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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茶”之路历史悠久，然而根据陈椽
在《茶业通史》中的考证，上古时期福建并
不产茶，直到魏晋前后才由江苏或浙江引
进。但福建地区日照充足、降水丰沛，凭借
这些自然条件的优势，茶叶的产量与质量
双双后来居上，八九世纪时已经小有名气，
宋代鼎盛时期的建州北苑茶更是一跃成为
皇室贡茶。

北苑茶作为古代福茶品质之高的缩影，
不仅体现在“头进英华尽，初烹气味醇”（丁
谓《北苑焙新茶》）的滋味上，更在于其精良
的制作工艺，北苑茶中曾被宋徽宗评价为

“名冠天下”的“龙团凤饼”，即在表面装饰有
龙凤纹路的饼状茶团，瑞兽图案的印制既丰
富了茶文化的艺术特色，更集中体现了对吉
祥如意一类“福气”的美好寄托。百余年间历
经大龙团、小龙团、密云龙、龙团胜雪等多次
改制，不断加深烙印其中的福气彩头，让北
苑茶在皇室与民间双双赢得良好口碑，福建
茶业随之进一步得到发展，明代“罢龙团，改
制散茶”后，仍然形成了以武夷茶为首，红、
绿、白、乌龙四类皆精，独具地域特色的“福
茶”文化。

茶文化的形成，与唐代佛教大力发展
后，佛理与禅趣的融入有着直接关系。武夷
山天心永乐禅寺等都是千百年来有名的制
茶古刹。当然，寺庙产茶并非福建独有，省外
的许多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不过相较而
言，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福建省内的信仰十
分复杂，武夷山及其附近村落逐渐演变成三
教合一的风俗占据主流，常能见到孔子、老
子、妈祖的雕像共处一室（例如下梅村镇国
庙），因而福茶中蕴含的佛教理念反而要清
淡许多，较少谈及高深莫测的哲理，却多一
些武夷君献茶、武夷茶洞这类悲悯苍生，更
具人文情怀的奇幻故事。

万里茶道与海上丝绸之路是让福茶走
向国际的最负盛名的两条商路，前者通过陆
路向北，后者则利用海路向南，联袂构成了
我国古代福茶外运的航线体系。

万里茶道指古代中国、俄国之间以茶叶
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茶商以武夷
山麓下的下梅村为起点，一路北上横跨将近
5000公里，最终抵达俄罗斯边境的贸易重镇
恰克图。这是西伯利亚铁路开通以前中国茶
叶输向俄罗斯的重要路线，茶叶在抵达恰克
图后继续前往中亚与欧洲大陆各地，距离起
点福建的总路程达到一万公里以上，是当之
无愧的“万里茶道”。

下梅村发展成为“万里茶道”的起点，首
先源于其便利的水陆运输状况。下梅连同附
近赤石、星村等处，俱是产茶宝地，所生产的
武夷茶品质上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如此得
天独厚的条件自然受到以晋商为代表的外
地客商的青睐，据当地人介绍，当年晋商初
至时，由于旅途劳顿，衣生虮虱，不免身体颤
动，茶户们听到晋商身上银钱相击声，有意
卖茶与他，但仍有所坚守，不改待客之道，悉
心款待之，为晋商清洗了衣物，也未趁机昧
其银钱，晋商感受到了诚意，两个群体方才
通力合作，可以说正是福建茶户自古以来与
人共谋福利、互惠互助的胸怀，才最终催化
了“万里茶道”的百年兴盛。

另一方面，福建茶送往欧亚大陆之外
的区域，则是通过茶船古道完成的。茶船古
道以福建为中心，包括浙江南部、江西东部
等茶叶产区，由东南山区间的古道、以闽江
等内河航道和东南海航线组成水道，形成
茶贸易运输线路，通过港口与海上丝绸之
路相衔接。

自唐末以来，茶船流动性就展示出旺盛
的活力，福建出产的茶叶及其他农副产品、
手工业品开始源源不断运销海外。至宋元
时，福建商业活跃达到顶峰。清中期后，《清
史稿》记载福州是当时的三大茶市之一，并
且“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同
时，由于英国、荷兰加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
的贸易活动频繁，把大量的茶叶带入欧洲，
以至当时纵观全球，茶叶的种植和生产基本
都在中国，其中相当一部分，包括 18世纪确
立为英国国民饮料的红茶，正是来自福建的
武夷红茶。直到 20 世纪初，中国红茶才被印
度红茶取代了在国际上的地位。

福茶出港后，东至日本，南至南洋，更远
者则继续漂洋过海，一路到达西欧和北美，福
茶背后蕴含的福文化被一并介绍进了世界各
国人们的厅堂中，也就显得更加珍贵了。福建
茶在风靡海外后还诞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当时欧洲一些医生认为茶可以治病，并将茶
的药用确定在民众的观念里，1697年荷兰医
生庞德戈曾经郑重建议病人连续喝五六十杯
甚至 100 杯武夷茶进行调理，尽管这样的饮
用方法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甚至十分夸张，
但无疑仍然代表着福茶所蕴含的健康理念早
期向海外流播的一个实例。

福建各地同样包含多种多样的茶俗项
目，仅南平一市就有茶百戏、茶灯戏、喊山祭
茶、政和新娘茶、红园摆茶等茶俗，其主旨不
外乎都包含对日常生活祈愿式的呼唤。

所谓福茶文化 ，正如冰心在《还乡杂
记》中说的，“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
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在她们家
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
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有家的。”茉莉
花是福州的市花，茉莉花茶是世界各地福
州人印象里故乡的味道，而福茶其实就是
福建人共同记忆中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
尽管今天她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意义，却毫
无疑问仍然归属于社区街心，时刻静候每
一个福建人驻足歇息，那腾着烟火热气的
一间间老茶摊。

福茶行天下
□郑亮 汪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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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于闽侯县荆溪镇大嘉山南
麓的李纲墓，是目前福州保存最好的
一座宋墓。

李纲墓分墓道、墓庭、墓坟三大
部分。通往陵墓的导引大道一般被称
为“甬道”“神道”“御路”，其长短大小
可以看出陵墓的规格高低。李纲陵墓
神道长 110 米，宽 7 米有余，道中用石
板砌筑，宽 1.38 米，两边铺有鹅卵石。
神道由南向北，依次有旗杆夹、石望
柱、石狮、石獬豸、石马、石翁仲分列
其旁，每对间之距离递减。

旗杆夹，用于标注墓道之始，原
为 两 块 石 板 块 组 成 ，上 下 各 凿 有 方
洞，以捆绑旗杆，目前每旁仅剩一块。

石望柱，又称通天柱或石华表，
源于古代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定位木，
后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礼制意
味的装饰性建筑。李纲神道望柱呈圆
柱 状 ，由 础 座 、柱 身 、柱 头 三 部 分 构
成，饰以葫芦形，柱身连础座，圆体素
面无纹饰。柱头、柱身交接处饰以仰
覆莲瓣，雕琢古朴浑厚。

自唐始便有将石狮列置陵墓作
为主要饰物，起威慑、煊耀之意。李纲
神道石狮昂首挺胸，前肢挺拔，胸肌
突兀，呈蹲卧式，气宇高昂。

石獬豸或称独角兽、天禄、麒麟，
本是古代传说中能识善恶、明辨是非
曲直之灵兽。将獬豸刻形置于陵前镇
守陵寝，取其忠诚勇鸷、镇守陵寝之
意。李纲神道石獬豸体形似羊，额头
顶长一独角，呈跪卧状，线条简谱，但

造型十分逼真。
狮、獬豸体格较为矮小，气魄不

及 后 来 的 明 代 形 制 。用 石 马 置 于 陵
墓 ，始 于 东 汉 光 武 帝 原 陵 。据《水 经
注·阴沟水》载：曹嵩（曹操之父）墓前

“ 夹 碑 东 西 ，列 两 对 石 马 ，高 八 尺 五
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
马也”。李纲神道石马耳侧饰鏕，背上
饰雕有马鞍，鞍鞯、鞍袱、鞅鞭俱全，
体形健壮，精神抖擞，似整装待发。

秦之后，历代陵墓前多有司守卫
的石翁仲。传说秦始皇身边大力士阮
翁仲死后，秦始皇为之铸造铜像，置
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
见此铜像，还以为是活翁仲。后人就
称立于宫阙庙堂或陵墓前的铜人或
石人为翁仲。自宋后，石翁仲又有武
将和文臣之分，李纲神道就是先武将
后文臣各立两尊。武将头戴高山冠，
身穿广袖袍衣盔甲，胸前、上臂饰有
兽面纹，袍前绅后绶，腰系革带，足武
士靴，靴头露袍外，双手拄剑，剑穗绕
于剑柄，神态威严。文臣头戴有附蝉
进贤高冠，着广袖袍衣，袍前绅后绶，
腰系革带，饰双佩，高头舄露袍外，双
手执笏于胸前，神态庄重肃穆，文武
臣像衣冠介胄均为宋式。

以上这些神道两边的石人、石兽
依中国的墓葬制度是王公大臣方能
享受的一种墓葬规格，用其彰显其身
份等级地位，并于北宋末年形成以轴
线为对称分布的石像生排列风格。

墓道折东向北，前行百余米，在

一排石阶上立有一石牌坊，上饰泻水
檐，正中额“奉旨重建”，背书“恩荣”，
额下横幅“古社稷臣”，旁题刻“大清
乾隆丁卯（1747年）建，嘉庆庚午（1810
年）重修”。

入牌坊后再上一阶梯，“宋丞相
李忠定公”墓冢便映入眼帘，墓冢坐
北朝南，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墓冢主
体为极具宋制风格的砖石结构，三面
围以短垣，上宽下窄，呈喇叭形，造型
古朴尊严，坟头砖砌，圆形，隆高，宝
顶。墓冢立于须弥座之上，须弥座在
唐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是一种常见
的建筑物底座形式。须弥座正面和两
侧均雕刻有瑞兽，大部分雕刻因年代
久远而漫漶不清，仅存依稀可辨的有
龙、狮、马等。

李纲墓从其修建至今已经历经
800 余载，仍保存完好，受世代景仰，
这其中与李纲的民族气节、政治人格
有关。晚年的李纲几乎都是在福州度
过，因其弟李经病逝，悲伤过度而暴
疾 ，于 绍 兴 十 年 正 月 十 五 逝 于 福 州
楞 岩 精 舍（今 台 江 中 亭 街 附 近），享
年 58 岁。

明万历年间，李纲墓便有修葺记
载，据《庆亲里李氏六修宗谱》卷九之
忠定公墓祠记中所载：“会是时，倭奴
犯顺，朝鲜失守，天子赫然震怒，征天
下兵讨之……适林君有是请中丞公
曰：李伯纪当斡离不南下之日，宋都
城岌矣，宰执汹汹，议迁议留，莫知所
出。伯纪力排而请守之……会天子欲

用师，中丞公乃喜，于是令亟修忠定
公墓。”面对倭寇进犯，朝堂中主和主
战分庭抗礼、朝议纷纷的情况下，明
万历年间亟修忠定公墓，是出于宣扬
李纲抗金之爱国精神的政治目的。

清人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亦
有提及明代年间修墓：“明巡抚李嗣
京，至闽修公墓。”李嗣京，江苏句容
人，明代崇祯元年（1628 年）进士，曾
任福建巡抚。据何振岱在《西湖志》卷
十五冢墓中载“郭柏苍按：忠定公本
扬州兴化人，迁闽之邵武，式微。子孙
在扬州者尚有繁衍。嗣京即公（李纲）
裔居扬州者”。

清代，李纲墓的修缮次数颇多，
尤以嘉庆、道光年间为甚。据清代福
州贡生陈庚焕在《惕园初稿》中所载，
李纲墓地年久失修，颓废荒芜，因此
修 砌 之 事 刻 不 容 缓 。在 陈 庚 焕 倡 议
下，乡人士游光绎、吴贤湘等请巡抚
张 师 诚 赞 助 进 行 修 缮 。值 得 一 提 的
是，林则徐此时为张师诚的幕宾，据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所载，林则
徐协助进行李纲墓的修缮。

陈庚焕等人为何重修李纲陵墓？
其 原 因 载 刻 于《祭 李 忠 定 公 墓 文》：

“古之名相，几人如公？乡之先正，几
人如公？岂独重宋，以重南中。实配诸
葛，撑拄苍穹。”将李纲与诸葛相比，
彰显李纲之重国爱国之心，便是陈庚
焕等人修李纲墓的初衷。

郭柏苍与友人孙寿铭、杨仲愈三
人亦对李纲墓进行修缮，在其《竹间

十日话》提道：“苍同治戊辰（1868 年）
同 侯 官 邑 太 仓 孙 君 寿 铭 ，杨 庶 常 仲
愈，堪修忠定公墓。”末代帝师陈宝琛
亦修缮过李纲墓。

李忠定公墓前除右侧立有光绪
三十三年（1907 年）的石碑，碑文有载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又沐侯邑
主刘同鳌峰山长陈倡修完固，十月告
竣，亲临致祭，传集居民，谕令不准侵
占”。可见有清一代，福建的文人志士
出于景仰先贤、敬重李纲的情怀，自
发修缮李纲墓亦为常见。

历经官葺民修的李纲墓
□周至杰 庄宏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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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墓前石牌坊

李纲墓全景李纲墓全景文翁仲文翁仲 武翁仲武翁仲

妈祖和林兆恩，是历史上对中华传统文化
产生影响的两位莆田人。他们的生平事迹经过
民间文化的积累和创造，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
被编写成长篇通俗小说，即《天妃娘妈传》和《三
教开迷归正演义》。这两部小说对妈祖文化和林
兆恩故事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也演绎了莆仙
文化在民族传统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妈祖短短的一生，留下很多神奇传说。宋元
时期的碑记和史书均记载妈祖庇护黎民的事
迹。明代《天妃娘妈传》，亦名《天妃济世出身传》

《新刻宣封护国天妃林娘娘出身济世正传》，分
上下卷，三十二回，署“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
逸士涂德孚校，潭邑书林熊龙峰梓”。小说写玄
真女别亲下凡，到人世投胎，后于梦中战鳄精，
白日飞升。成神之后，暗中默佑林二郎一路北
上，护国卫民，收服猿精，大败弱水国。此后叙述
妈祖护产、救舟等灵应事迹，展现了一个关心国
家命运、为百姓谋福祉的女神形象。

小说中的妈祖形象是人与神的结合。前世
为北天妙极星君的女儿玄真，因而全知全能。玄
真带着宝物，下凡除妖，在汉明帝时托生福建莆
田林长者为女。这就将玄真与林默娘的故事合
在一起了。不过，《天妃传》把北宋才诞生的林
默、在宋代以后才流传的妈祖故事提前到东汉
明帝时代，提前了 900年。

妈祖的人间化身为林默娘。林默娘长大后，
求亲者络绎不绝，但林默娘坚辞不允。在婚姻观
念上，她认为：“用才者必为才所障，任情者必为
情所缠。弃才灭情，而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广莫
之野，此其道也。”可见她道心坚定，最后白日飞
升，在湄山立庙，成为百姓崇祀的神灵。

庙祀人间的妈祖，继续斩妖除魔。小说写下
界作乱的猴精，汉明帝出榜征召，林默娘之兄林
二郎被召。林默娘乘仙鹤至，助兄征战，在护兄
北上的路上，于鄱阳湖收龟精，又在大同将猴精
擒获斩杀。番王进贡称臣，林二郎凯旋，并上报
林默娘之功，明帝敕封为“护国庇民天妃林氏娘
娘”。兄妹二人谢恩南归。在扬子江收白蛇、鳅二
精。鳄精为害东洋，妈祖又助龙王收服。第三十

二回，南海观音下界点化林二郎，并将林默娘和
林二郎的救护之功，以及林长者平生之德奏明
天庭，林长者夫妇、林二郎都白日飞升。

海上救护的故事，是妈祖作为海上女神的
重要传说。《天妃娘妈传》中对此有多次描写。如
十八回“林真人鄱阳救护”、二十七回“天妃妈子
江救护”、三十回“天妃妈湄洲救护”等。可见，这
部小说主要是宣扬天妃妈祖如何与兄弟共赴国
难，维护国家的安全。

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
子、常明先生、混虚氏等；门徒尊称为三教先生、
林三教、三一教主等。福建莆田人，生于明正德
十二年（1517 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
享年八十二岁。林兆恩在嘉靖十三年（1534 年）
考上秀才，但此后的科举仕途之路并不顺利。

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林兆恩应省试不
第，从此放弃举子业，专心学道。曾有诗自嘲曰：

“飘飘云外一闲人，释服道鞋又儒巾。沿街呼我
为颠子，颠字原来两个真。”（《林子行实》卷上）
他逐渐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主张，认为：“孔孟山
人矣，而其心则在乎天下万世。盖天下万世之
人，则皆吾人也。老吾老以及天下万世之老而安
之，少吾少以及天下万世之少而怀之，斯其为孔
孟之山人也大矣。”虽然身隐山林，但心怀天下，
也可以践行孔孟之道。“达不在庙廊，达而为一
人一身谋者，是亦庙廊之穷也。穷不在山林，穷
而为天下万世虑者，是亦山林之达也。”道德事
功均可达于万世之远。

明嘉靖末年，倭寇犯闽。林兆恩著《防倭管
见》，提出真知灼见。他认为：“滨海以至城邑乡
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非城池，无人非
官兵矣。”在抗倭失利、百姓罹难之时，林兆恩出
家财数万，帮助父老乡亲。明代福州文人谢肇淛
对林兆恩评价甚高：“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义
气，能文章，博极群书。倭奴陷莆后，骸骨如麻，
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二十卷一百回。署“九
华潘镜若编次，兰朱之蕃评订，白门万卷楼梓
行”。各卷首尾均题“新镌朱兰先生批评三教开

迷归正演义”，唯第八卷尾题“新刻陈眉公批评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是以林兆恩三一教为
题材的小说。卷首凡例中说：“本传独重吾儒纲
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
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正是林
兆恩的主张。顾起鹤《三教开迷传引》所说“是传
开迷心，归正路，欲以举世尽归王道之中，乃参
三教而合一”，正是小说的创作本旨。林兆恩说

“大抵红尘之世，开眼即迷”。他的弟子于是致力
于为民众开迷。第九十五回，宗大儒说：“触境皆
迷，随因便破。”因执着于外物而成迷，了解成迷
的因缘便可以破迷。

林兆恩以《中庸》之理开儒家之迷，《心经》
开佛教之迷，《道德经》开道教之迷，以三纲五常
四业来消除三教之迷。《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中，
宗大儒三人任何一人独自开迷往往达不到效
果，需要儒释道联合，法术和道理相结合，才能
开好迷。小说中所谓的迷魂，如卑污迷、争竟迷、
邪说迷、好名迷、愚昧迷、阿谀迷、嫉妒迷、做官
迷、银子迷、风情迷等，实际上都是社会和人性
中的种种缺陷，作者把神怪和世情融为一体，对
人性的丑陋和社会弊病加以抨击和讽刺，是有
积极意义的。

莆仙文化是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影响
吸收而逐渐融合的一个开放性文化体系。宋太
平兴国四年（979 年）设立兴化军。中原和江南移
民带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中原风俗，推动
了莆仙地区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宋元时期是莆
仙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为天妃传说的发展和
三一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莆仙地区重教兴学的观念以及宗族
血缘等意识日益加强。赵伟教授认为林兆恩反
复强调三教归儒，发扬儒家三纲五常以规范释、
道二家，这方面可能与福建（莆仙地区）的学风
及其家族影响有关。《天妃娘妈传》中妈祖与林
二郎是兄妹，体现了民众对家族文化的美好愿
望：成神的妈祖暗中默佑兄弟应召北上，为国征
战；妈祖借助林二郎与人间沟通，妈祖的灵应神

迹因此得以显扬人间；林长者夫妇也因此得以
飞升成仙。林氏家族世代行善的道德行为在林
兆恩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其次，宋元时期莆仙地区的佛道二教得到
广泛传播，促进了明代莆仙地区三教融合下的
民间信仰兴盛。“三教合一”，魏晋后逐渐流行，
但只是只言片语，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林
兆恩在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完
整、系统的三教合一的体系。对林兆恩三教合一
论，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九《林三教传》称：“兆
恩之教，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林国
平教授作了简明的概括：“林兆恩的三教合一论
是一种以阳明心学为基础，以儒家的纲常人伦
为立本，以道教的修身炼性为入门，以佛教的虚
空本体为极则，以世间法与出世法一体化为立
身处世的准则，以归儒宗孔为宗旨的三教同归
于心（天然自足的本心）的思想体系。”

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 年）至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年）是林兆恩三一教的草创时期，影响主
要局限在莆田、仙游两地，其性质是以读书人为
主的学术团体；隆庆元年（1567 年）至万历二十
六年（1598 年）为三一教的发展时期，影响扩大
到江南大部分地区和江北的部分地区。

其三，商业贸易、海外航运促进了莆仙文化
对外交流。到明代，妈祖信仰已经成为海上护航
的重要保障。明代朝廷册封使船航行往返的顺
利往往归功于朝廷威福、天妃神佑。郑和七下西
洋，多次莅临湄洲岛祭祀妈祖，撰文纪念歌颂妈
祖神绩，妈祖庙祀日广。莆仙地区的民众善于经
营商业，明清时期民间海上贸易繁荣。谢如明教
授认为：“明清时，莆田人活跃于国内外各个地
区、各个领域，随着他们的脚步，莆田一些独特
民俗事象，例如妈祖信仰、三一教等，成为人们
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传播载体。”

明中后期，在福建建阳刊刻的《天妃娘妈
传》，在金陵刊刻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不仅将
莆仙地区的这两位历史人物及其传说加以文学
性塑造，也推动莆仙文化走向全国，辐射海外。

（作者系福建开放大学文经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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