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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年前，意大利商人雅各·德
安科纳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刺
桐港（泉州）后发出感慨：“刺桐人在
自己房子的入口处和庭院里都点了
灯，那些在夜晚赶路的过路人，也点
着无数的灯笼以照明，因此整个城市
都在闪烁……”

其实，这里的灯除了家灯、路灯，
还有航灯，而万寿塔就是一座指引商
船抵岸的指航灯。当然，姑嫂二人登
塔盼亲不得、双双跳海身亡（一说“望
夫成石”）的悲壮传说，更为这座航标
灯塔增添了几分历史厚重。万寿塔
因而得名“姑嫂塔”，成为侨乡人民漂
洋过海闯荡世界的重要标记。

往事并不如烟。石塔巍然屹立宝
盖山巅，“姑嫂”的故事仍在流传，诉说
着侨乡人民勇闯天下、爱拼敢赢的精神
特质。而今，以这座“精神灯塔”为核
心，宝盖山风景区已获评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山上山下石窟变废为宝、打造
为生态公园，“万亩城市公园”成为市民
游客休闲观光的“网红打卡地”……

雄踞山顶 海上航标
万寿塔兴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据载，宝盖山位于晋江东南滨海风口、
水口交接处，古人认为“风水”关乎一
方之灵气，决定人文之兴衰，僧人“介
殊”有感于此，遂募缘于宝盖山顶兴建
此塔，作为“关锁（风）水口、镇守东南”
之用，因此此塔初期又名“关锁塔”。

建塔的初衷，或为关锁（风）水口，
但不争的事实是，因为万寿塔雄踞山
顶、视野开阔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海
外交通的现实需要，从建成开始，万寿
塔就成为泉州港的外海航标，并见证了
10至14世纪泉州海上贸易的繁盛。如
《泉州府志》称其“关锁水口镇塔也，高
出云表，登之可望商舶来往”。《八闽志》
也载：“在永宁里有石塔甚宏丽，商舶自
海迁者，指为抵岸之期。”

据悉，万寿塔占地325平方米，塔
身高21.65米，通体用巨大的花岗岩
砌筑，为五层八角空心楼阁式塔。因
其设计精巧、结构稳定，具有良好的
抗震性，因而千百年来虽历台风、地
震、雷电等自然力量的考验，却始终
挺立山巅。

凄美传说 乡愁寄托
因为一个流传了几百年的凄美传

说，对侨乡人民来说，万
寿塔不仅是一座物理
上的航标塔，更是一
个独特的文化符号、
一座饱含深情的

“精神灯塔”。它象
征着侨乡先民敢
于冒险、百折不挠
的豪迈气概和开
放进取、勇往直前
的海洋文化气质。

因为地少贫
瘠、生计艰难，早年
许多侨乡先民不得
不远渡重洋，赴海外
谋生。传说石狮有一位
叫海生的青年，为改变艰
苦命运，遂告别新婚妻子和
妹妹远走南洋，并约定三年后
回来。三年中，姑嫂俩天天登上
宝盖山，远眺大海归舟，盼望亲人回家
团聚。转眼归期已到，姑嫂登顶远望见
船入港，正当欢喜之际，天外乌云骤至，
狂风恶浪大作，瞬间船沉人溺。姑嫂二
人见状无限悲痛，双双跃入大海而亡。
为了纪念她们，后人建起了这座“姑嫂

塔”。
虽然这只是传说，但这座“用生

命凝望”的宝塔，确然见证了侨乡人

民勇闯天涯的艰辛、奋勇
打拼的刚毅。因此，姑嫂
塔也成为承载着许多
“番客”乡愁的精神载

体，成为海外侨亲精
神家园的航标。因
而，“华侨出洋，每见
塔影沉海，即感离
乡远去，无不潸然
落泪。逢返梓，则喜
登舱远眺，见姑嫂塔
浮于海面，知故乡将
近，则无限欢欣。”

“网红”文旅“打
卡”佳处
万寿塔（姑嫂塔）入口

处有一副对联：“胜地有缘方
可进；名山无福不能游。”以此

塔为核心的宝盖山风景区，确然如
其横批所言，是“泉南福地”。

2006 年，万寿塔（姑嫂塔）作为
“泉州港古建筑”组成部分，被列为全
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申遗成功，万寿塔（姑嫂塔）成

为代表性世界遗产点；把视野拉大
些，同样是2021年，宝盖山风景区正
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新时期
的万寿塔，持续散发着它的无限魅
力，赋能“世界‘海丝’航标文化旅游
目的地”的打造。

根据创建规划，3.15平方公里的
宝盖山景区，空间上划分为宝盖山景
区游客中心、环宝盖山休闲游憩带、姑
嫂塔海丝文化体验区、闽南民俗风情
体验区、花海谷生态科普休闲区及石
窟遗址研学游憩区的“一心一带四
区”。在保护遗产点的同时，近年来，
石狮围绕“山海城”联动发展、“万亩城
市公园”建设，先后建成峡谷旅游风景
道，通过修复“生态伤疤”建成石窟公
园、“落英幽谷”、体育公园、花坡广场，
全新打造学府公园、花海谷公园，同时
建成多条登山栈道，完善景区标识导
览系统，配套建成多个停车场、旅游厕
所以及宝盖山游客中心、石狮市旅游
集散中心，持续提升整体游览环境。

登山望塔、游园览胜，如今的宝
盖山风景区，已成为市民常到、游客
常来的休闲旅游好去处。

（记者 康清辉 李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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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此次泉州申遗项目一共由22处代表性遗产点组成，
其中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3处遗产点位于石狮市。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讲好世遗故事、挖掘世遗内涵，做好保护传承、带动文旅发展，让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石狮一直在努力。在泉州申遗
成功一周年之际，《海丝潮》今起分三个篇章，与大家重温石狮“海丝三宝”的厚重“前世”，看看它们的美丽“今生”，也期盼它们“搭乘世遗东风”、扬帆海丝再启航。

昔日“海丝”航标 今朝文旅胜地

丝路扬帆
“世遗泉州·石狮‘海丝三宝’的前世今生”系列报道

本报讯 尽管国际疫情形势仍然复
杂严峻，上半年，石狮在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同时，港口经济表现依然不
俗。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3.63万
标箱，同比增长8.68%。

今年来，石狮持续采取“一线一策”
个性化措施，积极培育面向RCEP国家
的近洋航线，重点开拓泰国、印尼、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航线，积极融入

“丝路海运”建设，拓展外贸“朋友圈”。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通9条外贸航线和
1条外贸内支线。在筑牢防疫防线的
同时，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确保港
口货物有序运转，以此带动外贸集装箱
逆势增长。

市交通港口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
半年，全市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1813.83万吨，同比增长6.92%；集装箱
吞吐量77.51万标箱，同比增长3.42%，
外贸集装箱更是逆势实现比增8.68%，

整体成绩不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份，经检

疫查验和放射性项目检测合格，5批共
915件、2.36万吨的安哥拉进口花岗岩
在石湖港快速通关放行，这也是石湖港
首次从非洲进口荒料石。此外，6月下
旬，从天津港出发的一艘货轮运载装有
钢材的内贸集装箱，抵达石湖港经外贸
报关后，转至菲律宾航线外贸船舶顺利
出口，标志着我市港口新增省外内贸进
口箱转为外贸出口箱业务，有效推动我
市港口货源地向省外延伸拓展。

下一步，石狮还将全力推进泉厦
“组合港”模式，推进泉州至厦门港集装
箱货物“陆改水”，扶持加密外贸内支线
共享厦门港国际航线资源，推动海上巴
士、外贸内支线等驳线海运能够便捷高
效往返至厦门港进出口货物，持续推动
降低外贸出口成本。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黄鹏）

石狮上半年港口经济持续向好

外贸集装箱吞吐量比增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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