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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耕作物的“百壶宴”、山之珍的
“朱子家宴”、海之味的“妈祖宴菜”，这些反
映了“福之味”文化的多样性，充满了世人感
恩农业丰收的真诚喜悦，蕴含着朱熹尊崇圣
贤、修身重德的思想精髓，突出了妈祖惩恶
扬善、仁慈博爱的精神内涵。这一批极具代
表性的地方美食特色文化，也构筑起“福文
化”在整个福建的空间移动，展现出“福文
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独特景观。

在闽西长汀县濯田镇升平村，依旧保留
着一个源起清朝康熙年间、延续了400余年的
客家人的重要节日，这就是农历二月二举行
的保苗祭。以祈求风调雨顺、驱邪禳灾、纳祥
转运为目的，客家人在该日会抬着观音大士、
伏虎祖师、定光大师、五谷大神塑像，举行巡
游、斗轿、摆粿、喝酒等一系列活动。作为保苗
祭的高潮，“百壶宴”以村落广场为舞台，置以
数十张长桌，摆放糯米酒、供品糕点，点缀以
桃花、李花、油菜花、山茶花等春天花束，呈现
出全村人百壶齐置、畅饮共祝的盛况。

“百壶宴”之“壶”，不同于一般的茶壶、酒
壶，而是具有杀菌、净化功能的特制锡壶。锡
壶“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醇，储茶味不变，插
花花长久”，自古以来就备受客家人赞誉。不
仅如此，客家人以“锡壶”来喻指“惜福”，呼唤
世人珍惜幸福时光，感恩丰年祥瑞。就这样，

“百壶宴”成为“百福宴”，与聪颖美丽、贤良持
家的客家女子，历经淘米、蒸饭、冷却、填缸、发
酵诸多工序而酿就的客家米酒，构成了一幅
根植于农耕文化、祈福平安的生活画卷。

在闽北武夷山市五夫小镇，至今还传承
着缘起南宋大儒朱熹、保留了 800余年的“朱
子家宴”。该宴席依循“自奉必须俭约，宴客
切勿流连”（语出明朱柏庐《朱子家训》）的家
训要求，选用竹笋、香菇、山药、黄鳝、螺蛳、
泥鳅、鲤鱼、莲子、玉藕、金粿、芥菜等本地物
产，构成了12道主菜和一汤一主食。

“朱子家宴”的菜名寓意深刻、内涵丰
富，“五贤小碟”“砚田笔耕”“素心胶原”“风
潮涌动”“金榜题名”，寓意勤勉学问、不忘根
本，契合了朱熹“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的远大抱负；“朱
子家宴”还引承民间故事，提示了朱熹为母
亲熬制的“金秋满月”、为夫人所做的“荷塘
蛟龙”、宴请长辈的“有凤来仪”和招待宾客
的“翡翠太极”，彰显了朱熹孝顺尊老、关爱
妇孺的优良美德；“朱子家宴”更是提到朱熹
以“鳝”寓“善”，鼓励多做好事以获取吉庆的

“积善余庆”，以“鱼”寓“余”来表达莲田丰收
的“莲田有余”，从而延伸到期盼仕途平坦、
吉祥富裕的美好愿望。

就这样，“朱子家宴”利用食材谐音来支
撑起美好意蕴，以推崇人文教化、祈祷健康
平安，由此也展现出“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
馐”的就地取材、厉行节约的精神，更是成为

“福文化”自最初的农耕文化向礼仪秩序、人
文教化过渡的一大标志。

在妈祖文化的起源地莆田，一直流传着过
去被称为“吃福余”、而今被称为“妈祖宴菜”的
习俗。依照旧礼，祭祀者与朝拜者在举行妈祖
祭祀活动之后，会一道分享全猪、全羊、五果六
斋、鸡鸭、海鲜等祭品。如今的“妈祖宴菜”，则
是包括丹凤朝阳、湄岛秋菊、万灵拜寿、窥井得
符、一帆风顺、妈祖寿面、龙王点兵、发财有余、
喜庆花篮、群仙迎驾、妈赐寿桃和全家福等十
二道菜，具有浓厚的地方性文化气息。

作为“天下妈祖，千人盛宴”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妈祖宴菜”寓意深刻、内涵丰富：一
是歌颂妈祖品德，昭示妈祖精神。以活甲鱼
为主料、形似天书的“窥井得符”，利用海蜇
皮和鸽子蛋来比拟妈祖慈爱之心的“丹凤朝
阳”，以鸽蛋、鲍鱼、鱿鱼等食材表现群仙簇
拥妈祖羽化升天的“群仙迎驾”，寓意妈祖精
神昭昭，永泽后世。二是期望族群团圆、祈祷
世人平安。“一帆风顺”犹如帆船航行，“万灵
拜圣”神似四海朝拜，“妈祖寿面”形如太极
图案，“湄岛秋菊”状若菊花盛开，象征妈祖
恩赐的福寿绵长。三是祝愿成功安康、感念
庇佑平安。利用发菜、鱿鱼的谐音而寓意“发
财有余”，以咸蛋、皮蛋、鸡蛋制作蛋糕花篮，
寄寓妈祖庇护、吉祥如意。

较之客家人的“百壶宴”和山之珍的“朱
子家宴”，“妈祖宴菜”无论是菜名还是食材
皆带有浓郁的“海之味”，不仅反映出妈祖佑
护百姓、慈悲救世的博爱情怀，更彰显出“福
文化”的海洋底色与深厚意蕴。

自最初的来自中原的农耕文化，到聚焦
于福建本土、注重教化的朱子文化，再转移
到朝向大海、走向世界的妈祖文化，“福之
味”蕴含的依据本土、演绎生活、祈祷美满、
祝愿幸福的内涵得以不断彰显。

如 何 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根 源 文 化 的 价
值，推动多元共动框架下的“福文化”建设，
需要全省开展将祭祀活动、文旅协作、产业
振兴、城市符号的建设结合在一起的综合
治理活动，以全方位、系统化、整体性的思
维，努力打造以农历二月二的“百壶宴”、农
历三月廿三的“妈祖宴菜”、农历九月十五
朱熹诞辰日的“朱子家宴”为代表的“福之
味”，将之落实到与美食节、美食材、美食
街、美食行、美食人结合在一起，以满足人
民追求幸福的愿望为目的的日常生活之
中，由此来踏实推进、大力践行“福文化”、
创新“福文化”、传播“福文化”。

“福之味”
美满人间
□苏 华闽侯县西北雪峰凤凰山南麓立有一山门，

牌匾上镌刻着“南方丛林第一”六个大字。其所
指便是有“北赵州，南雪峰”之誉，被称为“江南
第一古刹”的雪峰崇圣禅寺。

雪峰寺始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 年），其
开山祖师为高僧义存。相传唐咸通十年（869
年），时有僧者曰义存法师道德隆重，非鹫岭、
猴江之胜不足以居，并获知福州府西二百里有
山可择居，于是雪峰崇圣禅寺便应运而生，后

“玉榜金书，累朝敕赐”，成为历朝历代的名寺
流传至今，1983 年被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
点寺院。

雪峰崇圣禅寺历千年风雨，经数度兴废更
迭，然千年不灭，为今天福州五大禅林之一。其
在南方禅寺中建造时间不是最早，规模亦非最
大，但却独享“南方丛林第一”的盛誉，这又是
为何？

最早出现“南方丛林第一”的说法源自明
万历四十年（1612 年）侯官人王应山的《闽都
记》，文中记载了义存法师在象骨峰（今雪峰
山）传法，“其徒益盛，至无所容”，于是“里人蓝
文卿舍田七千余亩，房室五百间，诸物称是，遂
为南方丛林第一”。该说法应指雪峰寺之规模
当时为“南方丛林第一”。

与王应山此说类似的还有稍晚 20 年的徐
纂《雪峰志》附载蓝文卿舍田宅为梵宇的遗

嘱：将“所居屋宇亭榻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
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土林
界，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
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
十四贯有零”“遣男应潮再舍田庄”。两次施舍
给雪峰寺，但并未提及“南方丛林第一”。

此二处史料所述史实亦有学者提出疑问，
如谢重光教授曾撰文认为其可信度值得商榷。
而且从史料内容来看，也仅能反映雪峰寺规模
之大，不足以说明其规模为南方第一。所以，笔
者认为雪峰寺稳坐“南方丛林第一”的宝座还
有更为重要的缘由。

缘由一：寺以地名，渐有“第一”的称号。
雪峰崇圣禅寺依山而建，建于“琼瑶第一

峰”雪峰山。然雪峰山原名并非雪峰，但因山中
胜迹奇多，且与雪峰寺的兴建和流传交相辉
映，从而二者共叙“南方丛林第一”佳话。

雪峰山原名象骨峰，晚唐五代闽王王审知

曾到象骨峰朝山，见山峰雄峻，便询问雪峰寺
开山祖师义存：“师住象骨峰有何异？”义存法
师回答：“山顶暑月，尤有积雪。”闽王由此赐山
名为“雪峰”，雪峰寺并因而得名。据竺可桢等
现 代 学 者 研 究 ，隋 唐 时 期 中 国 气 候“ 以 暖 为
主”，但至“后期转寒”，逐渐进入小冰期。所以，
义存开创雪峰寺时正值全球气候转寒阶段，加
之海拔较高，固有四时积雪的奇景。

唐乾符二年（875 年），闽观察使韦公岫舍
钱三百缗为建造费，恰遇应天节，乃赐名“应天
雪峰禅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 年），有旨改
为“应天广福寺”。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赐
名为“雪峰崇圣禅寺”，并一直沿用至今。

雪峰寺因闽王赐名雪峰山而得名，雪峰山
胜景更因雪峰寺佛法的传播而为历代文人所
追崇。雪峰山“崨嶫蔽亏，炎天积雪”，山中有二

十四景，诗云：“象骨峰前寺，龙眠彩凤鸣。月明
如雪积，泉出应潮平。败絮留香久，荒龛枯木
成。蓝天归法界，堂上祀文卿。滚木三毬处，芙
蓉一洞天。金鳌桥卓锡，雪峤路生莲。蘸月池沈
璧，梯云岭度仙。台空罗汉去，思结再来缘。”

历代名人雅士登临览胜之余，均被雪峰奇
景所震撼，留下“奇峰积雪隐芙蓉，画不成形染
不浓”“然不能尽是山之胜云”等名篇佳句。

至明永乐九年（1411 年），镇守太监舍钱建
佛殿、法堂、山门多处，时人称“闽中诸大刹，雪
峰首称巨丽”，雪峰寺也在福建诸多寺庙中享
有盛名，渐有“第一”的称号。

缘由二：名以法传，独享“第一”的称号。
雪峰寺“第一”盛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义

存法师对佛法的钻研和传播。“雪峰开堂说法，
参座下而称弟子者千五百人，宗风之盛，未有

踰此者”，自义存法师创建雪峰禅寺后，名僧云
集、门徒众多，僧众盛时达到 1500人。

根据《景德传灯录》所载，入室法嗣者有五
十五人，“亦各成佛作祖”。义存法师的宗风远
播，如福建的玄沙师备、长庆慧稜、鼓山神晏、
保福从展，广东的云门文偃、林泉和尚，浙江的
洞岩可休、清静和尚、南台仁禅师，江西的鹅湖
智孚、庐山讷、明永怀忠，安徽的和龙山守讷，
湖南的南岳惟劲、金轮可观，湖北的双泉梁家
庵永禅师、云盖山归本，四川的普通山普明、永
安雪峰和尚、怀果禅师，河南的憇鹤山和尚、南
院和尚、嵩山德安，河北的法海院行周，山西的
孚上座、玄晖禅师……得法弟子“分支派衍”，
可谓是“灯灯相续，钵钵相承”，法脉绵延，形成
庞大的雪峰义存一系的传法系统。

闽台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佛教之来已数
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台湾禅宗的发展从
法脉传承上，可追溯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和怡山
长庆寺，而涌泉寺的开山祖师神晏和怡山长庆
寺的慧稜法师皆是义存法师的五大弟子之一。
可见义存法师的佛法由其弟子的传播，已经漂
洋过海到达海峡对岸。

义存法师的弟子不仅来自全国各地，且有
不少域外僧人也前来参拜嗣法。高丽国僧人灵
照，“重译而来，学其祖法，入乎闽越，得心于雪
峰”。灵照在雪峰崇圣寺得法期间，苦志修行，
勤于众务，后前往越州传法。亦有大无为禅师
嗣法义存后，传法于新罗；至今，新加坡有四座
禅寺为雪峰崇圣寺的下院。可谓是“佛日长辉，
宗风不泯”，佛法传千里。

当然，义存法师弟子中影响最大的，非创
云门宗的嫡传弟子文偃和开法眼宗的三传弟
子文益莫属。云门宗、法眼宗与沩仰宗、临济宗
和曹洞宗并称禅门五宗。文偃禅师得道于雪峰
寺，受义存法师的知重，“温研积稔，密以宗印
授焉”。清凉文益悟道于义存法师弟子玄沙师
备的嫡传弟子罗汉桂琛禅师，因修行佛法而受
南唐烈祖李昇和南唐中主李璟的敬重，赐号

“净慧禅师”。这也是山门楹联中“开云门法眼
二宗”的由来。雪峰寺以开宗之师而得名“第
一”，实乃名副其实。

正是雪峰奇景和义存法师“道之恢廓”的
相互映衬、交相辉映，使得雪峰崇圣寺稳坐“南
方第一丛林”宝座。

雪峰寺为何享誉“南方丛林第一”
□周至杰 张烨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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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寺外山门

每提及泰宁县，人们就会想到那座名重天
下的尚书第，而仅一街之隔的世德堂建筑群却
鲜有人游。“世德”一词解释为“累世的功德，先
世的德行”，出自《诗·大雅·下武》：“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郑玄笺：“以其世世积德，庶为终成
其大功。”

世德堂建筑群位于泰宁城关进士街，修建
时间比尚书第更为久远，其南端是明末名宦江
日彩的宅第。进士街南北走向，根据江日彩进
士第而命名，长约 190米，宽 7米，与九举巷相距
约 200 米，方向基本相同，与三尺巷相连；北与
尚书街相连，隔街与戴家巷相连，并可直达状
元新街；向南，可直接到达昼锦门及码头。

世德堂建筑群坐西朝东，布局为一列五
幢，占地面积达 5000 余平方米，具有明代早、
中、晚期的建筑特色，同时还存有为人津津乐
道的趣谈。世德堂本属城关邹氏家族产业，而
邹氏乃泰宁南宋状元邹应龙的后裔。据传当时
邹氏先祖告诫后代，不论后世家道如何中落，
哪怕是缺衣少食，都不能变卖祖屋。如果实在
撑不下去，就先把祖厅上的匾额卖了。祖宅传
至一名名叫邹国孩的手上，此时家境已然潦
倒，他就想，匾额能卖几个钱，于是将匾与祖宅
一同卖给了一名名叫陈宜安的人。陈宜安将世
德堂买下后，曾叫邹国孩把匾额搬走。邹国孩
却说，房子都没了，还要那匾额干什么？陈宜安
心想：我买的是房子，还挂你邹家的匾干什么？

于是想把匾额卸下来。刚卸一半，只见金灿灿
的金子哗啦啦地往下掉！聚起来一数，竟然比
买宅子的本金还多出来两倍！而此刻的邹国孩
惊愕之余，就只有懊悔的份了，悔不该不听从
祖宗的教诲。

从南向北观览，世德堂第一幢大门与大厅
不在一条中轴线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堵木质影
壁。第二幢是世德堂的主体建筑，木质匾额“世
德堂”和石刻匾额“诗礼庭训”均在此幢，前后
厅用风火墙隔开，主厅的梁架结构是典型的穿
斗抬梁混合风格。第三幢建筑面积较小，前后
厅相连，厅前皆有天井。有资料认为，其建筑风
格保留宋元成分较前两幢更多，门脸也比较特
别，砖雕墀头山墙，竹条编制的次间门脸隔墙
在建筑群中仅见。

第四、第五幢曾遭遇火灾，现已整修完毕。
其中第四幢布局与第二幢类似，中间有风火墙
隔开，其前厅焚毁而保留了后厅。前四幢大门朝
东开，第五幢则朝北开（即开在尚书街与进士街
交会的何道闵水井处），布局为二进三落，侧门
门厅与风火墙之间的东西向，分二段木构二层
粮仓，是整个古城中独具粮仓功用的建筑。

建筑群布局以天井、厅面为中心，门扉均朝
向天井和堂面，人们起居沿厅堂而展开，甬道连
接各门洞，成为出入院落、厅堂的主通道。主门楼
连接的游廊，是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处于一进
首要位置的礼仪堂，是迎接贵客、寒暄以及迎接

重要文书和捷报的地方。宽阔舒展的后堂，是家
庭成员拉家常的空间。这些空间布局体现了严
格遵循传统建筑及生活习俗的礼则。

泰宁位于武夷山脉中段支脉杉岭东南方
向，盛产杉木。上乘杉木亦塑造出世德堂建筑
群大游廊、广厅面、粗柱身、高天井的建筑特
点。第二幢门楼内有石刻“诗礼庭训”四字门
额，落款为明嘉靖年间著名学者、书画家周天
求，因而证明世德堂第二幢是泰宁城关最早的
明代建筑。高大的廊轩、杉木作梁枋、简洁敦厚
的童柱、覆盆样式柱础，处处显见明代木构建
筑的古朴神韵。

以粗犷的万字号和寿花组成的砖雕门楼、
旷阔厅面，大型前天井，窄小长廊庑，宽阔仪仗
厅，厚重内隔墙，高举架后堂……而正坐在太

师壁面前，朝天穹看去，山墙上连亘着宋式长
翅官帽脊。世德堂建筑群的主要结构含有传统

“法式”制式，又有自身独到之处，工匠们创新
出适合泰宁山城生活的民居构筑物，因此在空
间尺度、建筑结构、使用功能、注重礼制、注重
实用功能等方面体现出特色风格。

泰宁传统建筑最具营造智慧结构当数象
鼻栱，集灵巧与美观于一体。其作用一是用来
承重，再是起装饰作用，另则增加建筑空间内
秩序美感。栱的形态特点为粗壮有力，有长短
之分，一种非常特别的栱形如象鼻，用于柱子
的内外两侧，在全国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当地
工匠一说象鼻栱为“祥”与“象”两字吐字相近，
寓意祥和，而风水观念中也有“水生财”一说，
象鼻擅吸水，故可被赋予招财、聚财之吉象。

世德堂：

泰宁城关最早明代建筑
□李登帅 缪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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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透亮的天井 主厅的梁架

世德堂建筑群俯瞰图

烽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