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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晓艳 陈巧玲 董严
军）第二十四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暨第
七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晋江
鞋（体）博会”］将于今日在晋江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连日来，各大参展企业摩拳擦掌，
为一展企业风采做着精心准备。

17日上午，记者来到晋江国际会展中
心看到，场外满载机械设备的车辆接连不
断，场馆内各个展位的搭建也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部分展位已初具雏形。

“这次展会，安踏、361°、新凯嘉、中泰
玛德等企业的展位较大，并已提前进场布
置。其他企业的展位则大多在 15日开始
进馆布展。”晋江市展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许计划告诉记者，除了企业展位布置，本
届展会还将在中央走廊设置相关打卡点，
供采购商和群众拍照留念，进一步造浓参
展氛围。根据安排，布展工作将在今日下

午5时前全部结束。
“我们刚到，18日可以全布置好。”知

守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张云雷
和几名同事正在现场指挥工人装修及设备
进场事宜。他告诉记者，其公司主要为轻
工业迈向智能制造提供所需的自动化、数
字化和智能化系统、设备，以及全方位科技
解决方案。“我们在福建区域的业务较少，
希望借助这次展会，可以和业内同行多沟
通交流，并进一步开拓福建市场。”

据了解，今年晋江鞋（体）博会共规划
鞋类成品/体育用品、鞋纺材料、机械设备
三大主体展区，共 2400个国际标准展位，
展览面积达 6万平方米，展会规模进一步
扩大。为满足企业参展需求，组委会在原
来“4 个室内馆（A、B、C、D）+1 个室外馆
（E）”的基础上，在临近B馆位置新设 1个
室外馆。

在陈清源的办公桌上，二十几本修缮
方案和十几本手绘图纸堆成了小山，这些
都是五店市及周边古建修缮的图纸。他经
常会翻出这些图纸来看看。“这些都是电脑
制作的图样，在以前，我们都是用手绘的。
你看这个，手绘的图纸，有三十多年历史
了。”陈清源打开一本宗祠的手绘图纸，只
见上面构图精细，一笔一画都工整有序。

“以前手绘方案，一个工程往往要画
大半年。后来有了电脑，我就开始学电
脑画图。”虽然从事的是古建的技艺，但
陈清源总是不断地学习。2017年6月29
日至7月6日，“图绘古镇”工作营团队入
驻安海进行专业调研，来自中国和意大
利的建筑、遗产保护、社会学等方面的 7
位专家学者及 25名来自海内外多所高
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走进安海，采用参
与式空间观察、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
学、图绘及影像等方式在古镇展开调研
与图绘工作，并开展了多场主题讲座。
陈清源作为古建修缮专家带领“图绘古
镇”安海工作营团队走访周边的传统村
落和古建筑。这一次的活动让陈清源非
常开心，因为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作为
民间的古建筑师，我平日工作只会考虑
单体古建筑的修缮规则，不会去考虑外
环境因素。而同团队接触中，我发现团
队在做整体规划时，除了对主体建筑的
考量外，还会考虑到周边环境的综合性
因素，以及景观配套的总体提升问题。”

在那几天里，陈清源只要一有时间就会
去听团队的讲座，同团队交流沟通。

100多年来，陈家承建的古建不计其
数，足迹从闽南一直延伸到广东、河南等地。

陈清源的儿子陈安池也随着父亲学
艺，走上古建建设修缮的道路，并已跟随父
亲参与了五店市古建筑的维修、迁建、仿
建，以及石狮大闽府古民居修复、内坑张汉
香古厝重建及山东东平碧霞元君寺、安海
后蔡古明宫及灵水古民居、塘东古民居、浮
桥花灼柱古厝修复等工程。“在学习中传
承，在传承中学习，是父辈教我的，希望通
过我们的传承，能让更多古建散发它们的
魅力，留住更多的
乡愁。”陈清源
说道。

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近日，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基金会、世界晋江同乡总会一
行齐聚安溪县湖头镇，共同参与世界晋江
同乡总会希望小学落成剪彩仪式。

据了解，世界晋江同乡总会希望小学
（都贤小学）始建于上世纪 90年代。2020
年，香港希望工程基金会、世界晋江同乡总
会和安溪县教育局、湖头镇政府多方筹措
资金，先后投入 190多万元人民币对学校
进行全面的改造升级，新建学校大门、围
墙、塑胶篮球场，硬化操场并对教学楼和综
合楼进行全面整修；同时，添置计算机网络
教室、图书室，为教室配备多媒体实现班班
通，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提高。

日期：4月16日 天气：晴
地点：晋江安海赤店村

“最近，村里又新改造了好几条路，有
的是村民翻建房子时主动让的路，有的是
热心村民捐款修的。”刚到村里，赤店村驻
村第一书记林牡丹便向我报喜，并热情地
邀我一同去看看村里道路的新变化。

第一站，我们来到永和路，这是赤店苏
厝自然村的一条村主干道。刚到现场，就
看到一处长约27米、刚完成沥青摊铺的新
路面。“这次道路改造新增了40多平方米，
都是村民无偿让地支持的。”虽然改造的面
积并不大，但在赤店村委会副主任曾华鹏
看来，意义却非同一般。

“这个位置过去是村民曾平均家的老
房子。这次恰好遇到他们家旧房翻建，经
过沟通，他们不仅同意无偿退让土地以增
加村道宽度，还带动了邻居曾华尖、曾经纬
等一起让地，支持村道改造。”曾华鹏介绍，
本次改造路段因位于道路拐角处，改造前
存在较大的道路安全隐患。“村民让地修
路，不仅拓宽了道路、消除了隐患，更让我
们感受到了一股文明的新风尚。”

“在赤店、苏厝两个自然村，不仅有村
民翻建房屋时为村道让路，更有群众为了
村里发展，主动拆房让路。”说罢，林牡丹带
着我前往第二站——位于赤店村祠堂口的
南北路。

南北路改造前是一条不足2米宽的窄
巷。为了拓宽道路，方便村民出行，赤店村
两委、老人会多次入户动员，这份真诚也赢
得了道路周边群众的大力支持，20多户沿
线村民积极响应号召，拆房让路支持建设，
累计让出道路建设面积400多平方米。

如今，位于南北路旁的 2 块石碑上清
晰地镌刻着为该道路改造主动拆房让路及
捐款修路的乡贤芳名，记录下了村民支持
乡村发展建设的那份深明大义与爱心奉
献。

赤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学
韧介绍，近两年来，赤店、苏厝两个自然村
累计改造了 7 条道路，改造面积达 1.18 万
多平方米，其中，有6条道路的改造费用都
是村民自发捐款，“正是有了村民的支持，
我们村的路才能越修越宽。相信在村民的
大力支持下，我们乡村的发展之路一样也
能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本报记者 林伊婷

为迎八方客 企业布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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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陈清源：在古建修缮中留住乡愁 世界晋江同乡总会
希望小学落成仪式举行

村路越修越宽
日子越过越好

陈清源（左一）与父亲、儿子在其家
族修建的五店市青阳蔡氏家庙外合影。

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或出砖入石，或青砖黛瓦，或气宇轩昂，或精致婉约……古建筑不仅能体现
一个地方的特色与文化，更是一个地方沧桑变迁的见证。在闽南地区，“皇宫起”的红砖大厝是多少人
的儿时记忆，承载着多少游子的乡愁。随着城市建设发展，越来越多的古建筑消失不见，也有越来越
多的古建筑被保护、重修、重建。咱厝东石有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古建筑建设修缮家族，从事这一行已
有100多年的历史。本文的主人公便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传承者陈清源。

陈清源今年 60 岁，是东石镇
埕边村人。在埕边村，说起做古
建建设修缮的陈家，可以说无人
不知。

翻开陈氏家族的古建建设修缮
史，可以一直追溯到陈清源的曾祖
父，“从我的曾祖父开始，我们一家
就与古建建设修缮结下了解不开的
缘。在上世纪初，我的曾祖父、祖父
承建的英林埭边五美五座古大厝、
周坑曾天来番仔楼、塘东蔡氏家庙
等，都是泉南一带出了名的建筑。”
陈清源说，已经数不清家族到底参
与了多少古建筑的建设和修缮，整
个晋江到处都留下了陈家建设修缮
古建的足迹。“到了我父亲这一辈，
父亲和叔父承建的古建已经不止在
晋江，而是泉州各地，甚至厦门、漳
州等地。他们参与修建了安海龙山
寺、青阳蔡氏家庙、陈埭岸兜丁氏宗
祠、湖中张氏宗祠、锦宅五恩宫、安
溪文庙、永春文庙、泉州天后宫、龙
海白礁慈济宫等，都是各地知名的
建筑。”

可以说，陈氏家族的古建承建
与修缮在闽南一代赫赫有名。“我们
的古建筑工艺是一代代人手把手传
承下来的，从曾祖父到我儿子这一
代已经传了五代，有 100多年的历
史。古建筑的木作、泥作、泥塑等构
件最能体现古建的特色，早期父辈
都以承建为主，到我这一代开始也
进行一些古建筑的修缮。”陈清源
说。

18岁那年，陈清源跟随父亲、叔父开
始了自己的古建建设修缮之路。如今，60
岁的陈清源从事古建建设修缮工作已整
整42年。“这一辈子都在和木作、泥作、图
纸打交道。从小看着父亲、叔父干活，再
到自己也入了这一行，古建的建造和修缮
就是全部的生活了。”陈清源记得，小时候
会随着父亲到各个工地去，只觉得古建筑
上的各个构件很好看，“你看建筑上的木
雕也好，石雕也好，都非常精美，那些梁柱
的线条也很好看。”那时，陈清源并不知道
这些精美的建筑构件背后，需要父亲及其
他匠人的多年经验和巧手制作。

18岁那年，他被带入行，从剪瓷做
起。剪瓷是闽南地区非常盛行的一种建
筑构件，在宗祠、民居、寺庙、宫观上都可
以看到各种精彩的剪瓷作品。剪瓷作品
选取各种颜色鲜艳的彩瓷碗，或利用残
损价廉的彩瓷作为材料，按需要剪成形
状大小不等的细小瓷片，再用它来贴雕
人物、动物、花卉、山水，装饰寺庙宫观等
建筑物的屋脊、翘角、门楼、壁画等。这
是个很需要技艺的活，不仅要会绘画和
掌握剪瓷的手法，还要耐心细致。父亲
让陈清源从剪瓷做起，就是要锻炼他的
基本功。

“整整半年时间，我都在剪瓷，就是
要把各种颜色的瓷碗用瓷刀敲碎，再用
铁钳剪出各种坯形。”陈清源记得，父亲
一直到半年后才让他上房顶进行粘贴，

而且只能贴大件的，比如一些龙的造型，
但一些细活，比如像人物花鸟这种考验
功夫的细件就不让他碰。“铁钳修剪瓷片
是个精细活，在操作时全凭感觉，根据不
同瓷料材质掌控力度。人物剪瓷最具难
度，尤其是人物脸面的塑造需精细生动，
没有两三年的经验一般都做不了。”

陈清源说，一个好的剪瓷作品要先打
底稿，而后要用铅线将底稿定型，再将修
剪好的花片拼贴，“绘画是这门手艺免不
了的基本功，我的大哥陈清河画得非常
好，那时都是用他的画来贴。”可以上屋顶
拼贴后，陈清源几乎每天都在屋顶上度
过。由于是露天作业，他晒得黑乎乎的，
20多岁还未结婚就被工友们叫作“老
陈”。而就是从那时起，在闽南古建行业，
说起“老陈”，人们都知道说的是他。

1983 年，陈清源开始独立承接工
程，如石狮蚶江公园、前宫、后宫、五王
府、龟湖公园、茂夏宗祠、李氏宗祠、广东
邓氏宗祠、武夷山止止庵、福州白塔寺及
泉州清源山南台寺木作古建筑工程等。
光是在晋江湖光西路一期改造古民俗工
程中，他就参与修缮了26座古厝、4座寺
庙。而在五店市的改造中，他也参与修
缮、仿建、迁建了28座建筑。

“每次带朋友去五店市游玩，我都会
很自豪地告诉他，哪座古厝是我修的，哪
座房子是我建的，上面的哪些建筑细节
最有看点。”

本报记者 黄海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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