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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山九日山

一座山，海拔不过百米，却是海内外几千万闽南人心灵的
文化祖母山。

一座山，草木无奇，岩石不怪，洞穴不幽，却无石不刻字，
无处不藏着悠悠历史典故。

这 里 的 建 制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公 元 260 年 的 闽 西 南 首
邑 ——东安县。九日山下的这个古镇，至今仍被称为丰州古
地。穿越漫长时光，一山、一江、一县、一郡，河洛文化、闽越文
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美好相遇，碰撞、交织、融合，催生了璀璨
的闽南文化，并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海丝流
播到遥远的海外。所以，九日山不只是闽南文化的祖母山，亦
是海外闽南人万里乡愁原点。

公元 4 世纪，北方五胡乱华，晋室南迁，晋人陆续迁徙向
比江南更南的浙南闽南粤南。流过九日山下的南安江，因晋人
聚居，始有晋江之称。

闽南语，闽南文化，闽南籍千万华侨，从此与这个小小的
山，结下千丝万缕的关系。

东峰姜公辅、西峰秦系、葵山韩偓，让这座貌不起眼的山
包，烙下大唐文化的深深印记。

蔡襄、王十朋、朱熹、真德秀，用脚步丈量山的脊梁，用文心刻
画山的灵魂，用大儒的眼神，让这座山闪耀古老华夏的诗哲之光。

明代，大思想家李贽，从九日山走起，把求真重商的自由
思想播向九州。大书法家张瑞图，也从这里走向晚明政治舞台
的中央。

明清交替之际，南安人郑成功驱逐荷夷，收复台湾宝岛，
其衣冠冢就埋在九日山下。

九日是重阳，是北望中原汉人故地的纪念日。
九日山是汉人南迁的驿站，是向更南海波眺望的起点。
风从山上来，帆向江面起。万里海丝，从山脚的金鸡古渡

起航，越过浩瀚泉州湾，越过海峡，漂向更辽阔的太平洋和印
度洋。海丝文化，如锦如缎，如云蒸霞蔚，从中国的海岸，逶迤
延至东西列国。

九日山见证海丝名城泉州的历史变迁。从此山向东绵延，
清源山、东岳山、大坪山、桃花山、鹧鸪山，连绵山岭，似断还
连，串起来像一条鳞光闪闪的巨龙，飞向晋江洛阳江一起入海
的泉州湾。自晋唐以至宋元明清，中国历史鲜活生动的记忆，
都在这条龙身上留下依稀痕迹。

岁月不居，山河如梦。多年前，我陪一位退休的海外华人教
授登上九日山，他北瞰南眺，神情激动，不无动情地说道：“登上
九日山，就找到闽南文化的源头，就接上中华文化的轨迹！”

教授的感受，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
的印象，不谋而合。那是 1991 年 2 月 1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员 30 余人，到达九日山，亲眼目睹了历史
遗迹，留下了西峰摩崖石刻群最新也是唯一的一方英文石
刻。译成汉语如是：“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风仪典之后七百余
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
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
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
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标。为此，特留下这
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这方石刻，是九日山最年轻的一方石刻。当时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
本的大阪，进行整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考察之后，他
们认为九日山是最有意义、最具价值的一站，所以留下了这方
考察纪事石刻文字。石刻底下烙着考察团每位成员的亲笔签
字，所以有人说这是一方世界级的石刻，此说一点都不为过！

该石刻也是福建省从古至今规格最高、最隆重的一次外事
活动的见证，联合国考察团几次来九日山，看到九日山的摩崖
石刻保存完好，都竖着大拇指由衷地赞叹“VERY GOOD”！

九日山记载了向海而兴、开放包容的历史。从这里出发，
曾经风帆桅尖，尽染海丝云影。从这里上溯，中华文脉源远流
长。古老的祈风仪式，一度失传，今又重现，庄严神圣，再现当
地人对海丝文化的崇拜、呵护和悉心传承！2021 年 7 月，包括
九日山祈风石刻在内的 22 个海丝遗址组成的“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九日山，一
座差点湮没于历史尘烟的文化名山，从此重返世人的视野。

在加快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我们从世界大
历史的眼光视之，九日山绝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小山。它的每块
石头，每个摩崖刻字，每尊石雕的佛像，都是一段温馨的历史，
一朵文化的奇葩。在申遗成功后，做好保护这座山的文章，就
是保护我们的历史，留住我们的乡愁，传承千年来向海图强的
传统，赓续弘扬满满的中国文化自信。

海丝原点
文脉绵长

□刘益清

位于泉州南安丰州镇的九日山，历史上
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九日山以“山中无石不刻字”而著称，尤
其是分布在东西两峰的 10 方祈风石刻，为
12—13 世纪泉州地方政府主持航海祈风祭
祀活动的石刻文字记录，也是现存唯一的古
代政府有关航海的国家祭典石刻文字记录，
印证了“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历史。

2021年，在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该项目
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
间构成，“九日山祈风石刻”便是其中之一。

摩崖石刻 印证海丝历史

近日，记者驱车来到九日山，在山脚下
的延福寺旁，只见寺庙周围被榕树环绕。穿
过寺庙，绿树成荫，鸟鸣阵阵，山中“山、寺、
溪、桥”交相辉映，一步一景。拾级而上，一幅
幅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宋代祈风石刻群和历
代文人墨客登临所留摩崖题刻，映入眼帘。

众多石刻群中，以现存的 78方宋代以来
的石刻最为珍贵，其中有 10 方 12—13 世纪
的祈风石刻，是世界仅存的为往来商舶祈求
顺风和平安的文字记录。

“你看，这记录了当时一个祈风事件，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十分齐全。”九日山
文保中心主任何春燕指着其中一方石刻风
趣地介绍，这是全山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
也是珍贵的书法艺术资料，记录的是南宋孝
宗淳熙元年（1174 年），泉州市舶司虞仲房率
领众幕僚到延福寺侧的通远王祠举行祈风
典礼。

在何春燕的讲解介绍下，一方方石刻的
历史生动了起来：“舟舶遮江，旗幡蔽日，香
烟缭绕，鼓乐喧天”是祈风仪典进行时的盛

景；“彝典云何哉”是对国运维艰、朝局风雨
飘摇的感慨……每一方石刻，都是一份珍贵
的历史档案，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的
周期性等历史信息，弥足珍贵。

这 10方祈风石刻分布于九日山东、西两
峰，东峰 2 方、西峰 8 方，其中记载冬季启航
祈风的有 6 方，记载夏季回航祈风的有 3 方。
这些祈风石刻，皆记述了时间、地点和参加
者。时间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 年），
时间最晚的是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

记者注意到，石刻上的文字，有的虽寥
寥数字，却字字精绝、内藏玄机，背后是鲜为
人知的史海珍闻。比如：“遵令典”意即遵照
法令，说明祈风是官方正式的制度；“修故事
也”，说明祈风是由来已久的制度；“待潮泛
舟而归”，说明宋时海潮可直达九日山下，参
加者可乘船而返；“遵彝典也”，以及两知泉
州的真德秀点明祈风乃“国有典祀”，均证明
祈风在南宋已是国家祭典……

参与者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0方碑文
中，记载历次参与祈风的当时的市舶司（类
似今天的海关）官员共 9人，泉州地方军政要
员共 58 人，有 18 人为南宋皇族。从南宋皇族
宗室，到泉州郡守、通判、左翼军统制，再到
提举市舶、提舶市丞，一个个今人颇感陌生
的官衔，证实了祈风祭典的“官方属性”，佐
证了典礼规格之高、分量之重。

“这些珍贵的石刻历史档案，体现了宋
代市舶司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
导和管理制度化。”何春燕说。

祈风圣地 护佑通航平安

九日山，缘何成为当时南宋皇族和地
方政府祈风之地？这还得从九日山的渊源
说起。

记者从泉州地方志了解到，西晋永嘉年
间，中原动乱，部分衣冠士族为躲避战乱南
渡入闽，选择居住在九日山下。每岁重阳，去
国怀乡的晋人便相约登上晋江江畔这一高
处，登高远眺，思念故土，久而成习，因此得
名“九日山”。

唐时，处士、诗人秦系客居泉州，与时任
泉州别驾的姜公辅（730—805 年，字德文，唐
朝时期宰相、“南安四贤”之一）结邻山间，在
九日山上饮酒赋诗、评论古今，成为佳话。为
纪念他而建的秦君亭，是如今九日山的三十
六奇景之一。

这些文人雅士给九日山留下了大量的
文学作品，文脉丰富，使得南宋时期当时居
住在泉州的皇族，对九日山特别重视。

泉州一带的海洋性气候，也为祈风提供
了更多可能。古泉州人民依海为生，海上远
航主要靠季风驱动，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
季风规律。泉州夏季偏南风，船舶从南部海
域回航；冬季偏北风，船舶从泉州出海。因
此，每年夏冬两季，百姓会在九日山下的昭

惠庙向通远王祈求航海平安顺利，这就是泉
州民间古老的祈风传统。随着宋代泉州海外
贸易的繁荣，泉州这一民间的祈风传统逐渐
升格乃至成为官方的祭典。

宋代，官方于泉州设市舶司，“掌蕃货、
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主持祈风祭海也是其职能之一。根据多方祈
风石刻记载，最晚在 12 世纪中叶，九日山通
远王祠的祈风仪式已列入国家祭典，由地方
官员主持定期举行。

祈风仪式非常隆重，当时的郡太守甚至
率领众僚属参加，设祭坛，陈列羊、猪、酒等
祭 品 ，然 后 上 香 ，奏 迎 神 曲 ，并 宣 读《祈 风
文》。典礼完成后，参与者饮宴于延福寺，并
乘兴登游九日山，后将祈风仪式的经过镌刻
于山中的巨石崖壁间。

选在九日山祈风，也与泉州湾及晋江水
域的历史岸线有直接关系。九日山所在处是
泉州湾进入晋江后江面的最窄位置，两岸有
九日山、金鸡山夹峙，像天然门户。九日山下
背山面水，对泉州先民来说是最适合定居的
一片陆地。

卅载护山 助力“海丝”申遗

在九日山采访时，记者邂逅了一位老人——
九日山文物管理所原所长胡家其。在九日山
周围的民众和熟悉泉州文化的人眼中，胡家
其是九日山的“守山老人”。

翻开九日山 30多年来的保护史，几乎每
一页，胡家其都参与其中。

1989 年，泉州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九日山是重要的考察
点之一。彼时，原系南安市高甲剧团民乐演
奏员的胡家其，正停薪留职“下海”，是厦门
一家外资企业总经理，每月拿着 1500元港币
的高薪。然而，一纸命令让他回到了南安，

“搞好石刻整理、准备迎接联合国考察”。犹
豫了 3 个月，他还是接下了这个月工资仅
38.5 元，但“对泉州来说非常有世界意义”的
任务。

保管员、接待员、卫生员、讲解员、防火
员……看着眼前一片荒芜的九日山，那几年
胡家其身兼数职，起早摸黑修桥铺路，拆掉
鸡舍猪圈，修葺九日山。而最难最重要的还
是石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他专程找到
当时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研究员李国
清请教，研修各种与九日山有关的书，在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了石刻清洗和描红，

“描完一方石刻至少两天，一次得花 3个月”。
30多年来，这样的工程进行了 5次。

终于，1991 年 2 月 16 日，九日山迎来“大
考”！当天，来自非洲、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员 30
多人，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
来到泉州，走进了九日山。

那一天，胡家其说自己“永远忘不了”，

当天下午，考察队员一见九日山便盛赞不已，
并留下目前九日山唯一的一方英文石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
队的来访，彻底“激活”了九日山上那些“沉
默 的 石 头 ”。1991 年 、1997 年 、2018 年 ……
联合国专家学者先后前来九日山 13 次，胡
家其接待了 11 次。守山 30 多年，他接待了
来 自 120 多 个 国 家 的 专 家 学 者 ，诺 贝 尔 文
学奖得主莫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迪
安博士等都因他出彩的“解读”，对这座山
着迷不已。

在胡家其的带动下，当地政府和民间纷
纷形成对九日山文化遗产保护的浓厚氛围。

南安市委市政府每年为遗产区的保护
发展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近 5 年来累计投
入各项保护资金 5000余万元，并从文物本体
保护、周边环境整治提升等全面发力，擦亮
九日山名片。

“我们严格控制九日山周边建筑的高度
和体量，对建筑立面、管道、道路、景区场地
和景区绿化等进行有序改造；深入挖掘九日
山文史、图片、照片等资料，总结提升九日山
文化内涵，完成对九日山遗产点现场展示馆
的建设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申遗知识培
训会、遗产知识进课堂、举办‘文化与自然遗
产日’活动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解
读，突出宣传遗产的价值、内涵，营造良好的
遗产保护舆论氛围。”南安市委书记张桂森
表示。

当地越来越多村民也加入守护文化遗
产队伍，自发制定《丰州镇旭东村九日山遗
产保护村民公约》，主动支持遗产保护管理
工作。为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祈风石刻，当
地 150多名村民晚上排练，自发参与《九日山
祈风仪典》仿古表演。后来他们还将祈风仪
式表演做成文化长廊，人们一走进九日山，
通过文化长廊就能感受这一古老的仪典。

前不久，九日山来了一个特殊的游客——
黄嘉华女士。这位 85 岁高龄的女士，来自新
加坡，祖籍就在南安丰州镇区一带。在两个
孙 子 的 陪 同 下 ，黄 嘉 华 女 士 登 上 九 日 山 。

“这里，总体上，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黄
嘉华说。

黄嘉华告诉记者，去年从新闻中看到，
泉州 22处文化遗迹成为世界遗产，九日山就
是其中之一。她就跟孙辈说，要回故乡看看，
看看记忆中的九日山。

在参观完九日山后，黄嘉华说，九日山
的遗产保护得很好。自己去过欧洲多国，看
过很多世界遗产，但是，像南安九日山这样
遗存如此丰富、文化底蕴如此深厚、延续时
间 如 此 久 远 的 ，并 不 多 见 。这 次 回 新 加 坡
后，一定要向亲戚朋友宣传和介绍故乡的
九日山。

数据显示，近三年来，九日山累计接待
海内外游客人数约 20万人次，且游客数量呈
逐年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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