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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千年前

又是一年盛夏时。九日山上，如往
常一般，人们结伴而来、登高望远，观
摩山中历朝历代名人石刻。

“这一天，我们盼了20年！”当申
遗喜讯传来，九日山祈风石刻的守护者
胡家其难掩激动。

1989年开始，环境整治、石刻整
理、讲解接待……胡家其每日起早摸黑
修葺石刻，不敢懈怠。两年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莅临泉
州，对九日山的摩崖石刻赞叹不已。蒙
尘明珠再度闪耀，但他的守山之旅至今
不止。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体现管理保障
的代表性遗产要素，是记载了宋代官员
为海外贸易商舶举行祈风仪式的摩崖石
刻。胡家其说，对于山上石刻，他本是

“门外汉”，没有句读符号的古文艰涩难
懂，千年历史长河里数不尽的出场人物
更让人困惑。

他一遍遍在山上走，一次次请教专
家学者，家里堆满了史书资料。现在，
他俨然成了石刻的生动“翻译师”。

“懂得九日山的人，都会深深爱上
它。”胡家其说。如今，越来越多当地
村民加入守护文化遗产的志愿者队伍，
参与祈风仪典仿古表演，用心守护着文
化遗产。

古城门风华

泉州古城的南端，有处闻名遐迩的
德济门遗址。

“此处是泉州七座古城门中唯一保
留下来，并经科学考古清理出来的城门
遗址。”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主
任何振良介绍。

德济门遗址与天后宫分居道路两
侧，同列为此次泉州申遗的遗产点。站
在天后宫正大门向前看，眼前的德济门
遗址呈垒石结构，一块块条石筑砌的
古城墙，呈弧状向东西延伸。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各家孩
童齐在广场上嬉戏；父亲指着眼

前的石碑，讲述700多年前触手可及的
历史；华灯初上，闲坐讲古的老人、弹
唱南音的爱好者慢慢聚集。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
的人在这里都能感受古迹魅力，乐享现
代生活。”在街坊吴家豪看来，这里就
像一座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的“露天博
物馆”。

“当你深入了解泉州的历史，就会
发现泉州的每一处文物、每一个景点讲
起来都特别轻松。”古城故事，在讲解
员陈玉珊的嘴里仿佛永远也讲不完。但
却因她的讲解，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德济
门、爱上泉州。

脚下，是绵延数百年的古城遗存；眼
前，是别有韵味的市井烟火。时移世易，
昔日迎来送往的古城门，如今已失去它的
防御功能，却成为城市文明的象征。

多元且共融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
遗产点最密集的古城区，一公里的

鲤城区涂门街，自西向东贯穿古城中心
地带，一千年前，儒家、道教、伊斯兰
教等的庙观就在这条街上做起了邻居。

“10至 14世纪，泉州创造了一个
多元、开放、共享的典范城市。如
今，多元、开放、包容依然是泉州这
座城市的底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副馆长林瀚说。

宋元时期泉州的繁荣，离不开多元
的社会结构和世界性族群的参与。以开
元寺、清净寺、府文庙及学宫等为代表
的建筑群，正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多元
社群的代表性遗产要素。

对大多数慕名而来的游客
来说，鲤城西街是认识古
城泉州的第一站。在西
街的开元寺，以中国
古代最高石塔——
东 西 双

塔闻名。走入其中，古树参天，香火
旺盛。中午时分，记者到来时，仍与
许多信众、游客摩肩接踵，一同感受
这座宋元时期泉州规模最大、官方地
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

此外，泉州还拥有世界上唯一一
个摩尼教光佛遗址，位于华表山南麓
的晋江草庵。从泉州驱车20分钟即可
抵达。

“具有‘灵验’效力的遗产深深烙
印在泉州世代祖辈的日常生活中，是
当代泉州文化遗产活态现状的根基。”
在祖籍泉州的人类学家王铭铭看来，这
些散落的遗产，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建筑
本身。其可贵之处在于，这些遗产融入
了人们的生活。

古桥共潮生

“通过网络监测，22个遗址点的信
息都实时汇聚到泉州遗产监测中心。但
每处遗址面对的风险都不一样，有的怕
火，有的怕风，有的怕水。”

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鹏最
“怕”地震。只要地震局一发消息，他
就第一时间转发给文保员陈敬文，提醒
他快去安平桥看看。“安平桥已有800
多岁，四级以上的地震，可能会让一些
桥板的裂缝扩大1厘米。”他说。

在安海、水头两重镇的海湾上，安
平桥笔直地横跨着，361座桥墩托起
2.5公里石板，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
石桥。“天下无桥长此桥。”吴金鹏不无
骄傲地说。

安平桥与洛阳桥、顺济桥一起作为
宋元时期泉州 100 多座桥的代

表，勾勒了水陆联运的大
致脉络。如今，再加

上商船抵达泉州港
前看到的航标
塔 —— 六 胜
塔 、 万 寿

塔，船舶停靠的港口——江口码头、石
湖码头，七处遗址点还原了古泉州整个
水路联运体系。

走近石狮石湖码头遗产点，岸礁上
千年前挑夫搬运货物的石阶依然清晰可
见。“当时泉州市场的消化能力、转运
能力、辐射能力都很强，客商在这里可
以采购到任何他需要的货物。”石狮市
博物馆馆长李国宏说。

市博物馆下属机构管理站管理员郭
增沛每隔两个小时，就会和同事轮班骑
车去石湖码头和六胜塔巡查一遍。“小
时候，我就在老码头游泳、摸鱼、捡贝
壳，在一块平缓的礁石上玩耍。”郭增
沛说，20年后他才知道，这块龟背一
样的礁石，曾被用作渡口长达数百年。

泉州申遗期间，码头热闹起来，考
察团不断，他讲解了四五百场。这块陪
伴他长大的礁石，如他所坚守的，就这
样被世界重新看见！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泉州保
护文化遗产新的起点。”泉州市委书记
王永礼表示，泉州将继续加强对申遗成
果的保护与巩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
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传承好、
利用好，让申遗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
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遗产财富。

碧蓝泉州湾，如火刺桐花。记者不
由地哼起闽南歌《来去泉州》：老君的
大大耳仔长长的胡须，清静无为有什么
忧愁。伫清源山顶看古城的月娘，一半
照人间一半写文章。

泉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从小受
到泉州历史文化的熏陶，熟悉这里的一山一
水、一港一湾、一街一巷。

泉州的遗产大多是活态的，在7.1平方
公里古城遗产缓冲区，充满了“烟火气”。
我常迈步于位于泉州古城南端的天后宫，每
每都能感受到“天下之货仓、文化之码头”
的泉州，作为拥有2亿多信众和5000座妈
祖庙的世界妈祖信仰的重要传播中心，以及
祭祀海神妈祖最高册封庙宇的那份庄严神
圣，它与真武庙、九日山祈风石刻等共同体
现出民间信仰对海洋贸易发展的共同推动和
相辅相成。循着文化遗产印记，可以找寻海
洋贸易作用下以“和合共生”为内核的妈祖
信仰源头和城区商业蓬勃发展的气息，让到
访的游客和我一样，在与文化遗产的对话中
油然而生一股强烈的文化自信。

申遗成功，对泉州而言是一个新责任、
新担当、新起点，泉州人理应认真思考后申
遗时代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世界遗
产，如何让世人共享活态遗产红利？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泉州人像爱惜
自己生命一样保护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在加快
出台，《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系列遗产管理规划》管控实施细则也将
公布并组织实施，22处遗产监测终端平台
监测覆盖泉州遗产所有构成的要素和关联
环境。同时，借力申遗后泉州文旅融合发
展，建立六胜塔等 22个遗产点周边WiFi
全覆盖，以VR／AR技术让受众更真实体
验世界文化遗产魅力，促进世界文明对
话。加快修复古城历史文化记忆，利用数
字文创创意体系，生产更多泉州遗产元素
的文艺精品。

在制度保护基础上，做好专业保护与
活态保护相结合，通过持续与国际组织及
国际知名遗产专家团队保持好常态对话与
合作，持续开展遗产的考古发掘、基础研
究等做好专业保护传承，培育更多的遗产
文化讲解人员和志愿者。同时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 （如南音、梨园戏、木偶戏等）
活态传承活动，讲好泉州文化遗产故事，
让市民与到访者更多地参与到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保护中。

此外，泉州还实施29条古城街巷综合整治、挂牌保护
古厝古建筑、改善提升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等，提升活态
保护的品质，让遗产点及周边原住民有更多获得感。完善参
访的设施和制度，如在老君岩等22处遗产点设置标识系
统，提供多语种智慧讲解，让更多的海内外到访者产生文化
共鸣。因为考古研究是遗产保护的学术基础，所以要加强泉
州考古研究和泉州学研究，探索泉州文化遗产的跨学科、跨
国界研究。推进泉州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广泛开展青少
年研学活动和文化推广。目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
15个展馆已全部实现免费开放，并正在规划建设南外宗正
司、市舶司、德化窑、磁灶窑、安溪冶铁遗址等系列考古遗
址公园，以价值优先原则广泛传播文化遗产时代价值。

泉州的世界遗产是泉州的、更是世界的，要既有利于文化
遗产的保护，又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展示，

让世人共享泉州历史底蕴和人
文魅力。当您置身泉州，

随时都会和历史撞个满
怀，发现这座城市的
美妙与韵味。泉州
让世界看到中国
历史的缩影，并
努力让世界分享
中国文化遗产
保护经验。

（作者系全
国政协委员，台
盟中央常委、泉
州市政协一级巡

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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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傍晚，当手机屏
幕跳出“泉州申遗成功”的新
闻时，我不禁惊呼了起来：

“泉州成为世界遗产了！”
这份溢于言表的喜悦引来

身旁朋友的侧目：“你对泉州
很熟吗？”

说起泉州，远谈不上多
熟，但几次到访，却对泉州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得第一次去泉州之前，
听当地朋友这样介绍他们的家
乡“地上看泉州、地下看西
安”，多少还是有些不屑的。
千年古长安，在世界文化史上
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外国游
人来中国，这是重要的打卡之
地，怎是一个小小泉州可以比
拟的？

但是去过几次泉州之后，
不由得做起泉州的义务宣传员
——不去，你真的不知道，中国还有这
样一座城市，以历历可数的遗迹，和传
承完整的民俗文化，清晰地记录着宋元
以来的历史。

这次申遗的泉州系列史迹，展现了
公元 10-14 世纪，在海洋贸易网络中，
东亚帝国农业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包容与开放是宋元
时期泉州面对文明交流碰撞的真实境
况。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语言有些官方，
不妨去泉州的城市乡村走一走，绝对可
以真实地感受到这股强烈的文明杂糅交
汇之感。

记得我第一次漫步泉州的老城区，
就被三步一寺、五步一堂的现况震住

了。算来我
到访过的国

内外城市应该不少了，但泉州这
种丰富的宗教图谱还算首次见
识：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
印度教……各种宗教、各个民族
跨越时空在这里相遇、相聚，各自
生存发展，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
博物馆”可谓实至名归。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自然离不开由桥梁、码头、
航标塔组成的水陆交通网络。其
中以位于泉州城东的洛阳桥最为
著名。古代，洛阳江潮狂水急，
桥基极易被摧毁，宋朝建造师们
在建桥中首创了“筏形基础”的

桥基，以减小江潮对桥基的冲击力。随
后，为了进一步加固桥基，造桥的工匠们
又想出了绝妙的办法，在桥基上种牡蛎。
没出几年，牡蛎把零散的石条、石头连成一
个整体，又把冲散的石头也胶合在一起，也
是建筑史的一大创造。时至今日，当潮水落
下时走上洛阳桥，密密麻麻的牡蛎依然清
晰可见。这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创举堪
称典范，也给后人无限的赞叹。

……
这几天，反复看着申遗成功的新闻，

细数着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原来去过
的地方还不足半数……我对泉州的了解真
是太有限了，这座古城的荣光以及背后丰
富的文化蕴涵，正是我再次前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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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小说中，明教是神奇的存在——教
派内，有一众亦魔亦人、亦冷亦热、亦爱亦恨
的武林高手。从来不曾想到，在泉州，居然会
与明教偶遇。

最早听说草庵，
大概在 10年前。当
时，泉州一位朋友神
乎其神地讲，晋江乡
下有座小小的庙宇，
是世界仅存的摩尼教
遗址，供奉着一尊宋
元时代留存的摩尼光佛时刻造像。摩尼教又称
拜火教，公元3世纪诞生于古波斯，传入中国
后，逐渐本土化，唐朝后称为明教。

朋友还大致介绍了1991年这座草庵如何
震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另外一位朋
友更是讲述了一个传言：有专家提出，鉴于草
庵摩尼教遗址的独特性、世界性和历史性价
值，赠送一尊规模可观的金佛像给当地百姓，
替换出这尊雕像用于研究，却被当地老百姓断
然拒绝。

朋友是人文学者，他的介绍虽然不是史
料，我也信了 90%。但草庵在泉州僻野之
地，且远不如开元寺、洛阳桥、九日山、惠安
女、铁观音等数十计当地文化印记名气那么
大。特别是对于一条街上如来、真主、妈祖、
关帝并存千百年的泉州来说，民间信仰比比皆

是、见怪
不怪。我曾被

朋友带着去看过全国唯
一一座解放军庙，供奉着几位解放军战士。当
年，战士们牺牲生命从炮火下救出一位小姑
娘，她长大后建庙纪念恩人，吸引了大量的群
众前来祭拜。也去过安溪清水岩，那是清水祖
师信仰的圣殿。

总之，到草庵，差不多是在我第七八次去
泉州时才落实的行程。

车抵晋江华表山山脚，抬眼望去，便可见

山腰处小小的草庵。规模虽小，但闽南古厝建
筑的红砖红瓦、燕尾飞檐倒也格外醒目。

草庵很小，这在我预计之内。但令我诧异
的是，草庵完全没有草。原来，宋代初建时，
当地信众筑草为棚、供奉教主。元代时，便以
石材建庙，但草庵的名字延续至今。

拾级而上，进入正殿，可见这古厝后半身
完全借助了山体，元代的石梁、石柱坚挺地把
山体和屋顶、前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美
的人工建筑。那尊雕凿于 1339 年的摩尼光
佛，端坐于正面山壁上的圆龛中。圆龛并不
深，目测大约30厘米左右。但是凿得很圆，
象征日形、月形，与摩尼教崇拜日月的义理吻
合。造像也并不高，大约1.5米左右。但面相
光润丰满，庄严却不冷峻。较为醒目的是，宽
袖僧衣的边缘、褶皱处，以鲜红的线条描绘，

与造像身后18道背光的波状线条呼
应、相融，简明却很是栩栩如生。

看着那鲜红的18道背光，不由得想到了
金庸小说中的光明左使、光明右使。这“光
明”之义，曾经是多少明教教徒为之笃信、追
求的呢？

在我掏出手机准备拍照时，旁边一位老奶
奶伸手阻拦，她说，把佛拍到手机里，手机又
装到兜里，那是对佛的不尊。我欣然收手，不
由得想到一尊金佛置换这尊石佛被拒的传言，
瞬间信了。

正殿外山体上有摩崖石刻，“清净光明，
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十六个大字

的摩尼教教义信
条《劝念》依然
清晰。据说金庸
先生八旬之年专
程前来时，这十
六个字吸引了他
的关注。也据

说，金庸先生曾表示，“草庵的存在正好说
明，明教不是我杜撰的。”

在草庵遗址前方20米处，有一处文物挖
掘遗址，展示着此处曾出土的宋代“明教会”
黑釉碗的图片。

史料记载，摩尼教约公元6-7世纪通过
“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后由新疆传
入唐朝长安。9世纪，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
发展，“番客”们把各种外来文化以及伊斯兰
教和摩尼教等宗教传入泉州。几经历史轮回，
14世纪后，摩尼教逐渐走向消亡。

但无论怎样，草庵保存至今，摩尼光佛，
还活生生存在于泉州百姓生活之中。

世界遗产，草庵当之无愧，拥有草庵这
样22处同等级别历史遗存的泉州，更是当之
无愧。

草庵寻踪摩尼教
李寅峰

发 现 古 泉 州发 现 古 泉 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惠兵王惠兵

千年前刺桐绚烂的泉州城，是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呈现出“涨
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千年后环湾向
海的泉州城，成为世界遗产地图上的文
化坐标，吸引着人们前来寻见宋元中国。

7月 25 日傍晚，福建福州，随着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落锤声响，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正式成为中国第 56 处世界遗产，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
构成，具有鲜明的海上贸易和东西方文
明交融特征，古老、生动，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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