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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南地区的巷口常会看
到一些被摆放在门口的狮形石
敢当，而在一些墙壁上也常镌
刻着“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
等字样。同样是石敢当，在闽
南地区却有着不一样的形状，
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文思想
呢？

石敢当亦有“泰山石敢当”
“石将军”“石大夫”等称谓，在
中国旧时建筑中较为常见。有
关它的传说纷繁，其中主要有
两种说法最为可信：一是认为
石敢当是人名，且有其历史原
型；另一种则认为石敢当是先
辈们灵石崇拜的遗存。而在闽
南地区，石敢当通常有驱邪、禳
解的作用。

“80”后民俗爱好者肖小
俊闲暇时常穿梭于各种老街、
古巷，寻访挖掘石敢当的故
事。近日，笔者在他的介绍
下，见到了不少独具闽南特色
的石敢当以及它们背后的故
事。

“石敢当尤以‘泰山石敢
当’字样的石碑状或狮子雕
刻形状最为常见，另外，还有
浮屠式（宝塔状）、陀佛石
刻、八卦图案的形状，也有
兽首浅浮雕形状，或素面
无纹……宝塔状的石敢
当，目前在晋江安海还保
留着不少。”在肖小俊的带

领下，笔者前往安海大巷中段，
只见一尊宝塔形状的石敢当被
镶嵌在一面房屋墙面上，共有7
层，由十多块石刻组合而成，上
有葫芦塔刹，层层塔檐翘起，塔
层中间自上而下刻着“佛永安
宝塔”。此外，在安海后库桔子

巷口、培基小学前都能看到这种
宝塔状的石敢当。肖小俊告诉
笔者，在这些屈指可数的宝塔状
石刻中，沿袭了浮屠的构造和级
数，都由几块石刻拼成或由一块
石头雕就，塔身刻“永安宝塔”

“佛永安宝塔”或“南无阿弥陀
佛”等字样，塔基座上有威严的
老虎或狮子头浮雕。

除了宝塔状的石敢当，现
存于闽南地区较为常见的石敢
当大部分都是狮面形状，但在
这些狮面石敢当中也各藏有千
秋。在石狮祥芝镇一些村里，
还保留着很多小狮子。肖小俊
告诉笔者，大部分狮面石敢当
外形看来都大同小异，但是有
一种叫“狮咬剑”的石敢当，属
于闽南剑狮的一种，只在乡村
零星发现。这些剑狮一般刻在
墙壁上、或挂在门楣上，被用来
祛邪镇煞、守护家园平安。

石敢当在闽南渊源已久，
且拥有很多不同的传说。但大
部分学者及民俗爱好者都认
为，石敢当体现的是一种祈福
文化，是融入百姓生活日常、接
地气的草根文化，是寄托人们
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载体。

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变
迁，这些石敢当逐渐减少甚至
消失，而其背后的一些习俗自
然也随之淡化。如：以前，在民
间若要立一块石敢当，都要遵
循特定的时间和规矩，然而现
在这些民俗几乎消失了。面对
如此现状，很多像肖小俊一样
的民俗爱好者很是遗憾，希望
这些曾经在闽南人生活里寻常
又重要的民俗物品能够得到进
一步的保护。 （陈嫣兰）

紧邻凤里八卦街的新华路是
外地游客来石的“打卡地”，尤其
是改造后的新华路，沿街两侧风
格一致的闽南骑楼建筑，是新华
路的一大特色。今年“五一”前
夕，八卦街夜市亮灯开市，吸引了
无数游客、市民前往“打卡”，大家
休闲购物、享受美食，感受本地风
土人情，体验丰富多彩的夜间休
闲生活。近日，笔者发现，不少经
典老字号品牌纷纷入驻八卦街夜
市，给游客、市民带来更富有本土
气息的体验感。

新华路夜市汇聚了各具特色
的石狮伴手礼商户，品类也从蒜

蓉枝、花生酥等富有本土风味的
小吃拓展到雪花酥、牛轧糖等活
跃在年轻消费群体中的美食。近
几年，石狮伴手礼在包装等方面
不断创新，以满足年轻消费群体
的需求和爱好。商记是石狮家喻
户晓的本土品牌，该品牌的蒜蓉
枝、花生酥等都是来石游客钟爱
的特色美食。该品牌相关负责人
告诉笔者：“伴手礼是一座城市的
人文名片。此次入驻八卦街夜
市，希望给更多来石旅客提供更
好的体验，让外地朋友品味到石
狮美食。”

（陈嫣兰）

老字号入驻八卦街夜市
入夜的新华路人气更旺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海丝
泉州戏剧周——2023年全国南戏展演活
动，4月27日至5月3日在泉州隆重举行。

本次展演活动以泉州梨园戏为主体，
结合本地的提线木偶戏、南音、高甲戏、打
城戏，邀请莆仙戏、弋阳腔、柳子戏、湘剧、
昆曲、潮剧、瓯剧、赣剧、粤剧、川剧、蒲剧
等16个南戏及古老剧种，共有福建省梨
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木偶戏传承保护中
心、泉州市打城戏传承中心等18个艺术
院团与院校，汇聚了曾静萍、任跟心等13
位中国戏曲梅花奖演员参加。这是继
1989年的“南戏学术研讨会”之后，中国最
大规模的南戏及古老剧种展演、研讨、交
流活动。

此次展演有三十多个经典传统剧目
亮相，有梨园戏《朱文·赠绣箧》《刘智远·
井边会》《蒋世隆·宿店》，莆仙戏《目连·开
荤咒誓》《千里送》《梁祝·吊丧》等古南戏
剧目，还有提线木偶戏《速审报》，弋阳腔
《送衣哭城》，柳子戏《张飞闯辕门》，湘剧
《拜月记·抢伞》，昆曲《玉簪记·偷诗》，潮
剧《珍珠记·扫窗会》，瓯剧《玉燕记·磨房
产子》，粤剧《打洞结拜》，川剧《刺目劝学》
等各剧种的经典传统折子戏，还有《白兔
记》《目连》《琵琶记》等古南戏题材剧目的
交流演出等。除了剧目展演外，本次还邀
请众多戏剧专家、学者，在百年番仔楼、苏
廷玉故居、清源山天湖、正音书院举行多
场艺术研讨会与艺术沙龙，给“五一”期间
的泉州古城带来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线。 （洪亚男）

首届海丝
泉州戏剧周
在泉州举行

近日，“世遗泉州 晋享好旅”泉州市
2023年文旅购物节在晋江梧林传统村落
正式启动。活动内容包括晋江梧林主场
和各县（市、区）分会场两大板块，推出消
费季“购物市集、文旅推广、戏剧展演、非
遗传承、旅游惠民”等五大类别，涵盖演
出、展览、非遗、数字文化、文化娱乐、旅
游等近百个促文旅消费系列活动，促进
文旅市场活起来、热起来、火起来。

本次购物节主场活动以“福”文化为
主线，设置泉福“器”、泉福“艺”、泉福

“礼”、泉福“味”、泉福“韵”、泉福“游”等
六个文旅购物展区，共汇聚工艺精品、传
统技艺、文化创意、地域美食、文化旅游
等10多个领域90个优秀文旅商家，充分
展示泉州世遗之美、非遗之美，感受泉州
文创魅力。活动现场还将举办现场惠
民、线上购物市集、戏曲展演、老电影放
映、梧林敢潮季等系列惠民活动，为广大
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具有闽南韵、海丝
风、时尚潮、文化范的文旅盛宴。

泉州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
旅发展，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试点城市建设，积极培育文旅融合新业
态，增强文旅经济发展活力。2022年，
泉州市文化产业增加值703.3亿元，增
长 22.4%，占 GDP 比重 6.2%，增加值增
长率居全省首位，增加值总量连续9年
位居全省首位。今年一季度，泉州市接
待国内外游客 1736.57 万人次，同比增
长56.4%；实现旅游收入200.57亿元，同
比增长 78.0%，文旅市场加快复苏繁
荣。 （洪亚男）

泉州文旅
购物节活动启动

水尾桥头话沧桑

擦亮童狮品牌
传承国粹精神

近年来，石狮第二实验幼儿
园将狮文化融入幼儿园生活及课
程，在对幼儿进行意志品格塑造、
肢体训练、情操陶冶等素养基础
上，加入传承本土特色文化元素
和审美、创美等艺术元素，形成培
育幼儿本土情怀和良好意志品质
的“新课程”，擦亮“童狮”品牌。

据了解，该园邀请泉州师院
美术学院蔡永辉教授创作设计了
两只吉祥物“狮宝”形象，寓意孩
子们将“狮文化”精神薪火相传，
并赋予“猊猊”“佑佑”之名。作为
幼儿园的吉祥物，“猊猊”“佑佑”
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幼儿园各种活
动中。“我和狮宝同框”“狮宝说安
全”“狮宝迎新生”，与孩子们一同
欢庆节日，为孩子们送上“六一”
礼物……“猊猊”“佑佑”深得孩子
们的喜爱，每次出现都被孩子们
团团抱住。

同时，幼儿园还创设了“狮城
狮情”长廊，并结合狮城地域文
化，发起“户外地域项目游戏”，开
展“大带小”幼儿户外主题活动：
如“溪前舞狮馆”“蚶江环湾道”

“郭坑野战营”“宝盖风景区”等，
五大狮城地域特色的幼儿户外主

题项目可以说是集走、跑、跳等幼
儿发展动作为一体，也是一项培
养挑战、合作、坚持等品质的任
务。老师们还结合班级主题活
动，通过环境渗透再现校园文化
特色，如互动式的“狮情文化”班
级区域环境；如“狮宝工艺”“狮宝
服饰”“狮宝T台馆”“狮宝书法”

“狮宝美术馆”“美丽的狮标”等，
实现幼儿与环境的互动学习。

除此外，幼儿园还将“狮”文
化内涵与“狮城”本土文化有机融
合在一日的课程中，充分挖掘其
教育价值，探索基于“狮文化”特
色的“狮”城园本课程，研发成幼
儿喜爱且适宜的学习内容，通过
组织实施各领域的教育活动、游
戏等，构建促进幼儿发展的“狮”
文化园本地方课程。

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该园
结合“狮城地域”主题户外、“狮文
化”活动环境、“狮文化”课程内容
等，将“狮文化”融入幼儿一日活
动的方方面面，老师们还根据孩
子的年龄特点，把“狮文化”融入
五大领域课程、区域活动、户外主
题游戏、创造性游戏等。

（陈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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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由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泉州市艺术馆、泉州府文庙文物
保护所承办的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第
188场）在府文庙广场上演。

据了解，本场演出为“礼赞劳动美”
庆“五一”高甲戏专场，《管甫送》《桃花搭
渡》《满面霜》等高甲戏经典剧目选段接
连上演，让观众实实在在地品尝一顿“戏
曲大餐”，特别是一些老年戏迷观众，一
个个看得全神贯注，有些人还不时和着
节拍轻声吟唱。今年“五一”期间，百姓
大舞台连续举办了歌舞、戏曲专场演出，
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居
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精彩的文化盛
宴，为古城营造出和谐美好的节日氛
围。 （陈嫣兰）

“礼赞劳动美”
高甲戏专场
火热上演

水尾桥，当地又称“祥农古
桥”，如今桥的东边是大堡村、桥
的西边是祥农村。数百年来，这
座桥连接着两岸的土地，行人络
绎不绝，经风历雨的征程在这里
不断启程，南来北往的脚步在桥
上烙下一个个深重的历史印记，
诉说着这一方百姓故事。

这一座石梁桥，从其造型特
征等方面推断，应为宋元时期所
建，另一说为水尾桥建造于明代
中期，是大堡村中刘氏族人所建，
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推断
此处本为该地之要冲，宋元时即
有桥梁，后大堡村人又建之。历
史久远，不管此桥建于何人之手，
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
量，造福家乡的愿景。

春笼寒水澳笼纱，几点波
光淡暮霞。

帆远辟流鸥掠翅，潮洄拍
岸浪淘沙。

遥听故国乡音似，莫怨桑
园小径斜。

芳草连天无尽碧，一轮明
月共天涯。

该桥呈东西走向横跨于当
地一条小溪上，溪底为条石铺砌
而成，水流湍急。呈三墩四孔的
石梁桥，长15米，宽1.6米，高4
米，桥面由三块石板铺砌而成，
桥墩呈方尾尖头状，尖头朝上
游，由平顺交替的条石铺砌而
成。该桥具有泉州地区宋元时
期桥梁特征，且保存较好，具有
一定的历史意义。

抚摸着这一古桥，感慨岁月
沧桑。仔细观察，桥面的石材新
旧不一，三个桥墩造型和修建工
艺也略有不同，其中一块桥墩上
阴刻有：“重修，1984年”等字，可
见这座桥曾在不同年代修缮过。
桥东边还有一座造型简单的石
塔，石塔约四米高，共有三层，每
层呈四方形，塔尖造型古朴。

这座桥除了给当地百姓提
供便利外，按照传统建筑文化的
角度来说，桥墩还起到让溪水缓
冲的作用，溪水在这里汇聚，不
会直流，寓意着留住村里的财
源，保障了百姓的福祉，憧憬着
明天美好的未来…… （洪亚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