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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地方文化研究丛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祖国各地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标

识也逐渐消逝。福建也不例外，往后我们的子孙们想要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了解地

方优秀传统文化，靠什么呢?联合国有关组织十分重视各国的地方文化， “只有最具民族特性的才是世界性

的”。抢救地方文化已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要保护好祖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从福建做起!于是福建省通

俗文艺研究会就自然地担承了这项光荣的历史任务，编撰一套全面介绍福建地方文化的研究丛书。我相信，

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将对研究、继承、弘扬、创新地方文化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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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门另4类，取材丰富，体例严谨。毫无疑问，它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在生活的快

节奏下，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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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志”相比，这些新的地域文化丛书更像是文化史的留存，它们不必受史志的程式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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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贴近普通入。具体而言，它们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这些跨世纪的地域文化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最

基层的文化叙述周祥，有据可查。从街巷、寺庙、戏园、陵墓、园林、节令、传统等方厩来展现地方风貌。

二是语言生动、通俗易懂。作者大都是当地人，能熟练运用地方语言艺术，文风朴实无华，熟悉当地方

言、风俗习惯，他们把历史典故、事件、传统融入百姓的生活中，贴近生活，让人感到亲切，情趣盎然。

三是深入浅出、经济实用。阐述当地人在穿戴、吃喝、居住、出行、商市、娱乐等方面的情况，对发展

当地旅游业大有好处。一套丛书在手，纵览八闽大地，信手翻阅，几乎包罗万象，岂不经济实用!

四是开怀忆旧、咀嚼人生。这套地方丛书既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又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在直叙现实与历

史的过程中，夹杂许多典故、插图、文物来回忆、咀嚼，找回“原汁原味”的感觉，岂不乐哉!

新的地方文化丛书因为有了这些特色，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可以让怀

旧的人从中寻找自己的故知，也可以使年轻一代追踪历史，认识祖先。不过，要编好此书谈何容易，就说收

集历史资料、核实各方证词，作者要三番五次翻山越岭，深入古镇山村，有时还要忍机挨饿⋯⋯没有吃大苦

耐大劳的精神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在此我对参与或即将参与本书编辑的工作人员怀着深深的敬意。这套丛

书如果对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有微弱作用的话，也应该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

李建生

书于《大泉州风物志》再版时

2006年10月15日凌晨·福州

李建生，福建省公安厅三级警监，现任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福建省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解放军后

勤工程学院福建校友会会长。原福建省公安斤宣传处处长、《警坛风云》杂志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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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地区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丘陵、河谷、

盆地错落其间，千米以上有455座，主要分布在德化、永

春、安溪和南安的部分山区。戴云山脉从东北部向西南

延伸，主峰海拔1856米，有“闽中屋脊”之称。境内地

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由中山、低山向沿海丘陵、盆地平

原过渡。整个泉州地形呈“E”型朝东南方向开口，有利

于东南季风过境，对开发农、林、渔业生产，发展外向

型经济极为有利。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台湾海峡西岸，东经

1 1 7～25’一一119度05’，北纬24度30’一一25度

56’，东西宽153公里，南北长157公里。与台湾隔水相

望，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仅距97海里。泉州海岸线曲折蜿

蜒，大部分为基岩海岸，总长约421公里，有湄州湾、泉

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四个港湾及肖厝、崇武、后渚、

梅林、石井等14个港口。

泉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

劳动生息。周时为七闽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秦汉时

期，中原战乱频繁，晋人大批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

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使泉州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景

云二年《公元7"年)由武荣州始改名为泉州。

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给中原造成严重灾难，中原

人民进一步南迁，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促进泉州进一步

繁荣。唐大历间，泉州“文风大盛”、书院林立。经济

上，泉州已逐步成为南方重要大港口，天佑间，已是一

个车旅辐辏、商贾云集， “云山百越路、市进十州入”

李建生

的国际港城，北宋时在泉州设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南宋时与广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的两大商港。

元代泉州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

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

港”，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泉州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这里历史文化积淀丰

厚，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文物瑰宝举世瞩目。拥有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1 2处，省级27处。泉州是古代“东方第

一大港”。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古以来各种宗

教兼容并存，东西文化交汇荟集。特别是佛教、道教、

摩尼教等一度十分盛行。诸多宗教遗迹构成一道独特的

人文景现，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

泉州市城乡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和闽南方言，本地市

民特别农村居民日常更习惯用闽南方言。

泉州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

籍地之一。目前泉州籍华侨有620多万人、港澳同胞75

万人，海外经济界和科技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祖籍泉

州。海外侨胞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在台湾汉族同胞

中，有44．8％约900万入祖籍泉州。泉州人民与台湾同胞

血缘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化相同。侨、港、

澳及台湾同胞为加强泉州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泉

州侨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泉州

与世界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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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桥
安乎桥足国家第。批公布为辛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位于晋Ⅱ市的安海镇。安海占称安

平，固此，此桥R称：“安平所”，由r柝K有i华里c即=公里半)人们便称它为“R里

桥”：位于蛊簿镇西衅．惜称“西桥”。

安平桥仝鹰石构，用花岗岩种沙石构筑的梁式石桥，横跨晋z[安潍和南安水头两重镇的海

滩，始建于南束绍兴八年(公月1138年)，前后m经十；年告成，后经明清两代均有修缮，现为

闺家拨款幢|日重修保留原状．闻名天下。据《晋n县志》记载：“晋n、南盘之界．『“日以卅

镀，宋绍*n年，僧祖诚始筑百桥未就，=I一年来赵令斡成之，日水三百六}=道(即分水道

为=百六十=孔)．长八百f有一丈．赏止六R ”目前修缮后桥垒长为2070米，桥面宽3米

至3 6米，以巨型石扳铺架轿而．两侧设有栏杆。拚扳X翩X厚，最K存Ⅲ选{采米．每问刚板石

七、八条．皆是坚蜜的花岗岩i。Ⅲ这些桥扳5从目里开果而来的，应该是泉州府附近的H窟．

但需要用水运。据说有私家族谱记载，这样的巨石．多是咫尺相望的金门岛丌采拇适而束的。辑

埭筑法．用长条}l和方形*横纵裢卿．1时方形、草地船形、Ⅱ边船*!种Ⅲ式，尚存331座．扶如长虹．为中古时代世界±

最陆的槊式百析，故青“天下无桥K此桥”的美赞．此外t长桥前两旁，迁置有形式古朴的Ⅱ塔和☆雕佛像，其栏ff柱头还雕

刻羞维妙维H的雌雄石狮与护桥将军石像．U每张的手法，雕刻表现得非常别致，皆为南来的代表作。

整座桥上面的东、西、中部分别置有五座“憨享”。以供^休息，井目宵菩萨像。两翼水中筑有对称方形石塔四座，网

脬翠堵婆塔一座，塔身雕刻佛祖，血棚卞满慈善。中亭■尊护桥将军．躯高l 59名】．68米．头戴盔。身若甲．手执剑，雕刻形

象磺武。这都是宋代i雕艺术的精毕。

当时主持建桥的赵々斡筑成天F长桥面高辫地写F一首诗：

为向安平道，驱本夜E丹人家无犬畎．门巷有炉熏；月R新耕地，山收不断乡：梅花弛我笑．书报小东#。

有“安平桥”原仃篆书丰碑，d废。据请人毙显增《亦囱脞藏》栽：“丁n由安平趋漳部，道j|1四坼，见篆书丰碑，几

立桥上⋯“碑题‘宣平桥’篆书!宁．字径二尺，配搭勾接，气象崦峭。旁敖一行．Ⅲ书i’右迪功郎南安县尉陈太方立’，

邗者刘长岳，太方绍*末任南蜜县尉。4

“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蘩I羁是继闻名天F的海自鼐一桥的洛阳桥(叉名万安桥)，以I稗之艰豆．为世界首刨的“筏

型基础”．而产生泉州府地之建桥热．成为泉州“桥梁甲天下”。蜜平桥删以K度±被历代所赞瞽，以“卧龙“、“巨虹”的

壮耐称号．闻名海自外。枉叫代被泉州人称为“学问最通”陈紫峰，有一天瘫堵文人周游安平桥，E遇浆m，他们部在桥上阳

聊长轿胜景，随日口作对联：“晕雨骤倾万斛珍珠浮水面，长虹多挂一条盘带粜天腰。”

在桥头Ⅱ有匝砖塔和观音堂，塔高选22米．为五层^角m空。建筑，南宋时所创建。为{f幺在甫宋，晋Ⅱ的一镇有这4

多资财创建这A伟大的桥梁r程．据有芰史料记薮 “安海镇“于府南六十里．古名“缚海”．束韧蛤改为“虫。、日“盘海

市”，西日“新市”，末日。目市”。海泊至，州遣史攫税J’此，号““开律”，卫据明代犏％的《安海志》称，古时安海人

善于漂洋过海发展海上贸易，朱元时期．商则襟带Ⅱ湖．足迹逭无下．南海明珠．越裳弱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

国，无所誉到 遮都说明束时安海海外通商之繁荣景况，安平桥之耀更是当时海外变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实物标志。同

时也看出泉州劳动^冠的建筑智慧。

当代诗^郭沫若T年间特粜蜜平桥参观，留下律诗苜．

五里桥成陆上桥，Ⅻ藩|日町踪全诮蓖雄气魄垂千古．劳动精神进九霄：

不信君袭真梦醋，爱看明俨佣题糕；复台得意谁能识。开辟荆捧第一条!

由于时代At．海港的变迁，海I。的桥变成陆L的桥．如今圈家拨m专款重修，恢复m貌，我们一到长虹般的长轿，总

要漫步现赏，为兴建采州K桥功劳而贽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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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名参最、挫察使曾程与总磊Ⅻ芝扼重性开兀寺靠i太歧时，坞}‘中东挂±触成5枉。“托殴就札fM式丰富多嚣．冉
来m叫各时期的拇棠花式拄，幽柱、方柱。楞梭柱、蚺龙柠等。咒1E足殴斤廊檐问那对J6角*桦绿岩石柱，雕刻昔古代印

度和锡j瘴忙的占印度敦人神克里希邢的赦事和花卉图案z4幅．引起巾外学者的极大兴趣a它’J殿柏月台缅弥座束慨处的72幅

辉绿岩榔身人面像和斯f浮雕．同为蚀殿时从0毁的7c代主印教导牡束的。t们是束，b时Ⅻ泉州潍外变通繁荣发选．中外史化

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



米a、上的91¨I始；它们址牡田垮贵的佛学典括t踪此2外掇羟州迁保存订从盛聃型K旧的肌代文物。H中扑代li，钳、瓷、

$赝的凡小佛像蒋萨 罗淡、^』、神将肆”尊。叫代^#法家张瑞酎厦现代高惜'IL挂帅普g家的字娅Ⅻ木板世联也珍藏

在丝‘n 接大厅吼珏收藏订12l】南采以束的冉91，．萁一l，特剐有价值的是消道光1 t年(公元1837{f!)，“鹿湛部。茬”的铁

钟．神】钵仃‘i采州通商的肫港郊d6家商口的锦土．足许，E青湾‘o泉¨并济虫的般仃价俯的瓷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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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符监海外紫d牵族无年咀此为荣：{f俗称“小J}』【奇的准摊神件，强供牵凡台宗曲准提井p日打掉朴院，现E"辟部

分山啦“炸纪念馆．{r水陆弹寺，“供寺惜们息。

嚣市n：jF庭两制rt场-h柏m约200米的／',ltl^垃楼阁式仿木结掏6塔就是泉州自、商塔，它足”月々的氟要土物。它以塔身

的罐伸，脬制柏奇妙，也筑的冲『‘^l雕瞳的辅*而扬臀海‘j’．吸‘l丹fI球乍夸册止数中外学口和谐^前柬游览、秕瞻、摘摩和研究。

东培名“镇园塔”．硪通六年(公元865年)m们建肯文鹤秤师建成五世术塔。前后经过JL敬毁斗与重仕，岛木为砖。毛嘉

∞。7r f蛰Jcl238：1 1，"ki!ti2师寸％tr^山j】．n⋯“权0．”．^锚法师继造．前后＆十年0完I。东塔通高48 24米．塔半而

，，¨】晦，"叩塔n⋯《H二mC：t'|、lit“Iq“廿．蟮∞叶船，t的鲇构。E中的J#心棒A贯于各胫．足全塔的支撑．轩层塔心牲I

均，、个转拍*均禁订Tim措正j 2求Ⅳ的j*1f种倚娃．顺拄的#叫H{毕拱L!脏托出．缩小石粱跨度。f_桨≮繁托如同斧凿．摔

*拄☆。±J*o’J塔t的☆^垃结HI敝】f{城休^J。㈨证了塔身的，I‘同性。塔难他用加]=鞋球的花崩岩．以嫩幔空错的方法

矗自．i1蚌辑蛹．n I趣*。稳31蚋蟮日．毗代打?}音^学瓯《的峰实塔心．挫逸座噩达一万多吨的建靛物虽经所700多年风篱

w“惭巍螺十曲．0m 1601年扮，、缱地艟．＆正浊曲摇曲它的撤基。fl塔不似g崮无№．WE造型精敛。塔搪q弯氟扶向外忡

“精舶舟翘址蟮身fJ潼中触E的奋*．％}’轾髓，雄层并醴四个『J■f¨十窑，琏瞄A挟．这栉既甲均分触囊打．ZⅢ住

}*册外州蜓加’n神和盖m，坪L．培豫角再系“i{f枝，礅H吹动2时，钎I^町啤．悦耳怡^。塔顶盲八豢太铁链连结n十翘

m’J剥吼疆#rt势晴礴，黹‘LⅨ摇雄一屠塔or j证划f】}^幅浮雕．丹别刻有^天乘．声略乘、缘黉集、菩萨乘}I怫柔．共“

{0幅柏翎¨‘t的^物《像。月】．目帆．纯基m辑．巧奇^h东塔E于1997午^选仝田删大名堵邮票，可称得l：：4，塔之』．

“坩幺f一膏* jL代※血叫f『：f 0“uI 7年)1I rHⅫm摇州泛海运木来泉州建此塔，扔名“无量群塔”．北来破和州年

‘&“l】1i乍)#l^踢#‘j‘冉培”，：m^，*般q-+』咀恬多次．茹术为砖．至术绍定元年车嘉熙元年(oil228—1237年)Iit

n f“m”酵为“．先j自：j*¨F埋戍．州堵通№4l口6米．璐低于永塔，其捌模b东塔几f完幸棚ld。唯男性有颁观音&缓行

^#__0“r#’。，#∞ ，*#

nt。l。u、州’‘±&m r。t川『JⅡ扰q √、一，I∞世i jt‘i J}一}-一{IZ、o ·行．都Ⅲ以说甜r精妙绝伦。它充分

J__。．EfL—jz J、X^q∞”0}r‘H、柏刮J1 1。 I’“，I J·．，*巾rJ哺+t化# i I界上也足甫硝指的．它既是t{1世纪

一?r，f，"z!j*。』∽一0’·特*-他?：．。，lti f-=‘’二_’h，J 7 i，_一，‘／。采西塔影雕怍品E成为投市最高崖领

j J、=⋯‘1h。’0。≥。=L：。 ，0：-．■、t=*一t≈tⅢ·．鼍-‘1_}_'¨、∞、”『t．也是海外侨胞目台湾M胞所憧憬的

⋯；l‘￡。．zt：．一l-{々一、止，ju：‘，J、■“，-“㈠4、_”f；7％．xⅧH J 4尔R塔在他”l心H中的份量．

、1、z0』7Jlj I，。ji 1乙』*n rtlI引，Z 7·誓 』．=王．#：_】t““≯ X啦递精名．或入世献身．代有H僧：

rft“__LII护·、r” 川t“!r” 什j“0，i，¨．“垃i ’J。wH Z’i}舶tJ，地的释义城。禅泉第一住持耔妙恩．

洋过潍．扬名自、谴．成为R奉地墚

坡、马束积Ⅱ。聪任拄待进i法师

拽特的规制．巧妒的建筑、玢赍的上#

壤游观光。

L夏■釜．．二重



泉州滴冲寺是我国现在昂早的处伊斯兰教建筑．

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仝崮孵点文物保护单位2～。

采州清狰寺．义称“艾荠哈h清真寺”，创建于伊

斯兰历400年，也就是公元1009年，是仿照敏利亚太马士

革伊斯簟毂礼拜章的建筑形式建造的．占地面积约一千

】i佰平方米，是阿托怕穆斯林在中闺创建的现存晟占老

的伊斯兰教寺。

土耍建筑分为夫门、奉天坛、叨菁堂等部分。

现在请各位看这库门楼．’占高达20米，宽{5米，全

系青、白岗石砌霍而成的，是一个三层穹形顶的尖拱门，

分外中、内一鹾t在外中两层的r部部有青石作圆形穹

顶，有若和我嘲古建筑的“藏井”相类似的石构图案，

项盖栗用中闭传统的莲花图案．表示伊斯兰教崇尚圣洁

清净，门楼止额横嵌阿拉伯文浮雕石刻，写道：

“真主秉公作证，隙他外．绝无J世受崇拜的：众无

神和一般学者，也这样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万能的，是罕睿的．真』：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

兰教。”现在清备佩看门楼后墙L这阿行阿拉伯主石刻．

上面记载着清净寺的创建年代重修时间以及最早的名称，

门楼顶层是龌月台．是伊斯’‘教“斋门”用以望月．决

定起斋日期的地方，台的周用=面建筑“回”字形的垛

子．像城蝶样．别有回救的风致，平台上坂来还有望

月楼和尖塔，jil}朝初年倒埘r。

再瓢 这里是“泉州伊斯鼍史迹陈列室”·虽说地方小了

!“镰 点．却是泉州伊斯!宗教文化的历史缩影。国内外史

!箩毯学家对泉卅考察伊斯9史迹极为乖视．近几年专程求泉
墨剐州考察tl}斯鼍史迹的口Ⅱ拉伯同家友好人士和学者、专家
b赴、i络绎不绝，观们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亲临泉州视察。并作

卜 +，出艰要指示．_睦近育关方嘶正在计划重恬伊斯兰征寺，

蠢；蠢犁使它恢复历史原貌·更加光彩夺目·
潼囊 清净寺白创建以来，历代穆斯韩帽继集资修葺．并

i_回口勒碑为纪，保存寺内。现寺中还有值得重视的附属文物，
如历年遗留F来的汉文和阿拉伯文的石刻，尤为珍贵的

是公元1407‘f：明成社i颁发的保护穆斯林和清净寺的《敕

谕》碑刘，节今完好无损也嵌置于寺北的墙壁t，现在

请各位观看t敕谕》碑刻。

明成租永乐五年(公元l 407年)，为保护泉州清冲

寺．保护泉州伊斯兰教，嘴成}fl朱埭特地颁发谕々：“所

在官员军民应人等，噼樽慢悔欺凌，取有故违⋯⋯以

椎罪之“。岍代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要保护漓净寺?

当然有着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企网．但另一方面，也可

作为我国对外固侨转的风俗爿惯宗救活动的尊重的说明。

对阿拉怕人民的友好团结的反映。

泉卅『清净寺，从建造iq现在，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人民日瓣f|分珍惜这一千年古迹。解放后曾经三度重修。

1961{#，清净寺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

的建立刊占代采州海外交通、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在历

史P长期友好的和平律来．有着分不开的密切咒系，足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足泉

州海外变流群要史迹之。就其建筑艺术来说，它的壮

耐雄伟．也充分显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特和才

能．

滴净寺虽建于北宋．虫际t伊斯兰教传人泉州的历

史远远不止r年。伊斯5教的灵山圣墓就比清净寺还耍

古老得多，穆罕默德在世时．向穗斯林发出号召：“求

知婴不远万里，即使远在中国”。因此在伊斯兰教刨救

初期．也就是公}d618--626年穆￥默簿嫡传门徒二贤四

贤就从麦加迁移经海路来到泉州传教，死后葬于泉卅l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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