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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日前，纪念开漳圣王诞辰
1366 周年庆典暨“开漳圣王信俗文化在两岸”研讨会在
开漳圣王文化祖地云霄启幕。台湾宗亲百人团组、大陆各
地以及海外宗亲庙团宗祠学者代表齐聚云霄寻根谒祖，
共祭开漳圣王。

活动现场举行祈福读疏仪式。两岸宗亲宫庙代表还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叙缘交流，展现两岸同根同源
的信俗文化渊源和浓厚的亲情、友情、乡情。

会后，“开漳圣王信俗民俗文化在两岸”线上研讨会
召开，两岸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传承弘扬开漳圣王文化
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台湾宗亲还参观了将军山公园、
开漳历史纪念馆、陈政陵园，深入了解开漳诸姓氏先贤
迁台历史、开漳圣王文化祖地建设、开漳圣王文化保护
和传承情况。

台胞百人团来漳寻根谒祖

本报讯（记者 黄小英 通讯员 郑敏 黄璐诗） 近
日，漳州市学校美育与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在漳州城市职
业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近年来，漳州市教育系统大力开展美育课程体系建
设、地方特色美育资源开发、美育实践活动等工作，着力
推动漳州市美育发展。该中心在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成立，
有利于发挥高校学科、资源、学术及人才培养优势，助力
漳州市学校美育与艺术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该中心成立后，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将加大对学校美
育与艺术教育的研究力度，以课题研究、项目带动等方
式，努力把研究中心打造成高水平的学术创新平台、高素
养的人才培育阵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窗口。

漳州市学校美育
与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妙珠） 近日，福建省文物局公布第
二批革命文物名录，漳州市申报的漳州战役·华安官古五
峰山战斗遗址、云山剿匪革命旧址、福塘建筑群-万顺大
厝（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纪念馆）、张氏积庆堂

（红三团游击基点旧址）和西爽楼（平和县军事管制委员
会旧址）等 5 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其中，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1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4处。

目前，漳州全市革命文物共计 105 处，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5处。

5处革命文物入选
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本报讯（记者 李妙珠） 日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教授许汉奎向漳州市档案馆捐赠了一
批地质科普实物档案资料，包括 3 亿年前的狼鳍鱼化石
在内的珍贵古生物化石 8 枚，《远古的悸动——生命的
起源与进化》等地质科普图书 12 本以及部分珍贵科研
手稿等。

据介绍，许汉奎曾就读于漳州一中，从事地层古生
物研究工作已 60 余年。参与过南京猿人头骨化石、中
国西南地区石油会战、海南岛和湖南富铁会战等重大
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共和国 70 周年
纪念章等。

近年来，漳州市档案馆积极向社会征集漳州名人名
家的作品、研究成果和个人生平档案资料，目前已征集名
人档案资料 1075 件。许汉奎教授作为地质古生物研究领
域的杰出代表，其捐赠的一手资料填补了馆藏地质档案
资料的空白。

3亿年前古生物化石
落户漳州

日前，在世界文化遗产华安二宜楼前，一场别开生面
的“非遗‘云’赠军营，向一线女军人致敬”活动吸引不少
游客驻足观看。漳州退役女兵和高山族同胞欢聚一堂，并
视频连线部队女军人，共赏非遗文化。

图为退役女兵与高山族女同胞一起跳高山族拉手舞。
戴伟国 杨明媚 摄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今年，正值云
霄向东渠通水 50 周年。近日，由云霄县委、
县政府主办的“礼赞向东渠 建功新云霄”主
题宣传活动在向东渠教育实践基地启动。96
岁高龄的向东渠建设领导人李文庆、昔日向
东渠建设者代表相聚基地，一同回溯 50 年
前的热血青春。

作为当年艰苦创业的成功典范，被誉为
“江南红旗渠”的向东渠，一直在精神上滋养
着云霄人民，成为他们心中的信念坐标，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人。

1970 年 9 月，向东渠水利灌溉工程开工，
云霄、东山 5 万多位建设者，劈岩凿壁、移山

填壑、拦河截流、架槽铺管，耗时两年半，硬是
用双手在层峦叠嶂间挖出了一条全长 85.81
公里的生命之渠。

1973 年 3 月 12 日，向东渠建成通水。这
条人工长河纵贯云霄，经马铺、下河、城关、莆
美、常山、陈岱，跨八尺门渡槽进入东山岛，再
经后林、港西流入红旗水库，云霄、东山分别
增加 16万亩、7万亩农田，历史性解决了两县
百姓千百年来的工农业和生活用水困难，从
根本上解除了干旱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威胁。
其工程量之巨、技术难度之高、施工条件之
苦、完成工期之短、创新求精之识，成为当年
艰苦创业的成功典范。

在 这 一 大 型 工 程 中 ，最 为 巧 夺 天 工
的 当 数 高 架 渡 槽 。在 18 座 渡 槽 中 ，有 的 要
跨 越 湍 急 的 溪 流 ，有 的 要 穿 过 十 几 米 深
的 山 谷 ，有 的 要 横 架 千 米 长 的 低 洼 开 阔
地 带 ，有 的 要 飞 渡 八 尺 门 海 峡 ，工 程 宏 伟
而 艰 巨 。

在巧架渡槽拱架的战斗中，建设者创造
性地使用“独木丁字架”代替脚手架，把一座
座二三十米高的槽墩平地矗立起来。他们首
创了“双铰矩形夹合木拱架”“叠合板三角人
字形木拱架”，取代旧式的“满堂式木拱架”，
节省了大量木材和资金，凌空架起一座又一
座精巧的渡槽。

向 东 渠 绝 非 肩 挑 背 扛 就 能 筑 成 ，背 后
更 蕴 藏 着 人 民 群 众 的 辛 勤 汗 水 和 无 穷 智
慧 。时 至 今 日 ，向 东 渠 工 程 的 一 组 组 数 据
依 旧 震 撼 人 心 ——5 万 多 位 建 设 者 ，渠 道
总 长 85.81 公 里 ，劈 开 24 座 山 头 、盘 绕 100
多 道 山 梁 、跨 过 15 条 溪 流 ；挖 掘 2 座 长 数
百 米 隧 洞 、2 座 长 80 米 滚 水 坝 、18 座 总 长
7335 米的石拱渡槽、1 座长 637 米双列倒虹
吸 管 ，还 有 排 水 闸 、溢 洪 堰 、便 桥 、涵 洞 等
大 大 小 小 建 筑 物 447 处 ；灌 溉 面 积 达 1.33
万公顷……

如今，向东渠依然清水长流，依然确保着
云霄、东山两地用水的稳定。

一 渠 向 东 50 载
——“礼赞向东渠 建功新云霄”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探迹月港古帆船探迹月港古帆船
□漳州观察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林瑞红 龙闻

漳州月港中国帆船营造法式成型于明代中期，传承
延续至今。今年初，月港中国帆船营造法式入选漳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动月港中国帆船营造法
式更大范围进入人们视线。

不日，台籍航海家温荣达将作为该项技艺的第七代传
承人，也是该项技艺首位台籍传承人，前往月港“认亲”。

让古法技艺“活”起来

曾称雄于世的福建造船业，现存专著仅有清代
乾隆版《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和手抄书《闽
省水师各镇标营战哨船只图集》两部，记载的是清
代中叶赶缯船、双篷船和哨船三种水师战船的规

格，不足以反映民间传统造船法式的全貌。
许路等专家学者认为，郑氏船谱的发掘，

为研究福建传统造船业提供了珍贵资料。月
港古帆船映射出当年闽南乃至福建地区的
经济生活，一些技艺特征影响至今。譬如船
尾马蹄形减摇舱，开放式结构让水能进入，
利用水的重力减少船只前后摇晃的幅度，
保持船体与水面平行，增加航行时的动态平

衡。通过破译这本船谱，人们不由为闽南传
统造船业的精湛技艺所震撼。

2022 年，许路出版专著《造舟记》。书中详细
描写了探究漳州月港中国帆船营造法式的经过，并
介绍了月港帆船的出海历史、营造技艺以及郑氏船
谱的解读，抢救式整理了古帆船营造技艺。

“工匠所掌握的是动态的技巧，应当与静态的
理论知识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传播体系。”许路
说，提升该项技艺理论化和数据化是保护和传承文
化的基本操作，最终能让技艺“活”起来，并非标本
式的展现。

“搜集记录并整理造船营造技艺难度较大，耗时
较长。”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完善对漳州月港中国帆船营造法式的量
化分解和数字化记录，提高其工艺传承与延续的原
真性和精准度。并计划建造成一个集传统帆船科、
教、研、产于一体的创意产业链基地，展示漳州月港
中国帆船营造法式，并邀请全世界航海爱好者走进
月港，让月港年轻的工匠走向国际。

古法造船技艺难觅

西汉时，漳州有了最早的造船记载。宋代，漳州
成为福建四大造船基地之一。绍兴年间，朝廷一次从
漳州征用船只 120 艘。到了明代，漳州造船和航海技
术快速发展。以海澄为中心的漳州月港一度成为闻
名中外的贸易集市港，月港位于漳州平原濒临九龙
江下游的江海汇合处，红树成林，藏风聚气。漳州月
港的兴起，离不开盛产于当地的建造木质帆船所需
的松、杉、樟、藤、棕、铁、生漆、桐油、苎麻、蛎灰等物
料，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

福船，是当时最具远洋能力的木质帆船，中国历
代重大海事活动几乎都以福船为主。福船是对建造
于福建、浙南、粤东一带闽文化区域，具有相同特征
的海洋木帆船的统称。

传统福船的建造技术涉及形制、设计、选
料、建造等程式和木作、捻缝、铁作、油画、帆
装、冶缆等工序。关于不同时代、不同用
途、在不同海域航行的福船的记载，大多
分散在史书、地方志和私人笔记中，缺
乏系统性，导致今天难以对它们进行
严格的分类和系统的研究。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福建省造
船业专家曾对全省海洋渔船和沿
海木帆运输船进行过普查，但当时
的技术调查仅限于对现存主要船型
的测绘，未能记录到前代的帆船，也
未能涉及传统的设计及建造方法。

在那个年代，造船业是一项要求
严格又相当辛苦的行当，供不起孩子
读书的家庭只希望掌握一门维持生计的
手艺，便将孩子送来当学徒，因此，即便这
些孩子后来能成长为大师傅也基本不识字。

而木帆船建造的传统方式都是由造船师傅
凭借经验尺寸现场放样，没有精确的图纸和量度数
据，其造船的法式、各种尺寸配搭以及选料用材等经
验都只印在脑中，仅靠言传身教。。加上加上历来师傅们对
赖以谋生的手艺的保守传承，以至今人极难找到民
间造船秘籍。

“浪荡子·马可波罗号”停靠在岸边。
杜正蓝 摄

阿土师阿土师（（右右））与船匠开锯
船底板原木。 （资料图片）

19 世纪航行于台湾海峡的中国帆船，与漳
州月港帆船形制一样。 （资料图片）

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破译民间造船图谱

许路是位航海者和生产技术史学者，痴迷寻迹
中式帆船。2005 年，他从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征集
到一本十分罕见的民间造船图谱，循迹到龙海海澄
镇豆巷村阿土师的家。

阿土师本名郑水土，造船手艺在当地
首屈一指，世代生活在九龙江畔溪口岸。
民国初年，郑氏先辈在海澄创办宗兴船
厂。经历公私合营后至今，郑家的造船
作坊仍有运作。

“船谱是郑氏前辈绘制的，记载
了他们 1919 年至 1937 年间经手建造

的 16 种各式运输船、渔船
和客船，以及它们的

船主名、尺寸和结
构 ，是 迄 今 为 止

唯一发现的中式帆
船民间造船图谱。”许

路 从 船 谱 中 读 出 ，
郑氏帆船与传统福
船建造顺序一致。

海 澄 成 了 许
路探究传统中式
帆船建造技艺的
第 一 站 。为 了 弄
清图谱上的内容，
许 路 成 了 郑 家 的
常客，请他们逐字

解读图谱上的文字，
弄清楚帆船各个部件

以及设计方式的名称。
“福建帆船的船体结

构和工属具的名称，大都以各
地传统方言命名，口口相传，鲜见

文字。”许路说，谱中的汉字书写工整，但数
字采用的是苏州码子，而造船术语用的是海澄腔调
的闽南语，甚至还有当地造船工匠的行业自造字。为
此，他专门做了一个郑氏船谱用语与闽南造船通用
术语、现代造船术语的对照表。

许路在翻译船谱后发现，图谱未写明做船的
具体材料、厚度规格、各种梁以及定向工具舵等详
细信息。

观摩造船环节，只见阿土师手中的L形鲁班
尺一比画，打上标记点，上板上钉，一气呵成，根
本无须用到角度制概念。

“现在少年多是盲目做，只有老伙子才按
甲路。”阿土师所说的甲路相当于现代造船工
程学的船舶设计模数。这些设计模数来自经
验的积累，根据不同地方的气候、地理和人种
习性而提炼成诀。

由此可见，月港造船业至少在上
世纪初就已实现个性化定制，根
据 客 户 的 需 求 调 整 各 种 参
数 ，从而造出满足不同需
求的船只。

月港中国帆船月港中国帆船““浪荡子浪荡子··马可马可
波罗号波罗号””完工试水完工试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阿土师与郑氏船谱阿土师与郑氏船谱
杜正蓝杜正蓝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