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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寨，乍一听以为是穿越回
古代，其实在泉州目前还有很多遗
址。比如南安，石井有人尽皆知的
靖海寨，是郑成功反清驱荷赴台的
重要基地，也是抵御倭寇的沿海防
备要寨。也有许多寂寂无名的山
寨，如美林的覆鼎寨、金鸡寨、许连
寨、九札寨、尾寮寨、草圈寨；罗东
的梧毛寨；康美的太平古寨；洪濑
的石尖寨、石乳寨、太湖寨、庵寨、
高山寨、六捆寨、大湖寨、尖山寨、
扑船寨、铁尖寨、石寨、蛟龙寨、虎

硿寨……
遥想古人为了抵御猛兽、邪恶

以及其他外来入侵者，依靠大自然
的险峻建寨，配合武器来守护家
园。如今，遗址中的残破瓦砾无不
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或平和，或喧
嚣。同时，也在诉说着寨里百姓们
为了生存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曾经山寨里的人声鼎沸已然
不再，留下的只有时光的宁静和传
说。连日来，南安市丰州古城历史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赞成前去探
访古寨遗址，本报读者有幸一睹为
快。

因为山上的石头形似葵

花，所以南安丰州境内的最高

峰得名葵山。葵山上有两处

明代军事工程遗址，直到现在

还残留着煤炭、烧石的痕迹，

当地传说是冷兵器时代报警

所用的“烽火台”。当地人称

此地为“夹烧寨”。

前往夹烧寨的路上奇石很

多，有的像石笋，有的像守望

者，有的像老鼠，看来此山寨地

势险要、易守难攻。在当地向

导的带领下，徒步一个多小时，

终于看到夹烧寨残存的寨门。

夹烧寨占地数千平方米，东北

边是现在的洛江区马甲镇。山

寨正大门已倒塌，依稀可见残

存的墙体、蓄水池等，特别吸引

人的是寨民们在峭壁上开辟出

来的古道。王赞成说，依山立

寨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为

了与外界联络，山寨之间都有

古道连接，夹烧寨通往外界的

古道曾是泉州前往永春、德化

的驿道。所以，这个山寨曾经

的军事地位不言而喻。

王赞成曾在夹烧寨发现

一些明代青花瓷碗的碎片。

他认为，夹烧寨建造的年代应

该是在明朝或者更早。

在南安市霞美镇埔当行政村

古厝后自然村，有一座山名为“山

头湖”，海拔约120米。山上有一座

无名古山寨，通往山寨的路已经长

满灌木丛。当地向导带路，从埔当

村旁边的澳沃村大岑头警卫室出

发，一路上可以看到松树、杨梅树、

橄榄树、荔枝林等。路途的艰辛用

“披荆斩棘”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踩过一片地面落满约十厘米厚松

针的松树林，穿越一片枯枝林，半

个小时后，汗流浃背狼狈地从林子

里钻出来时，一片天然巨石映入眼

帘。一座山寨巧妙地依石而建，甚

至有部分寨墙修建于悬崖处，细看

还能看到寨墙之间的泥水灰。

无名古山寨为古人防御之

用，如今已经成了开发用地，未来

将修建一条道路通往成辉国际，名

为“联十一线”。周边有“将军岭”，

西面原为火焰山，形似燃烧的火

焰。附近有一个仙脚印，王赞成把

脚放入印中，不大不小很合脚。周

围有占地约4平方米的鹅角石、牛

心石等奇石。如今，火焰山、鹅角

石已被人为破坏。据埔当村老书

记吴基星介绍，无名古山寨建于明

清时期，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

米。当地传说，古时土匪进村时，

只要老百姓躲入无名古山寨，土匪

便不会再进寨子烧杀抢掠，百姓得

以安居乐业。那么，无名古山寨是

不是也可以得名“平安寨”呢？

（洪亚男 洪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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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詹、朱熹先后在泉州不少

地方讲学。两者均在小山丛竹古

书院留下印记，对泉州教育的发展

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小山丛竹

古书院，作为泉州复建的11座古书

院之一，在“五一”期间迎来“重

光”。5月16日上午，由泉州古城

办、泉州文旅集团主办的小山丛竹

古书院第一课精彩开讲。讲座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小山丛竹

山长王铭铭主持，清华大学新雅书

院院长甘阳教授主讲。

首先，小山丛竹山长王铭铭谈

起自己受聘的感受。他表示在接

受这个任命之后，糅杂着兴奋与惶

恐。兴奋的是这是一个服务于家

乡的机会，惶恐的是欧阳詹、朱熹、

弘一法师这几位先辈贤者在小山

丛竹留下重要的印记，为此自己深

有压力。

在长达半小时多的讲座分享

中，甘阳教授以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等西方大学为例，结合中国自唐

以来书院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对西

方与中国书院的制度、两者的相似

与差异之处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谈及走访泉州的感受，甘阳教

授认为泉州是“一个神奇且伟大的

城市”，在没到访泉州前，他便了解

到泉州是一个不同文化与宗教并

存的城市。所以，他认为泉州特别

能代表中国人对某种理想社会状

态的心态。他想起14世纪西方的

威尼斯与泉州相像之处，也曾是万

国船只的停靠码头，所有货物的流

通渠道都在这。那时，泉州与威尼

斯，都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栖息地。

提到泉州的书院，甘阳教授对

泉州的古书院复建之举，提出了期

待。一方面，他认为复兴古书院是

鼓舞人心的，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书

院，发现了它的价值、意义与并未

消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于这

些古书院，它们如何重新理解与展

现泉州多元文化与宗教并存的特

质，有了更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他提到，构成泉州多元文化宗

教和谐相处背后的心理与哲学的

根基，泉州丰富的历史中“儒家文

化”的特殊性必不可少。从欧阳詹

到朱熹，儒家思想在泉州生根发

芽，其中所倡导宽容性与包容性，

也是促成泉州深厚文化的根源之

一。 （洪亚男 陈丽娟）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猜非遗项目

这是“鑫元丰杯”海内外蚶江主题

灯谜创作赛的一条佳谜。谜作引导我

们学习中华经典名篇的同时，了解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进一步提高文

化自信心。

猜一条灯谜，读一篇古文。上至

天文地理，下至人文历史，世间无事不

入谜。猜射一条灯谜，学习一篇古文，

掌握一些知识，懂得一番道理。谜面

出自东汉�李固《遗黄琼书》，意思是说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

唱和的人越少”。谜面源自战国�楚�
宋玉《对楚王问》“……其始曰《下里》

《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

《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

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

者，不过数十人”。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是‘阳春

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

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可见“阳春白

雪”与“下里巴人”是对立统一的哲学

问题。

猜一条灯谜，知一项非遗。中华

民族文化长河中蕴藏着浩瀚精深、灿

若繁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信

俗”就是非遗长河中的一颗星星。闽

南地区自古就有做“大普”习俗，农历

七月是鬼月，按照村落轮流做“大普”，

祭奠亡魂。旧社会民间做“大普”，大

操大办，搞得多少人倾家荡产。新社

会倡导移风易俗，神事不办，将节省下

来的钱用于慈善事业，兴办教育。“大

普信俗”现已确定为非遗项目，旨在弘

扬敬祖孝宗之传统，发扬乐善好施之

义举。

猜一条灯谜，学一种谜法。反扣

法，也叫反面会意，是从谜面含义的反

面去联想、分析，从而寻求谜底的一种

方法，一般在面底中含有对应的反义

词。本谜就是典型的“反扣法”，即根

据谜面“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意思，用

“逆向思维”方法去寻找谜底。“阳春白

雪”即“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

人”是战国时代楚国民间流行的一种

歌曲，比喻通俗的文学艺术。正因为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反之“下里巴

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用灯谜语

言表达，就是“大多数人普遍相信这种

通俗的民歌”，谜底“大普信俗”跃然而

出。这里有对应的反义词“盖寡/大

普”，符合“反扣法”的要件。谜作以大

拢意扣合，通过谜面的“逆向思维”解

读，反扣出符合条件的“谜底”。谜法

旁敲侧击，声东击西，实属不易，堪称

佳构。谜底：大普信俗
（谜作者/评析者：董沛霖/纪培明）

葵山上古山寨门之一

南 音 传 承

作为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南

音艺术博大精深，琵琶、洞箫、二

弦、南嗳等南音乐器在造型、演奏

方式上，都有着汉唐古韵，以古朴、

原生态等特点而独具魅力，共同演

绎“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在

石狮，就有这么一位南音传承者，

其名林婉如，自幼学习南音的她，

对南音的热爱如痴如醉，经过不断

探索学习，如今她对南音乐器样样

精通，堪称“一个人的南音乐团”。

林婉如自幼在南音氛围中耳

濡目染，其父亲林耀鑫是石狮一位

南音名师。五岁时，小小的林婉如

在父亲教学时，站在一旁仔细聆

听，无意中跟着唱了起来，父亲由

此发现了女儿的艺术天分，便开始

引导她学习南音。此后，父亲常常

带着林婉如前往泉州、厦门等地，

与庄步联、马香缎等当时的南音名

师学习、切磋技艺。在学习中，林

婉如越来越热爱南音，经过不断练

习，她十几岁时就能熟记很多南音

指谱、曲，并演奏各种乐器。

1980年，林婉如进入福建省梨

园戏剧团，成为乐队琵琶演奏员。

1986年起，林婉如的南音足迹漂洋

过海到达菲律宾，在菲律宾国风郎

君社、南乐崇德社、金兰郎君社等

当地南音社团担任教学任务，在海

外传承南音。

随着对南音的痴迷越来越深，

好学的林婉如干脆将所有南音乐

器学了一遍，“吹拉弹唱”一样都不

落下。“琵琶最难，弹一下都不能

错。”林婉如拿起自己心爱的乐器，

一件件介绍起来。在南音乐器中，

琵琶是横抱弹奏的，称为南琶。南

琶弹奏时低音淳厚沉抑，中音明快

柔和，高音坚实清脆、紧张尖锐。

林婉如介绍，琵琶可谓南音演奏中

的“带路人”，弹琵琶的人应有12分

的把握，食指、拇指的动作弹错内

行人都听得出来。

洞箫则是一件古老珍贵的传

统吹管乐器，也被称作尺八。南音

洞箫的高、中音区音色洪亮、飘逸，

低音区音色浑厚、柔美、凄楚。“演

奏洞箫一定要熟练，将琵琶的音引

上去。”林婉如一边介绍，一边拿起

洞箫吹奏起来，细腻含蓄的音调声

声入耳，让人感受到古朴典雅的音

乐气质。

而二弦演奏时，要求不喧宾夺

主，应突出箫声，需具有“箫咬弦、

弦入箫”的层次。二者音色完美融

合，让人远远听起来分辨不出是否

有洞箫的伴奏。三弦则弥补了琵

琶的低音不足，三弦在演奏上承袭

琵琶的弹奏方法，和琵琶形成互

补。

在南音中，“吹”的乐器有嗳

仔、笛子、洞箫；“拉”的乐器有二

弦；“弹”的乐器有琵琶、三弦等。

林婉如表示，每个乐器的难度都很

高，需要乐队中每个人的默契配

合，相辅相成，才能演绎出经典的

南音曲目。

早在2000年，林婉如已熟练了

全部南音指谱大全，为了传承父亲

的南音造诣，她曾录制两张个人南

音选辑，包括31首指、曲、谱，且是

由个人完成吹、拉、弹、唱的表演。

热爱南音五十多年，林婉如孜孜不

倦学习着南音，精心钻研各种南音

乐器，在传承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音

乐才华。

（胡丹扬/文 颜华杰/图）

热爱南音五十余载
南音乐器样样精通

玩一回穿越 探访南安古山寨遗址

夹烧寨：
有烽火台、驿道
军事地位不言而喻

宝兴寨遗址：
神奇古井与脚印

在南安康美兰田村，当地村民都知道山上的

寨王宫曾经是明末清初的宝兴寨遗址，南面还遗

留有分寨——先锋寨遗址。在闽南，为寨王建造

宫庙，并不多见。号称寨王，就可以想象当年的寨

子是怎样的气势磅礴，寨王是如何的英勇和安抚

民心。

沿着山上的小路前行，有一块约四米高的巨

石，石头上有一处“泉眼”，水迹长年不涸，当地人

给它取名“石古井”。再走100多米就到了宝兴寨

遗址，地面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炭化的黑米和

黑谷。“这是宝兴寨粮仓被烧毁后遗留下来的粮

食，如果小儿夜惊，当地人都拿去给孩子食用，据

说十分灵验，甚至还有港澳台的同胞和海外侨胞

托亲人邮寄出境。”据王赞成介绍，明末清初社会

动荡，百姓生活无着落，许仁招募义士在山上建

寨，人数最多时分寨子达到17个。寨子里的老百

姓耕田种地，安居乐业，并奉许仁为山寨大王。

寨王当然有过人之处，在寨王宫的后面有一

块石斜立人间，石上伸长的一端有一个呈黑褐色

的左脚印。当地人口口相传：这是寨王许仁留下

的足印。现在宝兴寨还可以看到明崇祯年间的残

瓦、马槽、练功石、龟形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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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槽

炭化的黑米和黑谷

石古井

无名古寨：
护佑村民安居乐业3

葵山上的“鱼石”

无名古寨的寨墙遗存

无名古寨的寨墙遗存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灯 谜 赏 析

一方古书院润泽代代学子
小山丛竹古书院第一课精彩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