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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与鼓劲，灯谜的时代特质。
文艺作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首先题
材必须来自现实生活，汲取芬芳泥
土；其次要获得大众共鸣，让群众所
喜欢，让人们所传颂。龙海市创作大
赛所征集的灯谜用在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简称“创卫创
城”）的宣传工作中，让广大市民在学
习中娱乐、在娱乐中提升，化为全民
参与“创卫创城”的热情，形成“创建
文明城市，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浓
厚氛围。将“雕虫小技”灯谜扶上“创
卫创城”“大雅之堂”，龙海谜人这一
创举，本身就是参与“创卫创城”的具

体行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阐释
灯谜的时代特质。

普及与提高，灯谜的时代要
求。本谜获龙海“创卫创城”全国灯
谜创作大赛二等奖，达到组委会征
集作品“普及与提高”的要求。其
一，谜作“大众化”。谜面虽自撰，却
更像是街头巷尾的一句“创卫创城”
宣传标语，它可以激发全民积极参
与创建活动的热情。谜底“市净率”
是一个常见的股票用语，即“每股股
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其二，创
作“普及化”。常见的灯谜创作手法

无非是会意法与离合法两大类别。
本谜采用常用的会意法，用“大拢
意”手法将一个14字的长面高度概
括为一个3字的短底。猜者以会意
入门，沿着“拢意轨道”有的放矢。
其三，用格“精致化”。谜法虽普通，
技巧却高深。“市净率”只能分扣谜
面上半句“让龙海成‘创卫’楷模”，
而不能扣合下半句“引领‘创卫创城
’”，如此谜作未能圆满，岂不令人遗
憾。弥补谜作缺陷，有时就得依靠
谜格补充。本谜采用“回文格”，顾
名思义就是将“谜底顺读后再倒
读”，即将“市净率”谜底顺读、倒读

为“市净率、率净市”以扣合谜面二
句。首先，“市净率”扣合“让龙海成

‘创卫’楷模”,“市”指“龙海”，借代
明确，“净”扣“卫生城市”，创卫工作
就是创建干净的城市，“率”指“楷
模”，简单明了。其次，“率净市”扣

“引领‘创卫创城’”，“率”引申“率先、
引领”，“净”指“卫生环境”，意即“创
卫”，“市”指“文明城市”。“市净率”3
字既有借代，又有别解，都是会意法
的具体应用。该谜因为应用“回文
格”，使谜作显得通顺易懂，精致文
雅，格助谜活谜趣浓。谜底：市净率

（谜作者/郑志强 评析者/纪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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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胜塔作为“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世界
文化遗产点之一，是
石湖港的重要历史
遗存，它是一座仿木
楼阁式石塔，始建于
宋政和年间（1111—
1118），由僧人祖慧、
宗什和施主薛公素
募资建造，元代至元
二年至五年（1336—
1339）重建。让我们
跟随文史大咖的脚
步，去解锁这座泉州
湾航标的奥秘。

舞龙，俗称“弄龙”，最初是作
为祭祀祖先、祈求甘雨的一种仪
式，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民间文娱活
动。舞龙祈雨早在先秦时期开始
流行，到汉代已具相当规模，形式
也多有讲究。舞龙前身是汉代的

“鱼龙漫衍”之戏。
舞龙在石狮传承有序，清末时

石狮观音亭布墟街就有舞龙活
动。民国期间石狮莲埭村分东西
中三堡，其中东堡和中堡各组建了
一支舞龙队。1979年，当时还隶属
晋江县的石狮镇新华生产队建立
了一支舞龙队参与国庆表演活动，
1998年亚运会期间莲埭村的舞龙
队参加游街活动。

进入21世纪，石狮市承办了许
多大型的舞龙表演活动。每年在
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
节的开幕式上都有舞龙表演，玉湖
社区举办“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龙腾狮跃闹元宵表演全国龙狮大
联动。

舞龙是一个集体性项目，由

龙珠、龙头、龙身、龙尾共
10个人完成。舞龙队伍借
助龙珠和龙体器材在音乐
的烘托下完成一个动作。
手握龙珠者即为龙队指
挥，在鼓乐伴奏下，引导队
员完成龙的游、穿、腾、跃、
翻、滚、戏、缠等造型动作，

整个过程生动、顺畅、协调、形神
兼备，以展现龙的精、气、神、韵，
反映了龙象征中华民族团结向
上、不屈不挠、喜庆祥和的精神风
貌。近日，舞龙作为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项目入选第五批石狮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据调查，凤里街道新华社区、
蚶江镇莲埭村、祥芝镇祥芝村等历
来都有组织舞龙表演的传统，而且
世代传袭未有停止。目前在莲东
村还保存有上世纪70—80年代舞
龙队龙体实物，更在非遗传承人、
村委会书记林金清和老人会会长
林清塔的积极扶持下建立了男子、
女子、少儿舞龙队三支队伍，定期
开展训练。非遗传承人祥芝人蔡
泽容积极开展舞龙进校园活动，在
祥芝中心小学从事舞龙培训活动，
参加各类舞龙表演活动。图为上
世纪 90 年代石狮莲埭舞龙训练老
照片，石狮市文化馆供图

（胡丹扬 黄嘉）

石狮舞龙表演传承由来已久

2021年11月，金鱼巷非遗驻地
计划首期展览在泉州古城金鱼巷
开启。本次展览以“看见宋元”为
主题，以“看活态非遗，见繁华宋
元”为内容，结合申遗热点，通过非
遗项目将深厚的历史人文，活态化
地展示在游客和市民的面前，让大
家领略古城烟火气息，感受宋元人
文精髓，展览持续到2022年1月30
日。

据悉，泉州是全国唯一拥有联
合国三大类非遗项目的城市，拥有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达到36项，位列全国地级
市前列。金鱼巷作为泉州首个古
城系列保护性提升工程，是泉州古
城“见人、见物、见生活”活态保护
模式实践的一个缩影。泉州古城
办与泉州市文旅局在金鱼巷共同
打造非遗驻地计划，将泉州丰富的
非遗资源引导进驻金鱼巷空间，打
造非遗“街巷轻体验”空间和文旅
的“街巷博物馆。

此次展览分为五个空间，选取
香料、蟳埔文化、花灯、水密隔舱技
艺、梨园戏5种泉州的文化瑰宝，展
现泉州精彩、丰富的文化。

香料是宋元时期“海丝贸易”
的大宗商品，当时泉州进口的香料
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展陈空
间中以静态图文、产品展示香制品
的种类、制作技艺、制作流程，同时
现场提供品香、打香篆、做香包等
体验活动。

蚵壳厝与蟳埔服饰是闽南民
俗与异域文化融合的代表，见证了
宋元时期泉州开放的海洋文明。
展陈空间中展示了蟳埔女服饰、头

饰等展品，还原了开海蛎、蚵壳厝
等场景，设置了盘蟳埔女发饰、着
装等体验区。

泉州花灯历史悠久、影响广
泛，南宋时期连京城杭州点灯都委
托泉州太守、南安知县雇工精制，
通过元宵点灯这一场景，再现当年
的光明之城、“涨海声中万国商”的
刺桐港的场景。展陈空间中悬挂
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花灯，通过花灯
种类介绍、制作流程说明以及现场
花灯制作体验，展现泉州花灯的精
湛技艺。

水密隔舱是宋元时期造船的
传统手工技艺，在泉州保留至今
已有千年历史。展陈中通过图文
展示了水密隔舱的结构解析、技
艺说明，现场还能体验福船组装
活动。

梨园戏是闽南语系的传统地
方戏剧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陈中以梨园人物角色、
装饰道具为线索，展现梨园戏曲的
艺术经典，通过视频再现经典剧目
故事，现场设置有着装戏服扮演、
梨园戏步划教学等互动方式。

（海丝文旅泉州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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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金鱼巷体验非遗精彩！

跟文史大咖跟文史大咖
探秘六胜塔探秘六胜塔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为什么叫六胜塔？泉州海外
交通史学者王寒枫曾有过考证，
六胜塔之名从佛教的“六胜缘”而
来。小乘教派僧人有“舍多寿行”
和“留多寿行”二种修行方法。尤
其要实现“留多寿行”者必须具备
六个最佳（胜）条件：即人胜、解脱
胜、修习胜、福田胜、依止胜、转业
胜。宗什、祖慧二位和尚可能是
小乘教派僧人，因此将塔
取名为“六胜”。

1954 年 ，泉 州
著名地方史专家
吴文良曾到六胜
塔进行现场测
绘，整座塔的结
构是八面五层，
每层外壁转角处
都立有圆柱，第
一层除在东、南、
西、北四面各设有入
口的上券形的门以外，
所余的四面各开辟一个方
形佛龛，第二、三、四、五层的门帘
及佛龛的方向则交替互换。六胜
塔上的金刚、天王、高僧、罗汉、菩
萨造型生动，雕刻手法遒劲而有
力。吴文良认为，元代重建的塔
在风格上还保有宋代建筑手法及
形式。六胜塔是中国元代仿木楼
阁式空心石塔建筑的典范，不仅
是12—13世纪泉州本土文化与印
度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
证，也反映出宋元泉州海外交通
和贸易的繁盛。

《闽书》中有记载，元代僧人释
大圭《募缘修塔疏》：“山势抱金
钗，耸一柱擎天之雄观；地灵侔
玉几，睹六龙回日之高标。”在
历代志书中，关于六胜塔的记
述均只有这句话，不禁让人
产生好奇，全文里面还讲了些
什么呢？

释大圭是元代泉州著名僧
人，其著作《梦观集》收录的诗歌、

宗门语录和杂文，对元代泉州佛教
史、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
是国内仅见四库本《梦观集》五卷诗
集，全本二十四卷现存于日本内阁文
库。直到今年，在泉州文史学者的努
力下，获得全本影印，释大圭《募缘修
塔疏》全文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山势抱金钗，耸一柱擎天之雄
观；地灵侔玉几，睹六龙回日之高
标。忽惊鳌戴之弗严，讵忍燕安而坐
视。求扬州十万贯之助，赓昌黎三百
尺之吟。易危而安，揭石岂无力士；
惟新于旧，聚沙敢效儿童。庶为台而

子来，虽覆篑而吾进。白石蟠空压坤
轴，黄昏倒影落江波。粲然设利明
毫，忧者以乐，病者以愈；俨若如来全
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开六胜之
洪基，祝万年于元后。”该文记载了元
代重建六胜塔的史实。

六胜塔的第二层石横梁上刻有
“岁次丁丑七月题”；第三层的横梁刻

“檀越凌恢甫鼎建，岁次戊寅十月题”；
第四层刻“檀越凌恢甫鼎建，岁次巳卯
正月题”；第五层也刻有“岁次巳卯三月
题，檀越凌恢甫鼎建”。凌恢甫是当时
蚶江富甲一方的海商，民间称他为“凌
长者”。《募缘修塔疏》文中多处引用“聚
沙成塔”“庶民子来”等佛教典故，说明
重建还得到了各方群众的捐输。

明万历三十年（1602），安徽宣城人
沈有容调任福建浯屿把总，移镇蚶江石
湖，并负责修建石湖寨城。据明代黄国
鼎《石湖爱民碑》记载，当时蚶江沿海百
姓担心水寨守军军纪涣散，祸害民众。
于是，沈有容约束部属，严明纪律，不扰
民、不摊派，深得蚶江百姓拥戴。万历
三十年（1602）十二月，沈有容率领水
师，从石湖出海，经停金门、澎湖，再突
袭盘踞在台湾南部的倭贼，攻其不意，
大获全胜。沈有容东番平倭之役，影响
深远，为闽台通商贸易的兴盛以及北港
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

沈有容镇守石湖，整肃军纪，关爱
百姓，指挥士卒兴建海堤以防止海水倒
灌侵袭良田，石湖百姓号称“沈公堤”。
沈将军风流儒雅，闲时常与泉州文人雅
士登临六胜塔把酒论诗。比如陈建勋
《同沈将军登石湖塔》：“海上擎天标一
柱，攀跻直出碧云端。茫茫众水浑无

际，渺渺孤帆过急湍。倚岸楼船刁斗
静，披襟山寺酒杯宽。归来忽起濛烟
霭，咫尺浮图不可看。”诗中描绘了六胜
塔的高耸入云，也赞颂了沈有容带兵的
壁垒森严。再如詹仰庇《九日登石湖
塔，沈宁海将军载酒见饷，即席附赠》：

“闻道将军意气多，诗书况复是干戈。
凌烟素志先辽水，誓日丹心靖海波。谈
笑风前闲叔子，指挥阃外重廉颇。清秋
高塔烦开宴，杯酒殷勤问薜萝。”全诗高
度赞扬了沈有容驻守海防指挥若定的
大将风度。

才华横溢的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赋
予了六胜塔独特的诗意。泉州文史专
家傅金星《登六胜塔》：“登高效虎啸，绝
顶一凝眸。沧海横流急，风烟迷漫收。
金钗地气壮，梁相湖光幽。举目天浩
浩，抚膺按玉钩。”诗句简短而凝练，六
胜塔雄镇沧海的气势呼之欲出。泉州
文史专家周海宇《咏六胜塔》：“石湖元
代亦繁华，富数凌恢甫一家。鼎建浮图
名六胜，至今屹立映红霞。”这首诗颂扬
了凌恢甫重建六胜塔的贡献。

六胜塔控扼泉州湾出海口，正对大
坠岛与小坠岛之间的岱屿门主航道，指
引商船由主航道进出泉州港。宋元之
际，刺桐港鼎盛时期，海上贸易云帆高

挂，涨海声中，众多商船对标六胜塔，确
认航道，满载而归，泉州湾一片欢腾。
和宋元云帆“确认过眼神”，原来你是这
样的六胜塔！ （胡丹扬 颜华杰）

原来你是这样的
六胜塔六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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