廊，再向
东转，沿着后园矮墙绕至经楼西
侧，至回廊尽头，即可进入经楼西
廊小院。矮墙起自园之西墙脚，迄
于园之东墙脚。使南北分成前、后
两园。经楼前小庭北有小屋三间，
属于花匠居室。其后为矮墙所阻，
设后院门于小屋边，系前、后两园
出入通道。

后园门靠北园墙有玻璃花房
一大间，内钉木板花阶，层层叠叠，
放置花盆，许多盆桩皆陈列于花阶
上，惹人喜爱。有仙鹤喷水池及荷
花池两处，池畔有重叠的山石。山
上有枫林，随风摇曳，夕阳返照，相
映成趣。靠西山巅有茅亭一座。
其坡下为菜地，中有水井三口，利
于灌溉。山南大片苗圃，四时花
草，争芳吐艳。圃外泉喷白鹤，荷
花满池，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本文根据蔡起贤先生遗稿整
理而成）

海盐朱园
□ 倪学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