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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于《福建地方文化研究从书》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老城市的所史遗存和标识也逐渐消逝．人们只能通过宗

祠、寺庙、故居、会馆等历史实物来了解历史，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国外还

是国内，都应重视地域文化，认识到老城市的历史文化对城市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目

前崭新的东南经济文化，促使我们决定要出一套全面介绍福建历史文化的丛书。这对

于研究、继承、开拓、创新福建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盛世修史，盛世修志。其实，“志”也是一种“史”，是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域的历

史。这种史志，传统悠久，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体倒严谨。毫无疑问，它是我们研

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在生活的一陕节奏下，人1f]更希望在最短的篇幅中看到

最多的内容，这些带着新特色的地域文化丛书因而应运而生。计划推出《福建地方文

化研究丛书》等。

与“志”相比，这些新的地方文化丛书更像是文化史的留存，它们不必受史志程式

限制，体式上可以多样，语言上可以轻松活泼，一句话，比“志”书自由洒脱，更贴

近普通人：具体而言，它们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这些世纪末的地域文化丛书成系统地介绍当地文化的方

方面面，并且在每个方面都叙述周详。从街巷、戏园、陵墓、园林、岁时、节令、传

说等方面来展现地方风貌。

二是语言生动，通俗易懂。作者多为实际工作者，养成了一种朴实无华的文风，不

重引经据典，而是把有关的历史掌故、事件、传说等融入百姓的生活中，让人感到贴

切．情趣盎然。作出了界定：写作背景是福建这个大舞台；内容是当地人的文化和思

维方式：作者能熟练地运用地方的语言艺术，

三是深入浅出，相当实用。阐述地方的人们，在穿戴、吃喝、居住、出行、商市、

玩乐等方面的情况，对地方饮食的叙述针对性强，把比较好的酒家公之千众，而且是

纲要性的。

四是开怀忆旧，咀嚼人生。这些地方文化丛书有浓郁的文化味道．不是就历史说历

史，就地理说地理，就食品说食品，而是采用比较生动的办法，夹杂许多掌故、插图

来回忆、咀嚼，找回原有的感觉。不少内容是作者亲见亲闻，颇为生动有趣。

新的地方文化丛书就是以这些特色在世纪之交引起了人们的回溯感。但是，它们f也

存在问题。比如：同一丛书的作者水平很难一致；反映地方文化的丛书配到合适的插

图难：这类图书的读者有地域界限，很难成为畅销书。最重要的是，目前的地域文化

丛书只是客观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没有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地域文化。为此，我们需

要努力⋯⋯

《宁德风物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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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福建东部沿海一个县级行政治域，容易寻找但不起眼的僻隅之

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霞浦仍然在东海的涛声中令人匪夷所思地寂

寞着。

然而，轻轻掸开历史的风尘，古籍文史的记载里，石镂碑铭的刻痕中，

露浦以它1 700年的县浩史而在中国东南海域鹤然茕立，能与争者寥矣。几年

来，这里更是出土了大量新石嚣时代的文物。这个当年的古越地，说历史悠

久一点也不为过。

始建于南齐永明年间(483)的“华峰古刹”建善寺。该寺是中国佛教沩

fIp宗创始人灵佑禅师(霞浦人)出家修行之地；抚摩着唐宣宗孪忱的御赐石

刻“大中建善”和节度使、巡官等历代达官名士留下的20多面碑铭，当年钟

鼓铙钹之声，梵音香火一同缭绕的盛况似犹历历在目。

末出霞浦县城5公里，来自大洋的波涛漫过一片平展的海滩。滩涂的内缘

连着一条险峻逶迤的山脉。山脉的扎脚处是～个村落赤岸，这个普通的中国

村落因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机缘而声名远播。公元804年，胸r际抱负的日本国

僧人空海踏上入唐求法的漫漫险途。风浪无情，空海在海上遭遇生死之劫，

漂流到赤岸时已是奄奄一息。赤岸人施以援手，大师获救。故赤岸被今日本

国佛教人士尊为“空海遇难的圣地”。1 994年5月21日，中日携手在赤岸建成

了空海大师纪念堂．与匿安空海纪念堂遥相辉映。每年数以千计的日本国真

言宗信徒前来朝圣。

霞浦，弹丸之地，却积淀了太多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世人尊为海神，

特别在东南亚华裔心中享有神圣地位的妈祖．其祖居地就是露浦松山。松山

的天后宫与溏洲的天后宫同建于宋代。近年来各地游客及专家学者到此参观

考察络绎不绝，前来朝圣妈祖的日益增多。县南葛洪山悬崖峭壁，碧潭清

涧，奇洞怪石遍布。相传晋代著名道学家葛洪到此炼丹而得名，今被《中国

道教大辞典》列为中国道教名山之一。

千年古

邑说打．笞吟己
丽一骶卜“噼哪彤鼍～一瓣哪麟燮黧|蠡措醒擂W粥朋㈨浦≥，一灞㈡豁鍪

呵，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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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霞浦必看海，器浦海的特点在中国同级别市县里是独一无二的。雄悍的东；中半岛狭长挺倔，向

南延伸f 00多公里，不是一柄和j剑却把罐浦南部海洋劈成两半。东部的三沙湾，曾被孙中山先生列入了

他的建国方略，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天然深水良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建最早的对台贸易就是从这

里开始的。海阔水深的东吾洋是我国少有的珍贵鱼种大黄鱼王产地。半岛两面海域大小岛屿星罗棋布。

南部的浮鹰、北霜、西洋列岛远离陆地，长年沐浴在汹涌神秘的太平洋的波涛中明灭沉浮，那烟波浩渺

处的胜景．如丈海的眼睛，撩动着寻秘探险者的夏思 高罗沙滩，滩平海阔．舒目处鸥鸟翔跃，船帆

点点．碧浪翻腾，是天然的浴场和冲浪场。

1、三都澳：三都澳又名三沙湾，在宁

德市东南部，距城30公里，为闽东沿海的

“出入门户，五邑咽喉”，海域面积71 4平

方公里。由城澳半岛、官井洋、复鼎洋及

三都、青山，斗帽、白匏、鸡公山等1 9个

岛屿组成。水深波平．腹大口小，能停泊

数十万吨巨轮。1 0公尺以上等深水域”3平

方公里，可开发深水岸线72公里，均居世

界首位。孙中山《建国方略》称之为世界

“最深不冻良港”。

2、白露坑畲族村：民风古朴，几百年来畲族习俗世代

相传、保存完好，极具特色的“二月二”、“三月三”、

“九月九”等传统节日隆重热烈，而叉富有民族韵昧。白

露坑是我国‘畲族歌王”钟学吉的故里．民歌氛围浓烈。

这个村还遗存清代古民居和相配套的大量珍贵文物 半月

里自然村中的3座清代宅第、雷氏宗祠、龙溪言等古民居雕

梁画栋、气势非凡 经文物部门考察、整理、发掘和征

集，发现了尘封己久的清代秀才帽、库生范文刻本和大量

的古籍、民歌手抄本以厦服饰、竹具、木雕、碗、碟、

坛、罐等当年El常生活器具300多件。从清代道光三年

(1 8 23)至光绪十一年(1 885j的短短60年问．半月里一村就接连诞生了5位文秀才．这在当时福宁府

的畲族村中是唯一的．在全国畲族村也是罕见的。根据地方文献资料记载，清代自露坑村以经济繁

荣、文化教育发达而名重一方。在当时整个福宁府畲村开办不到20多所私塾中，白露坑一村就占了3

所，成了福宁府文化最发达的畲族村，这里还有永庆寺、双福桥水库、酒瓶山、燕鼎山、连清溪、福



3、杨家溪景区：素有“海国桃源”之誉

的杨家溪风景区，位于太姥山西南恻，霞浦县

境内牙城镇西北部。原名南洋坪，自宋代杨文

广平南蛮十八洞之后而得今名。1 988年8月经

国务院批准．与太姥山景区并列于第二批国家

重点旅游风景区之“太姥山名胜区”．是太姥

山“山、海、川I”三大主要景区之一。杨家溪

景色幽美、气候宜人，以丘陵花岗岩地貌为特

征，生存着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植物物种。其中尤以“卅里清溪、百丈飞瀑、万株红枫、千年古

榕”最具特色。景区山色清翠、水质清澈、空气清新，是体现自然风光和田园风光的生态旅游区，是我

国华东地区生态保护完好而开发潜力大的景区。

4、大京：原名大金，位于霞浦东冲半岛东侧，距县城

50多公里，是方圆数里小有名气的原生态渔村。相传在明洪武

二十年(1 387)，赣庭为抗击倭寇下令设置海防巡检司千户

所，为此，当地民间一直有“洪武帝要在太金建临时帝都”

的传说。初^丈京，最先看到的是一座壮观的城堡，小渔村

的前世今生，有着与南京明代古城、福建崇武古城一样悠久的

历史，虽已经历700多年的风雨侵蚀，风采却丝毫不臧当年。

据驴友介绍，城堡临海筑就，长近3000米，高约10来米，开设

东、西、南三门(北面依山不设门)，墙上遍设窝铺、炮位，

装备齐全。城外还有一条千米长的护城河，与城堡互相呼应构

成坚强的防御体系。除了古城堡，大京还有一条绵沿3000多米长的术麻黄林带，生生不息，悉心呵护

着沿海各村庄的渔民免受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的肆虐。



寺庙位于县城东郊华峰山麓，南齐永明元年

(483)创建，初名“福建斋”，原建于lB温麻县治之

安东乡安民里大葛洪I||奇之北(今沙江镇古县村南)。唐

析置长溪县后，至景云二年(711)随县城迂徙至邑地

今所，改称为“建善寺”。贞元元年(785)，一代高

僧，中国南禅之沩仰宗创始人灵}右禅师(今霞浦南多

人)依本寺法恒律师祝发出家。会昌五年(845)，唐

武宗李炎废佛时而列废，至大中四年(850)僧大千上

奏复之，宣宗李忱御赐“大中建善”为额。宋建隆四年

(963)，威武军节度馆驿巡官儒林郎吴慎辞撰写有碑

铭(今犹存)，乾兴元年(1 022)始为禅刹。元丰元年

(1 078)进士陈襄重建，元桔二年(1 087)县令马康侯

移县文庙于寺内，至大观间(11 07—111 0)，县令叶安

节新建儒学复迁文庙干南郊菱湖，明嘉靖已未年

(1 563)，倭寇侵州城，县令徐甫宰恐寺为寇营及其蹂

躏，不得已而令军民举火焚之，至隆庆元年(1 567)重

建。清康熙十年(1 67”总兵吴万福，知州黄鼎扩

建．乾隆二十八年(1 743)十月僧云庵等重建t曾系明，

清两代福宁僧正司暑，僧纲司暑办公之所。民国六年

(1 917)僧碧松重修，三十年(1 94”二月时值闽海战事

紧张，霞浦县立中学迁徒至本寺，历时半载有余。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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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解放后，本寺于1 95’年始，先后被县政府借用为儿童教养院．县纺织厂、农具厂、酱油厂、工艺

贝雕厂和驻军某部所用。至1 983年县人民政府落实寺产政策，解决信徒宗教活动场所时，归还佛协会，重

新塑佛住僧，恢复佛事活动。1 984年列为本县开放寺，嗣后由省人民政府下拨专款十万人民币修董殿宇，

1 985年8月．县佛协迁址于内，会长僧青光兼主本寺。1 988年，县人民政府续拨三万人民币及地方檀越信士

热心捐助续修寺院。

全寺坐北朝南，背枕华峰山，金山重其上．华峰支脉拱抱左右．龙首虎尾岗连其左，金宇山，凤凰池

接其右，与寨岗山遥遥相望。寺院主体建筑布局沿华峰王脉，横贯南北中轴线上仿宋代传统建筑艺术，为

六扇三进一庑砖木结构之重檐悬山顶式院落，建筑面积达1 668 4'-T-方米，各组殿宇依凭山势，层层而上。

古朴宏伟，严谨壮观。入山门顺坡而上，迎面有堵仿古城堡式围墙，墙上书有耀眼夺目的“松声竹色，月

影溪光”八大宇，概括寺宁风光。西侧有棵古榕，枝繁叶茂，交柯成荫，椿下立有原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

先生书镑“古刹逢春”石匾；寺门上有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亲笔书额“建善寺”，哈尔滨大学女教授，考

古学家游寿为寺门内联书写“月灿榕林围一谷，波摇松岛应诸天”佳句：外联则保留原住持僧碧松于民国

二十六年书撰之“狮窟震玄风教普峤灯传沩水，鹫峰承法脉山开齐代地辟南天。”简述寺史，字迹犹新。

寺前进为天王殿，殿后有参天挺拔的百年银杏，木棉树(活化石)，高达数丈，枝叶繁茂，富有生机，曾有

诗曰：“银杏参天是谁栽，胜似菩提不染埃，慧果停生今又发，昕钟听鼓拜如来”。中进系大雄宝殿，殿

左配建有灵丰右禅师殿和鼓楼，殿右建有空海大师殿和钟楼，后有吴万福祠，原知州黄鼎为祠题有醒目端庄

之“威镇山海”四字。殿内佛像齐全．殿组相配，中祀释迦牟尼佛，两侧组塑十八罗汉请佛。后进为知客

厅，厅左为斋堂，厅右为寮房．厅前有“放生池”，池壁上书有清乾隆间郡守李拔题刻“春满南夭”之石

匾(今狁存)．寺内尚藕有“狮山防海碑”、“文斌阁碑”、“萨镇冰浚河诗碑”及宋代石雕复盘莲式四只

柱础等文物，为古刹增添了不少情趣，被称为“闽东古刹”，列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唐代日本高僧空海大师随十七次遣唐使船远涉重洋．入唐求法，途遇飕风，漂至本邑赤岸登

岸．并到本寺参拜。1 984年3月以来，日本国真言宗信徒多次组织参拜团来最寻迹时，并到本寺参访。

l 993年，举行建寺“1 51 O周年寺庆”活动，寺庆之13，有省、地、县名人达士四十余人为寺庆咏诗祝

贺，域乡信众数千人之多参与庆典活动，盛况空前，隆重

l

乏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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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置i曲

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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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度，法号传恒，俗姓庄，宇孝童，霞浦县长春镇渔洋半山村人。生于1 932年正月初一日亥时，1 947年

肄业于渔洋小学．在家务农。师于不惑之年投渔洋五福寺．参拜本县云峙寺青光法师掖剃出家。I 983年11月

受具足戒于莆田广化寺。1 983年始主长春法华寺，由于师善于管理，勤于耕作，于1 984年该寺荣获省、地

农业生产先进寺庙称号。历任县佛学第二届常务理事，三、四届90会长t继后负责全县佛教日常事务工作

并兼王建善寺。1 993年受聘为县政协第八届委员。

师爱国爱教，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协助县政府搞好宗教工作．力学苦修，虔修净业，潜心律藏，严

持戒律，博通经典，仿禅林清规，以身作则，善自护持，众皆敬仰．遂成大名。师自主建善寺以来，重恬

寺院，为恢弘名胜古刹作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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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港地藏寺始建于后周广JlⅢ---年(952)。惜因年代久远。寺殿年久失修，解放初期曾一度辟为

生产队之用，昔日盛况已不在矣。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党和政府的不断关心扶持下，

1 990年由附近村庄信士发起筹资重建，1 993年建成地藏宝殿、钟鼓楼、东西厢房、围墙等。为繁荣

祖国多彩文化，发扬民族优良传统，2005年礼请上满下深法师为主持．蒙国内外高僧太德、护法居

士的大力支持，现已建成多功能弘法楼，大愿安养院宿舍，花圃等。地藏寺的建筑，王体突出，层

次分明，布局合理，典雅古朴。

地藏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兴衰起落，阅尽人间沧桑，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创举，为构

建和谐社会续写新的篇章。

大智新．不着我相。

大厢≈．庸修善行。

叠H眦露ⅢM雠．蕊-㈣黼一㈣姗㈣一黼徽



释满深，男．1971年11月11日生，系福建省霞浦县松港街道后港村人。i994年对佛法萌生兴趣，披剃

豆门南普陀寺上盖下乘法师座下。承蒙多位法师的指导，l 994年g月就读于闽南佛学院，2003㈣
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并获硕士学位。从2004到2006年期间，曾受邀前往诸多国家和地区弘法：有加拿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香港、台湾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有内蒙

新疆、四川、沈阳、哈尔滨、上海、西安、河南、广东、浙江、福建等十几个省、县、市地区·

4牟9月王l 9 9 6年7月在闽南怫学院养正院

6年1 0月至1 9 9 7#-1月在福建省莆日广化寺上茗下^法师座下受三坛太戒(共l 0 8天规范传戒

7年2月至1 9 9 8年7月在浙it-省=溪市白露^慧教寺随上圣下修法师修规矩成性覆出林唱仓

8年8月至1 9 9 9年1 2在辽宁省托顺市高湾区宝采^善缘市任知客兼堆那

0卑披香港善提q-会会长上水下挂走和尚授干天台宗第4 6代法脉

0年8月王2 0 03年1 2月毕业于斯里兰卡凯拉尼9-大学佛学专业，并获硕士学位

4年1月至2 0 0 6年3月压邀干国内外诸多道场弘法和主持佛事活动

6阜爱霞浦后巷地藏寺邀请住持地藏寺

6年被宁德市霞浦县民宗局任命为后港地藏寺住持



佛教是佛陀平等佛念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的体现。佛陀教导人们要“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

痴”，就是要人们放弃贪念，舍弃嗔恨．转识成智，转迷成悟，以达到内心清静，从而消除暴力

产生的内在根源。

地藏寺弘法楼是一座集古典建筑与现代工艺完美结合的现代弘法大楼，内有讲经堂、念佛

堂、千佛阁等，主殿讲经堂是弘法布道，为+方菩信破迷开悟、听经闻法、离苦得乐、成就佛道

的道场。

今由印尼万隆黄金妹女士和乡贤黄姓兄弟姐妹以及该寺护法信众共同发起兴建。种善因得善

果，广积善园，深植福田。



地藏菩萨的压化圣迹：

佛灭度后1 5 0 o年的时候，正当唐朝水嫩四年，东土有个新罗国(即高丽国，现在的朝鲜)，有位

子，名金齐觉，他2 4岁就出家，带着一只白犬叫做善听，航海来到中国的安徽身青阳县的九华山上·他

那里的九子山头上，跌坐7 5年，山神为他供养饮食．到唐玄宗开元i 6年7月3 0日夜成道．

那时九华山下，有一位阁老，人称他闲公。他平日奉行众善，经常口请9 9位僧人，独留一个空位，

请山上地藏僧，以满足百人之敷，这样已有很多年了。当菩萨成道的那天晚上，山神启请下山，菩萨

山上下来，向闵公祈求一片袈裟大的地方。闲心说“这九华山上的土地就是我的，请您随意选择罢。

于是菩萨把袈裟一展，竟然覆盖了整个九华山。闻公见了大喜，就捐献出了这座山，并舍了他的儿子

家，就是道明和尚。后来闲公也舍俗修道。因为他们父子出家有先后的缘故，闶会反拜儿子做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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