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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处处都有石
狮的身影，有风狮爷、门
头狮、旗杆狮、绣品狮、
案头狮，还有舞狮、刣
狮、狮阵等民俗活动
……为进一步传承弘
扬“狮”文化，结合国
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活动，6 月 13 日，泉州
市首届“福狮”文化节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暨鲤城区

“宋江阵·青狮祈福”演武大
会活动在泉州府文庙广场举
行。石狮卢厝狮阵武术馆、石
狮沙美狮阵武术馆、石狮三林
东园狮阵武术馆参加了系列
活动。

活动现场，大鼓吹、青狮
出，领导嘉宾手持毛笔蘸朱砂
在青狮额头添彩，标志着泉州
首届“福狮”文化节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随后，鲤城区与黎
明大学现场签约，启动“古城
百匠守艺人 文化遗产新设
计”传承发展计划。

据介绍，该计划将集结古
城具有闽南特色的非遗项目，
通过与高校对接，开展“非遗
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促
进传承人与高校学院或学生
之间开展“1+1”“1+N”的合
作，在尊重、传承传统非遗技
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跨
界设计，创造出具有东方美学
精神、闽南元素风格、符合现
代审美和需求的文化创意产
品，并组织线上线下创新成果
汇报展，让闽南传统文化遗产
焕发新的光彩。

签约仪式后，“宋江阵·青
狮祈福”演武大会正式拉开帷
幕，“宋江阵”先行上演，绕阵、
武术表演、刣狮等接连呈现，
现场吼声阵阵，动作刚而有
力，令人拍案叫绝；随后，来自
鲤城、丰泽、石狮、晋江、南安、
永春、德化的15个武馆轮番

上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将传
统非遗的独特魅力尽情展
现。表演结束后，15支表演队
伍和鲤城城市IP“海丝家族”
人偶，从文庙泮宫口出发，沿
中山路走过金鱼巷、花巷、镇
府巷、奎霞巷、通政巷、玉犀
巷，把“福狮”祝福洒满古
城。

当天下午，泉州首届“福
狮”文化节——青狮文化研讨
会在华侨大厦举行，泉州市文
旅局、鲤城区委宣传部、区文
旅局等部门及市武协、鲤城、
丰泽、晋江、石狮、南安、永春、
德化武协会长和15个武馆馆
长齐聚一堂，围绕如何传承、
发扬青狮文化共同研讨、积极
建言。

据介绍，本届“福狮”文化
节系列活动持续至7月，还将
开展古城“福狮”文化联展，包
括“宋江阵·青狮祈福”摄影
展、“狮意古城”——与福狮同
游泉州文化展、“巷狮”风物
展、“匠·狮”百件福狮雕刻艺
术展、“风狮爷·石敢当”福狮
文创手办展及福狮文化之“青
狮”研学活动等多形式展演，
深刻挖掘“闽南青狮”传统非
遗文化内涵及特色形象，进一
步集中宣传展示泉州非遗资
源，营造非遗保护的良好社会
氛围。 （洪亚男 释理刚）

泉州举行
首届“福狮”文化节

读谜作，如品香茗，如饮佳酿。浅谈
四点感想、一点建议。

作谜炼字见精神。这是 2012 年 1
月 17日谜作者发表于“品诗群群猜”的
谜 作 。 后 作 者 灵 感 瞬 至 ，遂 将 谜 面

“鱼”改为“鲤”。“鲤”是诗人笔下可爱
的小生灵，形象更具体，趣味性倍增。

“鱼”是平声，“鲤”乃仄声，如此一改，
谜面遂为平起式七律首联句式，平仄
协律，读来自然朗朗上口。改“鱼”为

“鲤”，一字之差，意趣更妙。古人有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之说，谜作
者作谜炼字之精神可见一斑。这是读
谜感想之一。

亦动亦静融意境。一条象形谜，一
幅中国画。霜月恬静之夜，西楼垂钓戏
鲤，戏钩鲤激微波，水中月影重叠，那是
何等的惬意！谜面动静意境相宜，描摹

形状自然入画，刻画细节栩栩如生。上
句“西楼眉月色如霜”描写的是静态，下
句“双鲤戏钩月影重”描写的则是动态。
我不禁想起“西楼月下当时见”（宋·晏几
道《采桑子》）和“红鲤惊钩竹外溪”（唐·
方干《送郑台处士归绛岩》）这句古诗，谜
面二句与古诗二句连读的意境竟然如此
吻合，相得益彰。谜作者善用古诗意境
融入灯谜创作，谜面“透着一种雅致的气
韵，似陈年佳酿，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恬
淡芬芳”（王磊《二十四谜品·典雅第
一》），读罢为之倾倒。这是读谜感想之
二。

法古推新形神俱。谜圣张起南有“远
树两行山倒影，轻舟一叶水平流（字）慧”
之名作，方谜与张谜相比，皆是二句式谜
面猜一字，张谜是纯象形之经典离合谜，
后人难有逾越者；方谜则是一条集方位、

借代、象形诸法于一体、
以象形手法为主导的形
扣字谜。方谜入意雅趣，法古推新，形神
俱似。这是读谜感想之三。

象形四扣多法兼。析谜分为两部
分。先看前句“西楼眉月色如霜”，用方
位、象形、借代扣出部分字素、部件。“西
楼”取“木”，不容置疑。“眉月”象形

“丿”，形神兼备，“眉月”亦是下一句“月
影重”的特定环境伏笔。“霜”乃“白色”，

“霜月”形容“月之皎白”，故“色如霜”扣
“白”，借代准确。再看后句“双鲤戏钩
月影重”，用的则是三种象形手法。用

“小”象形“双鲤戏钩”，惟妙惟肖；以
“、、”象形“双鲤”，以“亅”神似“钩”，以

“彡”形扣“月影重”，“眉月”之“影重”，
即“丿”重叠为“彡”。所取部件“木丿白
小彡”组成谜底“穆”，整饬不乱。猜此
谜，就像解一道代数题，去繁就简，得之
答案，有如拨云见日之快意。象形四扣
多法兼备，如此佳构可遇不可求。这是
读谜感想之四。

谜面上下句连续两个“月”字，并不影
响七律首联句式。为规避上下句文字重
复，下句“月影”如用“蟾影”替之，意境平
仄仍然不变。这是读谜小建议。

说起石狮八卦街，这里的
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时光的温
度和厚度。它更是石狮的肇
始之地、骑楼商贸文化缩影和
石狮发展变迁的见证，是集中
体现石狮传统文化与生活方
式的特色街区，其保护与发展
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因为
更新改造，原本位于八卦街核
心街区的不少传统业态都暂
时到凤凰城八卦街传统业态
市场过渡。在这里，摊贩此起
彼伏的吆喝声，市民的讨价还
价声……构成了一支独属于
市场的曲子。然而在市场里
头最具烟火气息的当属于几
家大排档，灶头上的火苗烧得
正旺，随着担上老板轻巧的锅
起锅落，一份香味四溢的蚵仔
煎即成。还有那连店招牌都
没有的卤肉担，摊子前也总围
着一圈老饕。

“从旧街搬到这里来，作
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还是很怀念这一口味道。”
在卤肉担前大快朵颐的老
王告诉笔者，自从老街改造
后，他时不时总会走回去老
街看一看进度。他说，在老
街漫步，喝一碗花生汤……
那些以前习以为常的小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体
验到。许多石狮人和老王
的期待一样，他们希望能够
尽早看到蝶变后的八卦街，
也希望能够早日在这条充
满韵味的老街品上一口美
食，话上两句家常。

城市的更新不仅是对建
筑空间进行开发，更要让老街
区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传承历
史和文化，让老品牌焕发新的
生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
们都能够在八卦街看到，各类
新业态在这里巧妙共生融合，
令人忍不住大快朵颐，于唇齿
间读懂石狮味道。

（记者 陈嫣兰 郭雅霞）

烟火里读懂石狮味道

黄明珍长期从事一线文博工作，对泉
州世界文化遗产、闽南地方信仰、传统建
筑等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她说，闽南
文化是闽南人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区域
文化，它以闽南方言为载体、融合中原文
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以海
洋文化为主要特征，兼有独特方言与强
烈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对泉州的记载颇
多，显示出古代泉州在世
界上的重要地位。意大
利旅行家、商人马可·
波罗在其《马可·波
罗游记》中写道：

“刺桐是世界最
大的港口之一，
大批商人云集
于此，货物堆
积如山，买卖
的盛况令人难
以想象。”元朝
末年来中国的
罗马教皇使者马
黎诺里在其《马黎
诺里游记》中对泉
州作了这样的记载：

“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
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
人惊奇的城市。方济各会修
士在该城有三座非常华丽的教
堂。”明清以后，伴随着闽南人向外
拓展的脚步，闽南文化随之不断向外传
播：内陆地区传至潮汕、海南、江西、浙江等
地，向东跨越海峡过台湾，向南下南洋到东
南亚各国，并且辐射到日本、韩国以及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6000万人，占地
球村的百分之一。黄明珍认为，闽南文化
具有显著的世界性和海洋性特征。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历史，中原
文化、闽越文化以及海外多种文化在泉州相
互交融，形成了泉州极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的
地方文化，这在宗教信仰、建筑、戏剧、方言、
传统技艺等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反映，也留存
下众多世所罕见的文物史迹，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盛赞为“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丝绸，主要是“茶
瓷、香料”。一把泥土、一片树叶，通过我们的
智慧，制成迷人的陶瓷和爽心的茶叶，令世人
叹服！历史上，泉州磁灶窑、德化窑生产的陶
瓷曾大量出口到海外，为传播中华文化、推动
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2021年 7月 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遗产整体由22处代
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石狮有三
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的万寿塔（俗称姑嫂
塔）是古代海船由台湾海峡水域进出泉州港
的重要指示标志，六胜塔是商船通过大、小坠
岛主航道进出泉州湾的航标。

黄明珍认为，近2000年的历史孕育了泉州
古城两大文化特点：一是坚守优秀的传统文
化，二是特色鲜明的海丝文化。泉州是“光明
之城”，这里“涨海声中万国商”，曾经是繁荣的
国际化大都市；泉州是“和平之城”，是“世界多
元文化展示中心”，显示闽南文化的兼容并蓄；
泉州是“勤勉之城”，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
张扬闽南族群自强不息的精神；泉州是“智慧
之城”，这里“满街都是圣
人”，独具全球视野，蕴
藏着闽南文化生生不
息的动力和“重乡
崇祖”的底蕴；
泉州是“世遗
典范之城”，是
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和利
用的典范城
市 。（傅 文
忠 尼松义
颜华杰）

公元10到14世纪的宋元两朝，是闽
南文化的蓬勃发展时期。以泉州为龙头
的闽南地区在浓郁的海洋观念影响下，形
成了外向型的海洋经济模式和兼容并蓄
的文化心态，大批外国商人被吸引到泉
州。泉州的发展带动整个闽南地区海外
贸易的成长和文化繁荣。

黄明珍认为，宋元时期泉州的发展有
五个方面可以印证。一是泉州港的兴盛，
当时有泉州的三湾十二港：泉州湾的洛阳
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祥
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的
围头港、金井港、安海港、石井港。二是航
海和造船技术先进，泉州人传承闽越族善
于造舟航洋的秉性，后渚出土的宋代沉
船，采用水密隔舱造船技术，在当时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位于泉州开元寺内的泉
州湾古船陈列馆内，有一艘1974年从泉州
湾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沉船，这是一艘13世
纪泉州造的中型远洋货轮，载重量达200
余吨。如今，水密隔舱造船技艺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三是朝廷在此设立关口，北
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
司。四是交通网络发达，宋元时期的桥梁
多达175座，与古驿道构成四通八达的交
通网络，有效地沟通了港区、码头与泉州
腹地的联系，保证了货物的迅速集散与贸
易网络的畅通。五是产品丰富，泉州进

口出自阿拉伯半岛到婆罗洲一线的
珍珠、香料、棉布、胡椒、珍稀木材、

海货、食物和药品，出口大量陶
瓷、丝织品、金属制品、酒、

盐、糖等。

西楼眉月色如霜
双鲤戏钩月影重
穆 谜作者/评析者：方炳良/纪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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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泉州文博看从泉州文博看““闽南文化闽南文化””
6月5日，泉州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黄明珍受邀来石狮，在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为石狮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和市民上了一堂精彩的“漫谈闽南文化”讲座。她以泉
州市博物馆“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展览为基础，从闽南方言、闽南历史源流、闽南家族、闽
南宗教、闽南非遗及闽南文化传播等方面，全方位阐述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内涵。

明代德化窑瓷塑观音像明代德化窑瓷塑观音像

““漫谈闽南文化漫谈闽南文化””讲座讲座

黄明珍馆长在授课黄明珍馆长在授课

两岸学者就化石标本开展学术交流两岸学者就化石标本开展学术交流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里的宋代海船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里的宋代海船

灯 谜 赏 析
福建省名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