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炉里 

 

“围炉里”是“合掌造”民居一楼用于烹饪和取暖的地炉，也是民居的温暖之源。除了

烧水、做饭等日常生活杂务之外，围炉里历来都承担着社交功能。无论同居一室的家庭

成员，还是外来的客人，大家都会围炉而坐，吃饭、聊天，或者只是单纯地彼此陪伴，

共度时光。此外，炉灶的烟雾与热气冉冉上升，透过被叫做“箦子”的格子天花板传到阁

楼，这对于合掌造民居的建筑也颇有助益——年深日久，煤烟附着在房间建筑的每一寸

内表面，将它们浸染成均匀的深色，也增强了木头的防潮防蛀性能；热气升上阁楼，有

助于茅草屋顶保持干燥，防止因茅草腐烂导致屋顶过早腐朽。同样是这些热气，还能够

帮助稳定阁楼内的温度，对于利用合掌造建筑的阁楼空间养蚕而言非常重要。从 18 世纪

到 20 世纪前几十年之间，蚕丝业始终是本地的一大兴旺产业。另外，围炉里还支撑起了

本地另一个产业。人们在炉灶旁挖坑用于制造火硝（硝酸钾），火硝是火药的主要成分之

一。火硝的生产有赖于原材料的发酵，而发酵需要围炉里稳定供给的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