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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妈祖，源起湄洲。
心香一瓣，面海绽放。
位于台湾海峡中部的湄洲湾，是中国万里海岸线

上不可多得的深水港湾。南岸，净峰两个 30 万吨级码
头泊位，为超级油轮靠泊和服务福建联合石化、中化泉
州石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北岸，湄洲湾东吴港区 40
万吨级泊位，频频迎送世界超大吨位的集装箱巨轮，是
目前海峡西岸最大的泊位。

湄洲岛上，自宋迄今，千年祖庙香雾氤氲。妈祖慈
祥的目光，眺望着来自五大洲的风帆与巨轮，迎送一批
又一批进出港湾、向海而生的乡亲和客人。

作为和古代刺桐港距离最近、潮水毗邻的湄洲湾，
腹地辽远，港阔水深，全年不冻不淤，受台风影响的时
间也极短，建港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湾内良港密
布，风帆逐潮连通世界，孙中山名著《建国方略》就曾关
注这里，把这里列为重点开发的大港之一。

东吴港区附近的吉了港，正是嵌在湄洲湾北岸的
一颗璀璨明珠。

遥想千年前，这里已数千户人家、万余人口，户户
垂帘向海，热情迎送各地船家客。

与北宋王朝同年诞生（公元 960 年）的妈祖林默
娘，就是在这种海洋文化气氛浓浓的湄洲湾，成长为
一名慈悲乐善、热心扶危济困的大爱女子。她少习水
性，常驾一叶扁舟，出没风涛之中，哪里有人呼救求
助，就毫不犹豫地奋勇疾驶到哪里。妈祖为大海而生，
也为大海而羽化登仙，她因救人而殉难后，乡亲和航
海者无不深情感念，誉之为“海上女神”。官方亦深感
其大爱大诚，历代皇帝对她加封加赠加赐，予以颂扬。
其封号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共有三十六次褒
奖，封号从最初的“夫人”到后的“妃”“天妃”再到后来
的“天后”“圣母”，同时还列入了国家祭典。历代皇帝
对妈祖的封号多达 600 多字，创造了中国神仙封号的
最高纪录。

妈祖文化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在风浪面前敢拼敢爱、敢为芸芸众生而奉献自我的
典型体现。在妈祖文化熏陶洗礼下，一代代福建人闯
海外、走天下，把福建人海纳百川、爱拼敢赢、乐善好
施、爱国爱乡的精神，远播于世界各地，深植于子孙
后代的基因中，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
股重要力量。

吉了港的涛声，从远古一直激荡到今天，吉了港的
潮水，从湄洲湾踏波连向世界。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吉
了港往昔的喧闹声如今略显沉寂，但吉了港代表的海
洋精神，随着妈祖文化、妈祖信俗在全球受数亿人追
捧，而传承于今，光大于世。吉了港附近的东吴港，接过
海洋历史传承的接力棒，代表新的时代，新的磅礴伟
力，闪耀在今天的世人面前。

一港雄开万里流，三湾波涌五洲潮。刚刚获评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莆田，自古有“海滨邹鲁、文献
名邦”的美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科举时代出过
2482 名进士，其中荣登状元者 21 名，占福建五分之
三。但是，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莆田的发展在沿
海 地 区 相 对 滞 后 ，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莆 田 要 跨 越 发
展，追赶超越，除了充分发挥文化和人才的优势，更
要突出三湾（湄洲湾、平海湾、兴化湾）这个天然的地
理优势。莆田三湾岸线曲折，深水良港密集，在发展
海洋产业、海洋装备、海洋交通、海洋旅游、海洋文化
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应该抓住福建大力发
展海洋经济的新机遇，坚定向海而兴、向海图强的战
略，把闽中这颗明珠雕琢得更加璀璨，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湄洲风起
逐梦五洲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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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湄洲湾畔东吴港区附近，吉城
村 1000多平方米的海域，轻风如奏。明黄色的
黄花鱼养殖网箱，整齐划一地分布在湛蓝宽
阔的海面上，蓝色的环保塑胶浮球下一挂挂
的牡蛎正进入生长期，海带养殖户们渐次入
海下苗……

这片海域，就是古代吉了港所在地。吉了
港，古称鸡了港、鸡了城。千百年前这里是海
防要塞，商船往来频繁、人丁兴盛；如今这里
化身海洋牧场，渔民“躬耕”万顷碧波、“放牧”
蔚蓝家园，托举着港区渔村的振兴梦。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一跃成为世界闻
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与之相去 39海里的莆田，
自古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凭借着优
良的港湾条件以及与泉州一衣带水的海洋经
济圈地缘关系，亦成就了丝路扬帆、商贾辐辏
的繁华盛景。

背倚群山、拥江抱海的莆田，绵延着 400
多公里海岸线，被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
湾环绕，散落在各港湾的白湖、宁海、迎仙、通
应、端明、平海、冲沁、浮曦、吉了、小屿、太平
等古港口，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过往商舶
蕃客的重要贸易港口。其中，吉了港以其独特
的区位优势更引人注目。

“一日到吉了，三日讲未了”这句至今在
莆田流传的俚语，讲的正是莆田昔日的吉了
港商贸往来频繁，新事物层出不穷，一天的所
见所闻多到三天都讲不完。作为曾与台湾鹿
港相提并论的古港，在今日的莆田东埔镇吉
城村依然能从古海岸、古寨城墙遗址中探寻
到过往繁盛而喧嚣的海丝踪影。

闽市辐辏闽市辐辏，，海贸兴盛海贸兴盛

“眼前这片海域就是古代吉了港的一部
分。”站在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吉
城村南宫沙滩上，村民林仕民向记者介绍这
片海湾的前世今生。吉了港位于北岸经开区
左海岸华胥山麓临海的东西两澳，宋代称吉
蓼。吉了港开埠于宋熙宁四年（1071 年），初
名“系蓼寨”，据传是因吉蓼海岸长满蓼蓝、
水蓼等野生植物，商舟渔船停泊于此，船工
多系缆绳于蓼草头之上，故此地亦有“系蓼”
之称。

城因港兴，吉了港毗邻泉州泉港、湄洲
岛，通航条件良好，也因此带动了吉了城的发
展。《仙游县志》记载：“宋击蓼（即吉了）、湄洲

之间，为闽市辐辏之所。”
早在唐代，莆田白湖、秀屿、江口等口岸

已是地方货物流通的重要口岸。及至宋元，白
湖、宁海、太平、枫亭、江口、三江口、吉了等港
成为海外船舶聚集之处，对外贸易繁荣。众多
的莆籍商船满载茶叶、瓷器、布匹等从上述港
口出发，运往东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又从沿
途各国换回木材、象牙、香料、水晶、玛瑙等舶
来品。

吉了港在当时既是渔港、商港，又是海防
要地、军港。明开放海禁后，吉了港迅速繁荣
起来。明王小桂著《秒岩管班录》《奉郡守先生
论筑城书岩管班录》载：“（吉了寨）人烟万三，
居民约千家，皆以渔为业”“商船巨舟，头尾相
连。”吉了港作为当时的进出口贸易港口，繁
荣可见一斑。

“湄洲湾水域深，适宜大船航行，很多船
只从外海进来或中转，处在交通便利位置的
吉了港就成为船只的物资补给站，也带动了
莆田对外贸易。”北岸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文
体股负责人陈顺兴向记者介绍。

林仕民告诉记者，过去的吉了城演变为
后来的梯吴村，后又重新区划调整拆分为东
吴村、梯亭村、吉城村。时过境迁，旧时的“闽
市辐辏”遗迹在今天的吉城村中仍可寻得一
二。始建于宋代的东岳庙，庙前有口古方井，
上刻“万历庚申年立”，俗称安福井，离海岸
不足八米，井水却清甜爽口，这口井曾是古
码头船民汲水的重要水源地。村中曾发掘莆
田市目前唯一一枚完整的元代摩尼教碑刻。
东吴村海域至今还有多处唐代以来的沉船
遗址，2008 年，考古队在沉船遗址近 1000 平
方米的范围内均可采集到遗物，主要为青釉
碗、罐等。

吉蓼石寨吉蓼石寨，，海防要塞海防要塞

每至端午，吉城村就会举行声势浩大的
海上爬龙舟活动。岸上五帝、妈祖绕境巡安布
福，神马队、车鼓队、十音八乐队、民俗舞蹈队
等民俗队伍绵延数里，海上龙舟集结竞渡，当
地村民以此纪念南日水寨英勇的抗倭军民，
抒发祥和平安愿望。独树一帜的海上龙舟赛
民俗活动也揭开吉了寨抗倭史的记忆。

《清一统志·兴化府》有载：宋置曰击蓼
寨，亦曰极了。以莆田至此而极也。后讹为吉
了。前控南日，右引小屿，左带湄洲，迫临大

海。明置巡司，清废。
独特的海防地理条件让历史选择了吉了

港。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重修寨城，并在
此设立巡检司。明正统九年（1444 年），兴化府
南日水寨自南日岛迁来，遂改称“南日寨”，驻
军数千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倭船数
十艘进犯，平海卫后所副千户叶巨卿率水军
驻守泥沪澳，驾船迎击，倭船退败。明嘉靖二
十三年（1544 年），倭寇再次进犯，烧杀抢掠，
惨绝人寰，寨堡失陷，墙垣多被毁坏。

由于连年倭犯不休，寨城多被毁坏，明嘉
靖四十一年（1562 年），王宜奉诏扩建重修寨
城于华胥山之麓，易称吉蓼寨。寨堡周长 150
丈，高 1.8 丈，厚 1 丈，垛口 308 个，门楼二座，
吉蓼亦成为莆田沿海重点抗倭要寨之一。清
初，沿海截界，吉蓼寨废毁。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沿海复界，乡民陆续迁回。
如今，从南宫沙滩往村里走，地势逐渐抬

高，层层房屋错落，家家户户皆可凭海听涛，
寨堡雄风犹存。在东埔镇吉城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清指引下，记者看到一段长约 115 米、宽
3米、高 3.3米的石寨城墙，现该段寨墙已是莆
田市文保单位。古城墙连着一座依山势而筑、
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鸡庙，俗称五帝庙，是
福建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庙宇分为前后
两大座，集金鸡庙、元帅府、三官殿、中军府为
一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落。庙宇神
祇的烟火之盛，也从侧面印证着当年的人间
烟火之旺。

“流传至今的俚语‘一日到吉了，三日讲
未了’，不仅描述了历史上的吉了城每日迎来
送往，新鲜事物多，从宋到清，吉了城共出了
八名进士，传有十八胜景，这些丰厚的自然与
人文景观也为莆田被誉为‘海滨邹鲁’提供了
例证。”陈顺兴说。

耕海牧洋耕海牧洋，，渔村振兴渔村振兴

随着时代变迁，劳动力转移，交通便捷，
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吉了港的通商功能也
逐渐消逝在历史中。吉了港东西两澳成为当
地渔船泊船和台风天时附近船只的避风港。
过去的吉了港，如今，这里泛指东吴港。

“现在的东吴港比过去的吉了港范围更
大，吉城村与对岸的东吴港区罗屿作业区仅
相隔 7公里，每天都能看到海面进出的大船。”
王建清说，随着罗屿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

大的矿石码头，东吴作业区泊位建设正加快
推进，“闽市辐辏之所”的拓海精神又仿佛没
有走远。

虽然吉了港的名字鲜少被提及，但当地
人与海洋的关系并未生疏，吉城村主要以发
展养殖业为主，蔚蓝的吉江成片渔排串联如
岛，沙滩如金带与岸边古朴的离山宫（妈祖
庙）相映成趣。2022 年，吉城村获评省级乡村
振兴实绩突出村。眼下，南宫沙滩至退潮最低
点的海上浮桥工程准备动工，建成后，浮桥不
仅方便渔民出海，也将给吉城增添一道海上
风景线。

“近年来，村里大力发展海上养殖业，养
殖海鱼、鲍鱼、海参、紫菜、海带等，养殖业年
收入可达 1000 万元。”王建清介绍，依托丰富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优势，吉城村也
聚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盘活现有的景点资
源，着力打造吉城村渔旅文化带。比如投入资
金建设南宫前风景沙滩片区，建设海边观景
台，配套设置休闲设施，修建游客服务中心，
引进餐饮、体验项目；修缮延伸明朝古桥；开
发吉城村游乐中心……

“我们站着的地方，在过去是个码头，退
潮时，还能看到露出的码头石块。”站在东岳
庙前，王建清向记者介绍，附近海域曾打捞出
古沉船，构造和福船类似，首尖尾宽两头翘，
尾封结构呈马蹄形，整个船形呈 V 形。如今，
福船模型在新修建的闽中海上游击队“东吴
事件”纪念馆中展出。

步 入 位 于 金 鸡 庙 偏 殿 后 院 的“ 东 吴 事
件”纪念馆，一方小天井保留着南方古建特
色。馆内存有游击队员使用的枪支模型、通
信 设 备 等 。“1945 年 6 月 7 日 ，康 国 强 、张 伯
庭、邱子国等闽中海上游击主要领导人在东
埔镇东吴村和吉城村被国民党杀害，队伍损
失惨重，该事件被称为‘东吴事件’。”王建清
介绍，近年来，吉城村不断加大对历史文物、
红色文物、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投入 200
万元对省级文物金鸡庙及周边进行全面修
缮，投入 20 万元提升闽中海上游击队金鸡庙
据点消防安全建设，投入 35 万元对金鸡庙吉
江寨古城墙进行修缮，并向民政部门申请资
金建设闽中海上游击队陈列馆，助力当地渔
文旅融合发展。

海风吹不断,江月照长空。面朝大海的吉
城村，从历史中走来，正见证着湄洲湾畔续写
的港口雄开万里流的新丝路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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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爱玲 通讯员 王国平 黄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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