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廿九，泉州蟳埔渔村举行
一年一度大型民俗活动——“巡
香”，延续这正月里最后的信仰狂
欢。

当天，头戴簪花围的蟳埔女汇
成花的海洋，从各家各户流动到蟳
埔顺济宫。信众涌动，香火缭绕。

蟳埔人靠海吃海，妈祖是人们

心中的“航海女神”。相传，蟳埔人
的先辈远道赴莆田湄洲妈祖庙“割
香”，而那以后“巡香”活动便作为一
种祭祀仪式延续至今。每年的正月
廿九，蟳埔人用盛大的敬香活动，来
表达自己对大海的敬仰，祈求海神
的保佑。

（洪亚男 赖东荣）

蟳埔敬香蟳埔敬香

石狮的牛肉饮食文化源远
流长，以牛肉羹为代表的石狮牛
肉加工制作技艺更是代代相
传。走在石狮街头，随处可见经
营牛肉的馆店，所制作的牛肉
羹、牛肉、牛排等深受老百姓和
食客喜爱。石狮牛肉羹鲜美嫩
滑，是著名的地方小吃，也是外
地游客到石狮的必尝美食。石
狮牛肉羹制作技艺已入选第五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林文向获评牛肉羹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林文向
介绍，自家牛肉招牌创始于清
末，经过爷爷林兹造、父亲林来
庆的坚持与改良，牛肉羹和牛肉
制作技艺一直传承至今。1999
年，林文向接过祖业，以“啊向牛

肉”为招牌，不断挖掘祖传经验，
虚心请教内行人，味道越做越
好，生意越做越红火。除了经典
的牛肉羹，他还研发推出“牛排”

“牛鞭炖番鸭”“牛鞭炖甲鱼”等
具有食疗价值的牛肉制品。

林文向的牛肉羹制作技艺
传统且有一番讲究，首先要将精
选的黄牛肉经木棍碾碎后，反复
敲打，再加入盐、味精、酱油，腌
制12个小时，再加入地瓜粉拌
匀，将拌匀的牛肉羹粉块放入开
水，待熟后捞起放入芡汤中，加
入姜丝、蒜泥等。经过精心烹
制，一碗香醇可口的牛肉羹就制
作好了。

“啊向牛肉”以独特技法、地
道风味，深受专家和食客的好
评。啊向牛肉店荣获“中华名小
吃”“福建名小吃”“福建省老字
号”“福建餐饮名店”等称号。林
文向还被授予“中华老字号传承
创新优秀掌门人”“福建闽菜大
师”等称号，以最地道的风味延
续“吃在石狮”的魅力。

（胡丹扬 黄嘉）

一碗牛肉羹 传统风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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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宁港边村有一栋建于1932
的红砖厝，佘伯育和妻子至今住在
老厝内，他们说老厝冬暖夏凉，夏天
在天井里乘凉，冬天可以在天井里
晒太阳，十分惬意。

“小时候下雨时会跑到天井里，
踩水玩水。”家住市区的郭贝妮从小
在石湖村长大，她说不能看电视又
没办法出门的雨天，因为有天井，也
不觉得无聊。平日里，老厝的天井
常见孩童玩耍奔跑的身影，非常热
闹。

逢年过节，天井会变成家中祭祀

的场所，人们把八仙桌放在天井中，
摆上供品，许下美好的祈愿。以前七
夕时，妇女们会在天井里搭一个彩
箩，准备瓜果7盘，点7支香，用7根
针、7根丝线，在月光下比赛穿线，谁
穿的线越多越快，就证明那个姑娘的
手越巧，现在这种风俗已是少见。

随着我市古厝保护工作不断推
进，华山村古民居、永宁老厝被改造
成研学基地、故事会馆等文创场所，
天井中里空间也得到充分利用。永
宁故事会馆在天井里举办文化讲
座、南音演奏、中秋晚会等，华山村

研学基地在天井里摆上桌椅，作为
研学课堂，在2021年年底，闽南理工
学院服装与艺术学院与华山研学基
地联合举办“华山蕴朴·闽理献谱”
专业采风作品展，则将老厝的天井
变为艺术展厅。义源光伏修缮了郭
坑村一栋红砖古厝，利用天井的空
间举办茶话会、员工颁奖仪式、头脑
风暴等活动，“以前天井是一个家的
中心，我们也希望员工能在这里找
到家的感觉。”该公司负责人郭英杰
说。

（占婷 颜华杰）

天井是对宅院中房

与房之间或房与围墙之

间所围成的露天空地的

称谓，因面积较小，四周

高屋围堵，状如深井，闽

南方言又称深井。

无论在红砖厝还是

番仔楼中，天井都是极

为重要的建筑空间，不

仅 具 有 特 定 的 建 筑 功

能，也是日常家庭活动

的场所，可以说天井是

闽南老厝之“心”，从这

一方不大的空间内，我

们可以感受真实而美好

的闽南生活。

闽南谚语中有“千银起厝，万银
放水”的说法，可见古人对天井排水
功能的重视。从天井通往屋外的整
条水沟分涵孔、涵井和涵口三部分，
安排水沟的位置则必须根据房屋坐
向的二十四山来确定。

涵孔的位置有的按本村的水势
流向而定，若是本村水流向东，那么
涵孔就应该安排在天井的东侧。有
的则按房屋所属五行属性确定方
位。旧时永宁有座大厝不设涵孔水
沟，而是在天井中深埋三层底朝天
的大陶瓮，雨水就由地下这些空洞
存储，据说这是避免“钱水”外流。

因为天井处于整个老厝的最低
处，为了方便人们直接从天井走进

客厅，闽南人会在天井里铺设台阶，
而台阶的石阶数也是有讲究的，它
一般为单数。闽南人认为，单数是
阳数，意味着一步一步高升，寓意人
生只能进取，不能后退。

作为大门与厅堂的过渡空间，
主人常对天井进行美化，如在庭院
中设石桌、石椅，摆上花卉、盆景供
人观赏。一个精心装点的天井，通
常令人赏心悦目。

天井之中天井之中
别有玄机别有玄机

正月十五元宵节、2月14日情
人节、2022年2月22日、七夕……这
些成双成对的日子被现代泉州人奉
为“情人节”。那么泉州传统民俗版
的“情人节”到底是哪一天呢？

2月20日上午，泉州小山丛竹
书院里，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
专家——泉州师范学院陈桂炳教
授分别从“泉州民俗与泉州学”“辞
旧迎新说春节”“数字观念与民
俗”“戏台上下看民俗”“侨批与侨
乡民俗”五个方面讲述泉州的民俗
文化，并着重提到“情人节”的民俗
文化。

陈桂炳首先分析了数字与民
俗文化的关系。他发现中国重要
的传统节日，即月与日大都集中在
奇数上，如一月一（正月初一）、三
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这
不是巧合，而是与民间“逢凶化吉”
的思维有着莫大关系。数字里的
民俗寄托着泉州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他认为，自从数的概念诞生
以来，它不仅具有计算的功能，还
具有文化的功能，并依据这种文化
功能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其他文
化。

比如，人们对偶数的认同，首
先，来自于对自身的感受：人的肢
体是对称的，两只手可以协同劳
作，两条腿可以交替行走，两只眼

睛可以看清楚事物，否则视为肢体
不全，导致生活能力减弱。其次，
从生活习惯认同对称。筷子是一
双的，夫妻是成双的。生活必需品
和繁衍都必须是偶数。把偶数和
吉利、顺畅相关联。相反，不偶为
奇，奇数是不走运的说法。

早些年，有人认为“七月七”的
七夕节，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陈
桂炳研究后却认为，牛郎织女本身
是神话中的悲剧，由于夏天天气的
原因，七夕节晚上经常是细雨蒙
蒙，天气和神话的人物故事情节本
身就不支持情人节的说法。七夕
节在泉州称“七娘妈生”。七在我
们民族传统的数字观念中属于亡
灵所有。

在闽南也有元宵节是情人节
的说法。陈桂炳认为这和戏曲《陈
三五娘》主人公爱情缘起于元宵夜
赏灯有关。但是元宵节的主题在
灯而不在情。

陈桂炳认为，如果一定要从传
统节日里找出一个能与“情人节”
沾上边的节日，最有可能的是古代
三月三上巳节。《诗经·国风》中有
篇《溱洧》，说的就是当时郑国的民
俗：上巳节这天，溱、洧二水，春水
涣涣，男女青年採兰泛遊其上，情
人间互赠香草，永结盟好。

（洪亚男 刘柏涵）

七夕、元宵、上巳节……
哪个才是古代版“情人节”？

谜面撷取元代诗人李文潜七言
律诗《送友人之闽》,这首诗对宣传福
建有着积极意义。广义的“闽中”即
福建，古代因闽处在吴越和南越中
间，故称闽中，狭义的“闽中”指福建
中部地区。古人吟诵“闽中”的诗句，
如唐·刘长卿《送乔判官赴福州》“山
色聚闽中”，宋·李吕《朝中措》“潇洒
冠闽中”，明·刘基《过闽关》“满山秔
稻入闽中”等，或赞美闽中之山清水
秀，或感叹福建之人杰地灵。“闽中自
古繁华地”，这里有南宋理学家朱熹
创办的“武夷书院”，“双世遗”武夷山
闻名天下；这里有号称福州“历史之

源”“文化之地”的“三坊七巷”，走出
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中国近代声
名显赫的群体人物；这里有“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东方第一大港”刺桐
港，“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的泉州。

福建、福州分别是全国唯一以
“福”字冠名的省份和省会城市，是一
个纳百祥、聚万福之地，更是“福文
化”的典型。善于利用“福文化”作
品，解码福建“福”文化，守住闽中文
化根脉，谜作向我们讲述繁华福祥之
地“闽中”的前世今生。

前几年我曾创作一条字谜“人生

甘自苦中来”（猜称谓）大王，谜面选
自永宁镇前埔村施氏古大厝门联，蕴
含人生奋斗哲理，形扣取法，拆合自
如。同样的谜面，经谜友创作，还可
猜快递公司（全一）、历法名词（天
干）、时政新词（二十大）等。可见，这
种清新高雅面句、简明拆合手法、老
少皆宜谜底最受喜欢。“闽中自古繁
华地”（猜字一，螺），其思路、手法与
前谜如出一辙，更胜一筹。7字谜面
拆出 1 字谜底，分合有序，严丝合
缝。先看“闽中”2字，“闽中”取“虫”，
简练明快，“虫”通“蛇”解，为古时闽
人之图腾，意蕴深远。再分析“古繁

华地”4字,从方位而言，“天”为“上
方”，“地”为“下方”，乃猜谜常法，取

“古/繁/华”之“地”的部件“口糸十”，
与“虫”组成“螺”，拆合清晰，顺序井
然。“自”作动词“用”解，抱合轻盈。
此谜胜在面句蕴意高雅，离合干净，
字不抛荒，法无混用，实属难得离合
佳作。

日前，又见谜作者主持展猜悬挂
同面谜作（猜昆虫，小甲虫），方法相
同，只不过将“糸”变成“小”而已。同
样的食材，可以做成不同的佳肴，灯谜
创作与生活同样一个道理。谜底：螺

（谜作者/评析者：林育群/纪培明）

“闽中自古繁华地”
猜字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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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厝之老厝之““心心””天井天井

天井天井和小深井和小深井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走进闽南老厝，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

房子的天井，天井一般面积不大，呈方形
或长方形，具有采光、通风及排水功能。
有的老厝内有数个天井，连接厅堂和厢房
的天井也被称为“大天井”。

“闽南老厝采用‘光厅暗房’的建筑风
格，就是通过天井来实现的。”来自惠安的
闽南传统古建筑师老许介绍，旧时闽南人
通过天井将外界的阳光引入客厅，而休息
用的房间则相对昏暗，保持一定的私密
性，但由于宅内房门都向天井方向开启，
仍使厅堂、厢房都能采到自然光，使其显
得高大、敞亮，从而突破了室内空间的封
闭感。

闽南地区夏季多台风，台风常常带来
充沛的降雨量，天井四周的瓦当可以将雨
水导入天井，闽南建筑的屋顶均面向天井
排水，称“四水归堂”。“在闽南人心里，水
是财富的象征，瓦当将雨水导入天井，也
将从天而来的‘财富’聚集到家中。”老许
说，在天井里设置的排水沟忌作一条直沟
直接排水出去，宜弯曲。

护厝与大厝合院之间形成南北向的
纵长天井，在闽南被称为“小深井”，中有
矮墙或过水廊分隔。通往正厅寮口的过
水廊向前的一段，通常会筑墙封闭，并在
墙上辟窗，以保持私密性。小深井被过水
廊分割成几段，根据左尊右卑、日月龙虎
的命名方式，东边前天井称“日井”、后天
井称“龙井”;西边前天井称“月井”，后天
井称“虎井”。而护厝沿着小深井设置长
廊，可使房间避免夏季炎热的穿堂风，环
境阴凉舒适。

天井上方的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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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内的花卉天井内的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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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内的排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