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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漳州市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
常委会会议，围绕“挖掘弘扬祖地文化，助
推开漳圣王文化园建设”进行协商议政。

当前，芗城区正大力推进开漳圣
王文化园建设，以陈元光陵园为核心，
串联周边景点，挖掘开漳历史文化元
素、激活历史文化资源，并与市区北部
新城建设形成生态、产业、文化优势互
补的发展格局。漳州市规划设计院同
步编制《开漳圣王文化园 686 亩核心
区近期景观提升方案》。

从漳州市区出发，往北沿着圣王
大道前行六七公里，右拐从一条小路
进去就是芗城区浦南镇的石鼓山，山
不高，开漳圣王陈元光陵园依山而建。

陈元光是唐代河南光州固始人，
唐总章二年（669 年），随父陈政率军
入闽平定“蛮獠啸乱”。677 年，陈政去
世 ，21 岁 的 陈 元 光 承 袭 了 父 亲 的 职
务，唐垂拱二年（686 年），他上表朝廷
奏准建置漳州，朝廷命他为首任刺史。
治漳期间，他致力加强民族团结，积极
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传播中原文化
与技术，兴教办学，奖农助耕，惠工通
商，深得群众爱戴，使闽粤间这块蛮荒
之地走向长治久安和初步繁荣，因此
被尊为“开漳圣王”。

“浦南镇开漳文化遗迹丰富。”浦
南镇党委宣传委员兰少泉说，除了开
漳圣王陈元光陵园以外，辖区内还有
位于渡东村的开漳元勋李伯瑶墓、诗
朋村的开漳元勋许天正墓。李伯瑶和

许天正都是陈元光的重要将领。此外，
在不远处的松洲村，还有陈元光之子
陈珦创办的松洲书院。

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郑镛说，开漳
圣王信仰影响巨大，已经成为海内外
漳籍民众的重要精神家园。建议建设
馆阁一体的开漳圣王文化展示馆，展
陈相关历史人物和神祇信俗；修整圣
王文化园周边的开漳将佐墓地，梳理
互通道路，使之连成一片，打造以点到
面的大景区。

“打造开漳圣王文化旅游线路。”漳
州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漳州市委会专
职副主委林喜勇说，建议由政府搭台，
文旅、文创企业唱戏，规划好开漳圣王
文旅融合的时间表、路线图。挖掘、整合
全市开漳圣王文化资源，与旅游线路体
系串点成线、以线带面，打造精品线路。
开发直达专线大巴将景区串联，合力开
创开漳圣王文化旅游 IP。弘扬推广开漳
圣王文化，编印开漳圣王系列故事，鼓
励创作有关开漳圣王文化的芗剧、木
偶戏、微电影作品，尝试多地联合、海外
联合举办开漳圣王文化旅游节。

“挖掘和弘扬开漳圣王文化、打响
开漳圣王文化品牌。”芗城区副区长蔡
金山说，未来将加快整合辖区内松洲
书院和开漳元勋李伯瑶、许天正墓等
开漳历史文化元素，同时结合咪古森
林、芗野慢道、双溪缦谷等现有文旅资
源开展文化活动，进一步激发开漳圣
王文化时代活力。

芗城：

打响开漳圣王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刘钦赐 郑文典 沈嘉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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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启蒙，对孩子到底有多重要？
近日，诏安县文化馆童蒙学堂又

迎来新一批学员。来自诏安一中的老
师高雪花为孩子们分享《学庸论语》。
随着高雪花生动有趣的讲解，小朋友
们了解了孔子及其弟子之间的故事，
感受先贤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情操。

诏安县文化馆副馆长黄丽冬表
示，童蒙养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知
识弥足珍贵，如果从幼年开始便注重
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让孩子们
感知古圣先贤在学习、生活、工作以及
独处时的态度，有利于培养孩子良好
的行为习惯、开发孩子的记忆力、提高
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等。

2016 年 1 月，诏安县文化馆设立
童蒙学堂，面向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定
期举办传统文化公益课。通过邀请各
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到童蒙学堂为孩
子们授课，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文化意
识，培养文化兴趣，同时也带动家长们
参与文化课堂学习。截至目前，受益学
生超过千名。

今年，童蒙学堂秋季招生通过公
开报名，共有学生 26 名，上课时间为
每周一 16:30—17:20，为期 3 个多月。
据介绍，传统文化公益课学习内容丰
富 ，涵 盖 了“四 书 五 经 ”、《唐 诗 三 百
首》、《笠翁对韵》等传统经典，还有古
建筑、中医、楹联和琴棋书画等传统艺
术，以及灯谜、剪瓷雕、诏安美食、诏安
风光、诏安童谣等优秀乡土文化。

“不同于普通的兴趣班，童蒙学堂

不是某项技艺的学习，而是重在启蒙，
重在感受技艺背后的精神文化内涵，
因此我们的教学内容更广泛、形式更
多样，既有理论知识的讲解，也有传统
技艺的动手体验，更有传统技艺应用
场景的观摩。”黄丽冬说。

诏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童蒙
学堂不仅是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课
堂，也成为当地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的
重要阵地。

“传统文化需要有意识地去传承，
童蒙学堂为我们宣传非遗技艺提供了
非常好的舞台。”4 年前，诏安剪瓷雕
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沈锡仁收到授课邀
请便欣然答应，“如今从事剪瓷雕的师
傅年龄偏大，我们需要年轻力量的参
与，每次看到孩子们满满的求知欲时，
我就特高兴。”

诏安灯谜是当地的一张非遗名片，
历经发展沉浮，如今同样面临人才青黄
不接的局面。为培养新苗子，诏安灯谜
协会副会长陈春生5年来坚持为孩子们
讲解灯谜知识，带领他们走进“谜途”。

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走进童蒙
学堂，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文化特色、
非遗瑰宝。与此同时，童蒙学堂还通过
开展暑假传统文化公益讲堂，组织专家
学者、大学生志愿者等下乡讲学，将服
务的触角从文化馆延伸到乡镇、村（社
区），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受益。“我们希
望借由文化公益课，在孩子的心中埋下
浸染传统文化的种子，在以后的生命中
开出美好动人的花。”黄丽冬说。

诏安童蒙学堂：

播撒传统文化的种子
□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沈炜琦

老师在讲授古琴文化老师在讲授古琴文化。。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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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大刀、团体棍
术、北少林单刀、宋江长
槌、崩步螳螂拳……日
前，第十五届海峡两岸
（福建·龙文）中华武术
大家练在龙文区圆满落
幕，两岸300多名习武
爱好者联袂展演精品传
统武术节目。

漳州习武历史悠
久，是福建传统拳种最
多的设区市，摸索出太
祖拳、五祖拳、白鹤拳、
相公拳等10种以上传
统南拳。时至今日，习武
强身之风依然盛行。

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古今习武盛

福建武术源远流长，漳州如是。
1300多年前，陈元光入闽与土族

激烈征战，平定“啸乱”进而申奏增设
漳州。宋末元初，漳州爆发长时间、大
规模的抗元斗争，明代抗倭名将俞大
猷、戚继光在漳州招募大量丁壮充实
兵员抗击倭寇。

据《明史》载，“闽漳泉习镖牌，水
战为最”，“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龙
溪县”，俞大猷认为福建的兵员好，

“此地方山川风气，生人刚勇善斗，重
义轻生”。

历朝历代的兵戎相见历练了漳
州人民的胆气和武艺，也培育了漳州
人民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

漳州习武氛围要数龙文区最为
浓厚。这里过去是“忙时去耕田，闲时
来练拳”，现在仍然以练武强身为自
豪，几乎一半以上的村庄自建武馆，
无论男女老少，不时相约过招。

武术作为御敌制胜术早已退出
战场，龙文区的习武氛围缘何还如此
浓厚？

这要从民俗体育活动“狮阵”说
起。“狮阵”起源于宋明时期的军旅阵
法，应用于实战，发展至今，不但成为
武术表演的常备节目，更是一项具有
闽南传统文化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

“每逢重要节日或庆典活动，各村
镇的狮队就操练起来，手持十八般武
艺的村民威武出阵，旌旗猎猎，锣鼓喧
天，气势非凡。”龙文区武术协会会长
严育发说，以村为单位，组成一支舞狮
团队需要三四十人，从本村报名参与
的青壮年村民中选出。庆典前，统一操
练摆阵，要求狮子根据锣鼓节奏变换
动作，注重与传统武术技法的融合，比
谁动作紧凑，比谁步法稳健，比谁节奏
感更强。

由此，日常习武便具备了扎实的
群众基础。龙文群众对武术的客观需
要，形成了武馆林立的武术发展态势。

两岸同武源
活腕、拧腰、坐胯、扣膝……在第

十五届海峡两岸（福建·龙文）中华武
术大家练的舞台上，来自台湾耀嶙武
术团的毛君祐表演崩步螳螂拳，整套
动作发劲干脆，套路之间衔接巧妙，
博得台下欢呼阵阵。

毛君祐来自台北，到大陆以武会
友、以武访亲、以武寻源是他每年最
期待的旅行，“时隔三年，大陆老友们
的武艺愈加精进了！交流能促进两岸
习武之人功夫进步”。

两岸武术文化同根同源有据可
查。据《台湾省通志》载：“闽粤人之移
居台湾者，不可胜数，尤以闽人为多。
郑成功入台时，台湾汉人不过十余万
人，至清领台湾以致光绪二十一年，移

民数约三百万人。”彼时，不少精通武
艺的漳泉籍将领，都曾被朝廷派驻台
湾任职或在台湾传播武艺，把多种拳
种、民俗阵法传到台湾。

以宋江阵为例，台湾武者曾苦苦
寻找其发源地。“宋江阵其实是闽南
语‘相公阵’的音译，台湾流传的宋江
阵是由闽南‘相公阵’演变而来的。”
台湾武艺文化研究协会秘书长郭应
哲认为，宋江阵源自闽南。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金厦、台湾
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利用农闲时节
进行军事演练。演练使用的盔甲、藤
牌、刀斧等装备，与现今宋江阵的道
具相仿，故而许多专家认为，宋江阵
形成于明郑的军事训练。

桩桩件件，仿若昨日重现，让漳台
两地同宗同源的武缘认同感愈加深刻。

其实，自1974年起，就不断有台胞
回龙文寻根谒祖，与大陆开展武术交流
活动的记录。2007年，龙文区举办第一
届海峡两岸武术大家练活动。此后，这
一活动成为每年固定节目，两岸武术爱
好者咸聚九龙江畔，以武会友。

两岸热络的武术交流氛围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武学爱好者，武术大家
练活动的知名度不断扩大，这一活动
被确定为对台交流文化特色项目，龙
文区闽台武术交流中心被授予“漳台
交流基地”称号。

武术大家练
龙文区流行的武术拳种主要有

太祖拳、何阳拳、洪家拳、白鹤拳以及
狮阵、八卦阵等。无论是熙熙攘攘的
闹市区，还是万籁俱寂的龙文塔下，
藏龙卧虎不在少数。

在龙文，何阳拳拥有最庞大的受
众数量。它作为漳州一大著名武术拳
种，于清朝道光年间传入漳州，沿袭
至今已有 160 多年历史，是福建省第
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何阳拳注重以气催力，以刚劲猛狠、
内外合一见长，各套路兼有单练和
对练，技法灵活，步法沉稳。其器械
则秉承军伍公步的套路，十八般武
艺兼备。

何阳拳第五代主要传承人郑木

春，出身于龙文区田丰村的一个武术
世家，5岁开始便随其父习拳练武。

“习武练技，从模仿师父的一招一
式开始。老师父若是不在，口口相传的
招式变得模棱两可，并不可取。”多年
前，郑木春意识到，掌握何阳拳这门技
艺的前辈们渐渐老去，秘籍若再不整
理保护，必将面临失传。

按照套路保留和器械保留的原
则，他在老师父的协助下，挖掘整理
出一套完整的何阳拳秘籍，将拳谱和
功法详尽记录，为往后传承提供了习
武参考依据。

“只要孩子们没上学，都会跑来
我这练一练。”郑木春致力推广何阳
拳武术文化，培育何阳拳的后继力
量。他常年在龙文区田丰武术馆、六
石村武术馆、山头顶村武术馆任总
教，在长期的教学和传播武术文化过
程中培养了数千名学生。

“何阳拳武术操将何阳拳套路简
化，编排成适合少年儿童锻炼的有
氧健身操。全套操分为 8 个动作，包
括武术的手型、步型、手法、步法、腿
法和身法，对提高学生身体力量、协
调性及灵活性有一定帮助。”在他的
普及下，何阳拳编制武术操进入龙
文区鸿浦小学。每到课间操时间，300
名身着校服的同学开始练拳，场面
蔚为壮观。

“我们原先跳广场舞，受周围武
术氛围的影响，姐妹们自愿组成女子
八 卦 阵 ，每 晚 7 点 半 在 广 场 集 合 操
练，由武馆师父亲自指导。完成这套
阵法需要 16 分钟，平时训练艰苦，但
大家都坚持下来了，还登上武术大家
练活动。”练武已有三年，领队杨小红
感触颇深，学会八阵法不仅强身健
体，更重要的是，作为女性也可以传
承八阵法了。

“习武强体，磨炼意志。让武术的
种子发芽，终有遍地花开的时候。”郑
木春说。

何阳拳武术操走进龙文区鸿浦小学何阳拳武术操走进龙文区鸿浦小学。。图为非遗图为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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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浮洲仔勤习堂朱再明表演武术单钩。 黄文庆 摄

学生在龙文区湘桥湖公园的拱桥上排练武术表演学生在龙文区湘桥湖公园的拱桥上排练武术表演。。 黄文庆黄文庆 摄摄

何阳拳习练者在练习何
阳耙。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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