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庵塔又名安塔、雁塔，位于闽侯县尚干镇的
塔林山顶上。由梁克家撰写、成书于南宋淳熙九年

（1182 年）的《三山志》中提到：“方山在州南重江
（今淘江）之外，九鼻东向，正北远望，突兀端方，直
下数千尺，故名。”“塔林寺，在方山下，太建年置。”

有观点据此认为庵塔也建于陈朝太建年
间，距今已有 1400 余年。然而《三山志》中仅说

“（方山）上有阿育王塔，因而建寺”，却未提到方
山下塔林寺里的庵塔。鉴于《三山志》中对寺庙
中的戒坛、塔幢、亭榭、碑铭等重要建筑往往有
所记载，以庵塔之突出却在书中只字未提，这显
然不合理。其实从形制、装饰等方面的特点来
看，庵塔当为宋塔，而且可以进一步地推测其修
建应是淳熙九年后的事。

庵塔为仿木构楼阁式实心石塔，采用灰白色
粗砂岩石材建造，七层八面，塔高约 8 米，自上而
下由塔刹、塔身和塔座三部分组成，其中塔身和
塔座布满了工艺精细、题材丰富的浮雕，主要采
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剔地隐起”“剔地起突”

“素平线刻”，即浅浮雕、深浮雕和线雕三种工艺。
塔刹因早年受雷击，连同第七层的部分塔

檐都遭到较大损坏。如今刹杆、刹座基本完整，
刹身仅存四层相轮，刹顶的宝珠等构件已不见。
此外不知何年修缮时竟又误将刹座置于四层相
轮之上，深以为憾。

塔身共七层，第一层的八个面均浮雕佛教西
方三圣像，三者结跏趺坐于莲台，面容端庄祥和；
居中者为佛陀，肉髻高耸，褒衣博带，手结与愿
印，或说法印，或禅定印；左右的胁侍菩萨头戴华
丽的宝冠或简朴的毗卢帽，手结禅定印或合十
印。其余六层各面皆线刻一壶门，门内浮雕佛像
一身，造型与第一层塔身雕刻的佛陀基本无异。

每层塔身有八根角柱，无铺作层，一檐一平
座。角柱为瓜棱柱造型，无柱础，柱顶置栌斗承
梁。“檐”指八角形的塔檐，以混肚石叠涩的形式
出檐，每面塔檐的屋面有七道瓦楞，所雕刻的瓦
从形状上看用的是筒瓦，檐口部分瓦当、滴水皆
具，细节尽显。

塔檐的所有角梁前端均有一个上下钻透的
小孔，原是系风铃之处。遥想昔日每有淘江上的
清风拂过，塔上风铃错落作响，清澈空灵之声数
里之外可闻。“平坐”也叫阁道，相当于每一层外

围的一圈“阳台”，并可供人通行。由于庵塔没有
铺作层，所以每层的平座直接置于下层塔檐上，
不设栏杆。平座的雕饰较简单，每面仅以立柱间
隔，各做一个线刻的壶门开光。

塔座是庵塔雕饰最丰富精美的部分，由两
层须弥座构成。第一层须弥座结构略为复杂，自
下而上依次是圭脚、两层下枋、下枭、束腰、上
枭。八只圭脚外翻，为如意头造型。两层下枋叠
涩收进。第一层下枋的各面间隔浮雕一组四朵
的飘带如意祥云和一对飞天。飞天面相丰圆，长
眉修目，戴宝冠，梳高髻，身披飘带，下着长裙，
手捧摩尼宝珠或花篮。

第二层下枋的东南西北四个面分别是代表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卉，其余四面则各雕一对飘
带如意祥云纹饰，寓意四季吉祥如意。下枭和上
枭分别作单层的覆莲和仰莲雕饰。束腰是须弥
座装饰的核心部分。本层须弥座束腰的八根角
柱为高浮雕的力士造型，或蹲，或坐，或单膝跪
地，肩扛手举，十分生动。各面则间以双狮戏绣
球和牡丹的雕饰。

宋代狮子较之汉唐最显著的变化是向生活
化和装饰化发展，不仅造型趋于写实，雕工技艺更
加纯熟，装饰意趣也更加浓厚，尤其是身上开始雕
有项圈、铃铛、绶带等装饰。牡丹纹在宋代十分流
行，构图也更为丰富成熟，时而舒简，时而繁密，充
满雍容华贵之气韵。这些特点在庵塔的雕刻上都
有鲜明的反映。狮子与牡丹，动静等观，相映成趣。

第二层须弥座结构较简略，其下枋和下枭
合而为一，下枋表面满饰如意云纹，下枭为单层
覆莲。上枭最为厚重，故采用了三层的仰莲雕

饰。束腰的角柱为武士造型，与第一层须弥座角
柱一样也采用高浮雕。武士头戴兜鍪、顶缀缨
饰、身披铠甲，皆端坐于方墩上，或持宝剑，或持
降魔杵，或双手合十，神情安详，不怒自威。

各面间隔浮雕双龙和双凤纹饰。庵塔上龙
的形象皆为双角三爪，阔口利齿，须发皆张，身
形矫健虬壮，显得跃动而刚猛。宋代开始朝廷规
定皇帝用五爪龙，王侯用四爪龙，因此民间的龙
也就只能是三爪或两爪。凤的造型线条柔和，羽
翼开阔而层次丰富，尾羽悠长飘逸，上下翻飞，
呈现出隽秀优雅的气质。相较于第一层须弥座
束腰装饰的特点，不难看出第二层须弥座束腰
部分表现出的则是刚柔并济、阴阳调和的特点。

三国时期福建为孙吴政权治下，佛教大约
在此时传入，尽管较中原晚了 200 余年，但发展
迅速。西晋太康三年（282 年）在福州城北创建了
最早的佛寺绍因寺。南朝时就已“塔院剧增，浮
屠相望”，这里的浮屠指的就是佛塔。五代闽国
时期，在王氏大力提倡之下，福州已有“佛国”之
称。进入宋代后，佛教在福建达到鼎盛，仅福州
一地的寺庙就达 1500 座以上，“闽中塔刹之盛，
甲于天下”。曾在北宋真宗时期任福州知州的谢
泌在《福州即景》一诗中也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盛
景：“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

历经近千年的沧桑之后，昔日的古寺古塔
大多已踪迹难觅。《福州即景》中提到城内七塔，
如今仅剩下乌塔和白塔，后者还是明代重修的。
据笔者统计，在福州各县区至今尚存的五代至
两宋时期古塔不到 20 座，像庵塔这样保存较为
完整的更为稀少。

闽侯尚干庵塔
□吴卫 吴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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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上 的 闽 派 书 画 艺 术 精 彩 纷 呈 ，苏
轼的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缘于品读闽人
惠 崇《春 江 晓 景 图》而 成 ，蔡 襄 的 小 楷《茶
录》传拓遍布东洋，陈容的龙图震撼与影响
了数个朝代，边景昭则开创了明代院体花
鸟画的新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上官周的

《晚笑堂画传》对于明清江南的绘画启蒙起
到重要作用，弘一法师晚年于泉州写下绝
笔“悲欣交集”……

福 建 的 历 史 传 统 特 殊 。唐 代 以 前 ，这
里 尚 属 蛮 荒 的 化 外 之 地 。到 了 宋 代 ，又 俨
然 成 为 文 化 礼 仪 之 邦 。显 然 ，朱 熹 以 理 学
开“闽学”之宗，当属重要的贡献。自此，闽
派学人渐为国人所识。梳理闽派的艺术脉
络 ，仅 书 画 方 面 而 言 ，就 可 交 出 一 份 不 菲
的名单。

书法家中，除了最为著名的宋四家之中
颇有争议的二蔡（蔡襄和蔡京，二者均为福
建仙游人）外，可以罗列的名家甚多。绘画
上，无论是与苏东坡等名士交好的北宋僧人
惠崇，还是因南宋灭亡而坐卧必南向，以示
不忘宋室，并因之号“所南”的郑思肖，都堪
称画坛翘楚。

当然，闽人在书画领域上的成就，真正
在全国形成一个群体性影响是在明初。明
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的出现，以及闽南地
区月港的崛起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
解 放 。一 时 之 间 ，闽 南 的 文 化 艺 术 迅 速 崛
起，书画艺术上，黄道周、张瑞图领全国一
时之先，他们开创了闽派书画艺术崇写意
的风尚。

清中期开始，画坛上闽西三杰上官周、
黄慎、华嵒的崛起，使闽派画家在全国画坛
上再次成为亮点。扬州八怪中，闽西独占二
位。这些布衣出身的职业画师，在努力从底
层 追 求 他 们 心 目 中 的 文 人 画 精 神 的 过 程
中，铸就了“闽习”这一概念。考究“闽派”书
画 近 现 代 的 传 承 和 流 播 ，仙 游 的 李 霞 、李
耕，诏安的谢琯樵、沈耀初等人一定是标杆
性的人物。

时下，我们一再论及闽派文艺，从“闽派
批评”到“闽派翻译”“闽派诗歌”等诸多层
面，理论的探讨与活动的推动已然形成相当
的效应，这种氛围感染力十分强大，书法绘
画等艺术概莫能外，以“闽派绘画”“闽派书
法”“闽派戏剧”“闽派舞蹈”命名的各种活动
和理论开始不断地出现。

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千年
来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汇聚，是各民族、各区
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并逐渐形成的稳定的
文化体系，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灵
魂，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标
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文
化，渊源脉络复杂、多元融合性是其突出的
特点。闽派传统艺术的经典之作中，承载着
闽文化的历史记忆。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积淀
的福建，应当努力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开发
利用的工作，通过历史记忆激发文化认同、
凝聚民族认同、涵养国家认同，夯实文化自
信的坚实基础。

考察福建的文化传统，可以从原始的闽
越文化开始，古闽越族的图腾崇拜、原始信
仰、生活环境以及生存信念等，无疑都直接
关乎古闽文化直至当代闽文化的生成。大抵
从宋代开始，在每一次社会文化的转型中，
福建人总能把握历史的先机，先是宋代闽学
引发的思想热潮，影响全国乃至东南亚各
国。从元代到明清，无论是元代阿拉伯人在
泉州的聚居，或者是明清大量漳州人移居东
南亚各地的盛况，彰显的是闽文化在融汇异
邦文明的融通性。而在晚明中国极度活跃的
社会思潮激励下，终究形成了闽文化的又一
种文化特质——“批判出新”。泉州人李贽当
为重要代表人物。近代，在国际海洋文化扩
张的背景下，闽人再次把握住先声，在国际
海洋文明战略与竞争中，立于民族对外开放
的潮头。

表 现 在 书 画 艺 术 上 ，明 清 两 代 尤 为 显
著。明末开始，个性的解放促使这个时代的
文艺呈现勃勃生机，好新求奇成为一种普遍
的社会风气。作为东南沿海的福建，即时地
承接了这种社会思想与审美倾向，某些层面
上突破或引领亦是情理之中。

以黄道周为观照，这是在周易和理学上
堪称一个时代集大成者的孤臣，为人严冷方
刚，不谐流俗，许多文献资料记叙了他在政
治上的铮铮铁骨，表现在书法作品上，楷书
敦厚遒媚，这是于古雅之中领取的一份个人
才情。行草则是体现为一种恣意纵横的绵密
盘绕，这是时代与个人融汇所对于传统的一
种突破，也是闽派书法在这个点上对于书法
史的一次绽放。

同 一 时 代 的 张 瑞 图 ，亦 有 不 菲 的 成
就 ，一 如 那 个 偏 离 了 儒 家 正 轨 的 晚 明 时
代，张氏以满幅偏锋翻转的行草挥洒着超
凡的才情，书法美学的传统再次得以演进
和刷新。

清代，闽西的黄慎以草书入人物画，开
宋代泼墨写意画家梁楷后的又一新气派。伊
秉绶则以朴拙似愚的线条书写出属于清代
书法史、属于个人也属于闽派的静穆气象。

由古至今，许多闽籍文人、学者、艺术家
展现出强烈的文化创新性与创造性，他们的
创新追求不断地构建了闽派文化独特的优
良品质。

闽派书画
“批判出新”传统

□王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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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列宁对苏俄
社会改造与建设的一种革命追求，彰显了列宁
对苏俄克服粮食危机、促进社会解放、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被列宁称为“伟大
的创举”。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的抉
择，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应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
的屠杀。在中共的组织和领导下，苏维埃运动实
现了由理念、口号到革命建政的跃迁。同时，中
共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并取
得胜利，使得苏维埃政权有了更加稳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
出了新要求：一是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态
势下如何扩大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去应对反革
命的武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二是如何让民众了解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
权，愿意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三是如何锻炼苏
区青年的互助合作精神，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发
展的中坚力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和苏维埃政权
组织借鉴苏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历
史经验，创造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礼
拜六运动”。

参与主体广泛
有助于巩固工农联盟

“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服从于中国革命的
战略需求，面对国民党多次的“围剿”，传统的以
军人为主体的武装对抗已经不能适应苏维埃斗
争的实际，在敌我对比悬殊、苏区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其中，才能扭
转被动的局势。

其一，参与者不再局限于青年。面对国民党
多次反革命的“围剿”，在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组
织的动员下，苏区一切革命力量都积极动员起
来参与“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从青年团员、少
先队员到共产党员，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等都参与其中，并且成立专门的团队
来执行“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于反“围剿”军事
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央提出了“中央局必须再
次的责成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立即组织广泛的
优红运动，首先每一个未脱离生产的党员和团
员都要加入耕田队，各级工作人员一直到支部
书记和乡主席都要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
六’”。在运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干部把自己看
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同志们每次出发都很踊跃的去帮助
沙 州 乡 的 红 军 家 属 砍 柴 ，铲 草 ，挑 塘 泥 ，下 肥
料，犁耙田，什么都做，甚至连人民委员会张主
席也一齐参加礼拜六”。

其二，运动进一步架起了苏区工农交流沟
通的桥梁。在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
过程中，如何把苏区农民打造成无产阶级的先
锋战士，需要先进群体的示范引领，苏区工人群

体积极参加“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把先进的
思想观念向农村传播，促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
的交流更加密切。

“除军事工业中有政委的工厂支部，与地方
党只发生横的关系（如协助地方工作，请地方党
部作地方工作报告等）外，其余的工厂应一律直
接接受地方党的区委或县委的领导，经常向所
在地的党委员会作报告，请求讨论本厂支部工
作。一般的工厂支部应有计划的由苏维埃干事
领导帮助当地乡支部或小组工作，领导工人实
行优待红军礼拜六工作”。

正是中共通过耐心的工作，苏维埃运动的
影响不断扩大，“苏区干部好作风”不断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日益传播并深入人心。

参与内容形式多样
有助于苏维埃政权建设

“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的开展是在武装斗
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扎实推进的基础上进
行的，而通过此运动又进一步改善了军民关系、
增进了党员关系，调动了苏区民众参与苏维埃
政权建设的主动性。

其一，“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在经济上不
断促进社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通过运动增加
了社会合作生产的组织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由原来的做工开始

采用货币代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劳动力的
供需矛盾，有利于苏区逐渐恢复生产。

“帮助士兵家属做工，以长年十二个月计
算，平均每月至少帮助二工，三、六、十各月加
倍。无人做工者，折银津贴其家属，不要津贴士
兵本身，其家后无人者不必津贴。津贴工款以区
县为单位，按全区全县人口分摊，分四季由区政
府征收分发”。

其二，针对工作需要，扩展了运动的形式。
对“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的内容在推进过程
中，也逐渐灵活转变为对当时反“围剿”紧缺的
物资的采购上，“比如到宁化买盐回转须十二
天，他可以少帮红军家属耕种十天。这个办法瑞
金黄柏区的群众已正在进行着了”。

此外，“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不再局限于
生产领域，也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包括

“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会，组织特殊的礼拜六
或义务劳动日，进行清洁工作。如扫除房屋，清
洁沟渠，与烧垃圾，洁净身体等”。这些举措不
断扩大运动的影响力，也不断巩固新生的苏维
埃政权。

运动经验提炼为党内条例
有助于党的建设

中共历来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进一步
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以利

于新阶段工作的开展。随着运动的开展，当时的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将运动的经验上升到
党内的工作条例。

1934 年 1 月 10 日，中央公布的《优待红军
家 属 礼 拜 六 条 例》进 一 步 指 出 了“ 共 产 主 义
礼 拜 六 ”参 与 成 员 从 共 青 团 员 到 当 时 苏 区 一
切 脱 离 生 产 工 作 的 成 员 ，规 定 了 工 作 时 间 及
有 效 时 长 、工 作 范 围 以 及 对 该 项 目 运 动 的 检
查 监 督 ，使“ 共 产 主 义 礼 拜 六 运 动 ”朝 着 苏 维
埃 运 动 奋 斗 的 方 向 前 进 。条 例 也 指 出 ，“ 将 本
条 例 进 行 广 大 的 宣 传 鼓 动 ，并 提 到 每 个 支 部
大 会 ，及 代 表 会 议 ，军 人 大 会 ，群 众 大 会 上 报
告 和 讨 论 ，造 成 礼 拜 六 工 作 的 热 烈 空 气 ，和
自 觉 的 负 责 的 有 纪 律 的 按 期 进 行 礼 拜 六 的
工作”。

与此同时，进一步将执行条例的情况上升
为巡查巡视的范围，确保礼拜六工作能够落到
实处，“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到别区别乡巡视工
作，如逢当地机关实行礼拜六时，必须同样参加
所到地的礼拜六工作，并受当地机关负责人的
监督”。

适时把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写入了
党内的工作报告，确保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能
够落到实处。在当时省苏的报告和党代会的例
行工作报告都将其列为报告项目，“严格的普遍
的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党、政府、后方
军事机关、青年团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各级机关
的工作人员，从中央到乡政府乡支部止，必须全
体参加，每个机关所在地的红军家属的优待，必
须由该机关工作人员担负，并且作出优待红军
家属的模范”。

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加强对运动实效的
监督执行，确保在反“围剿”斗争中能够争取更
多的青年参加红军，扩大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的
政治影响力，“一切国家机关与合作社必须准确
的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与法令，广泛的进行
礼拜六的工作。凡是对于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的
工作消极怠工与官僚主义，应当与之进行无情
的斗争”。

同时，在当时的主流刊物《红色中华》《斗
争》等上加强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的舆
论监督，并对违反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条例的行
为进行曝光，确保贯彻“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
落到实处。

由 于 时 代 所 限 ，“ 共 产 主 义 礼 拜 六 运 动 ”
持 续 时 间 不 到 三 年 ，但 是 在 运 动 中 再 一 次 见
证 了 人 民 的 力 量 ，也 让 中 国 共 产 党 进 一 步 读
懂 了 中 国 国 情 ，读 懂 了 民 心 ，进 一 步 诠 释 唯
物 史 观 、人 民 力 量 的 重 要 性 ，党 最 大 的 政 治
优 势 就 是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虽 然 第 五 次 反“ 围
剿 ”遭 遇 了 重 大 的 挫 折 ，当 时 中 央 红 军 被 迫
进 行 战 略 转 移 ，“ 共 产 主 义 礼 拜 六 运 动 ”被 迫
中止，但其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并没有消失，
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彰显
其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历史考察
□王有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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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少先队员帮助红军家属生产。

全景

塔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