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狮公安全力推进反走私工作治理
今年以来，石狮市公安局坚守“三拼”精神、始终保持“三紧”状态，积极勇当“三

争”标杆，同时推动“五海”协同工作，反走私成效显著，工作绩效名列泉州前茅。
石狮市公安局着重强化基层防线，成立 26支 133人的岸线“巡逻队”，实行责

任到岗、目标到人、包段责任的“岸长制”，全天候 24 小时专人执勤，坚决卡住走
私活动的“咽喉”，今年在永宁十里黄金海岸成立铁骑队加强海岸线巡逻。积极升
级岸海智能监控，实施智能识别和动态跟踪，通过高清探头和“电子围栏”监控船
舶进出港情况，制定渔船包保责任制实施办法，督促船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拒
绝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

石狮市公安局密切关注反走私问题，开展专项行动。同时，通过“五海”协同
工作，强化与相关部门的联勤协作，提升反走私效率。同时积极利用多种媒体宣
传反走私工作，举办多样化的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反走私意识，共同创建浓厚的
反走私氛围。 （施超明）□专题

日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流支公司与清流县赖坊镇达成共识，在
三明全市签约首单文物（不可移动）创新保险方案，推动“清流县‘文旅宝’综合保险方
案”成功落地。赖坊古民居形成于宋，繁荣于明、清，现存古街区面积 15 万平方米，古民
居 106 座，2008 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现
古民居内有 18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商业保险如何助力文物
保护、文旅发展？人保财险清流支公司面对赖坊实情，量身定制保险方案，首次将文物
修护费用及文物变动物质损失费用纳入保障范围，将乡村振兴、乡村民宿等事务一并
纳入一揽子综合保险，为赖坊镇的古建筑“撑起”适合的“保护伞”，助力乡村振兴，以保
险之力推动赖坊镇文旅事业安全发展！ □专题

清流：人保公司助力赖坊文旅事业稳健发展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福鼎市前岐镇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宁

德市委、福鼎市委部署要求，精心谋划主题教育“十个一”系列特色活动，即：
重温一封回信精神、打造一座生态馆、打好一场重点项目攻坚战、培育一个

“四下基层”实践基地、发布一封致党员公开信、开展一次专题调研、举办一期
知识竞赛、上好一次专题党课、每月一次为民服务专题活动、每周一次创城志
愿服务，以“十个一”系列活动为载体，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陈辉斌）□专题

福鼎前岐：谋划“十个一”活动载体，推动主题教育入脑入心

今年以来，龙岩市新罗区岩山镇创新禁毒反诈宣传活动方式，充分利用
国际禁毒日、植树节、重阳节、“圩天”、“花果岩山·桃醉盛夏”线上直播采摘节
等有利契机，开展禁毒反诈“期末最后一堂课”、“九九重阳敬老情，禁毒反诈
伴你行”、“创无毒诈环境，做绿色健康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扩大禁毒反诈
宣传覆盖面，提高群众拒毒防骗意识，织密织牢禁毒反诈防线。值得一提的
是，该镇还邀请岩山禁毒形象大使、世界举重冠军陈晓婷积极参与禁毒反诈
宣传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专题

新罗岩山：创新形式，扩大禁毒反诈宣传覆盖面

声

明

声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福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版)》等相关规定,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高宅村的老宅，该房屋未办理土地房产所有证，属“海峡体育
中心项目周边收储地块七(洪湾路东侧)”征收范围。被征收老宅由高英珊(已故)长期居住使用，老宅总面积 49.64㎡。现高英珊的媳妇邱仁翠要求主张上述房屋权利，以高英珊的名义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并选择产权调换进行补偿安置。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闽江大道 306号禹洲金
辉中央花园(地块一)6#1-4 层)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由高英珊的媳妇邱仁翠代高英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办理各项补偿安置事宜并领取各项补偿款与过渡费。本公告公示 30 日后
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确权，届时我们将依照生效裁判文书履行补偿义务。声明人:邱仁翠

为更好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村民知晓率、参与率，近日，泉州台商投资
区张坂镇山内村开展“参与垃圾分类 共建美丽家园”宣传宣讲活动，推动村民
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发放了宣传册和发放小礼品，工作人员向村民解读并介绍
最新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垃圾分类误区、可回收物的利
用价值、有害垃圾危害等知识，引导村民从源头分类，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和正
确投放，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活动结束后，村民们纷纷表示，要把垃圾分类
推广好、宣传好，不断发挥自身作用，做好辖区、邻里、家庭的垃圾分类宣传员，
为垃圾分类贡献一份力量。 （曾丽明）□专题

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 漳州龙海:加强对“麻精”药品的管理力度
为进一步加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效遏制“麻精”药品滥用及防

范、打击非法制贩、流入非法渠道等行为,近日,漳州市龙海区禁毒办联合市监、

卫健等相关部门，对基层医院、卫生所等 10余家医疗机构“麻精”药品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重点围绕医疗机构证照是否齐全、药品进货渠道是否合法等方

面进行核查。通过专项检查，达到以查促管、以查促改、以查促建的良好效果，

有力提高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管理“麻精”药品的能力和水平。

（张亚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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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中国重要的茶区，植茶、制茶、饮
茶的历史悠久。泉州南安丰州莲花峰上有东
晋孝武帝题刻的“莲花茶襟”的碑石，这是福
建最早与茶有关的文字记载。

明清之际，在中日茶文化交流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是以隐元隆琦为代表的闽僧。当时
中日民间贸易兴盛，应旅居日本的华人邀
请，福建高僧持续东渡。他们在江户幕府的
支持下创立黄檗宗。黄檗宗的寺庙成为在日
本传播中国明清文化的重要窗口。闽僧们带
来了家乡的茶文化，推动了日本制茶技术、
饮茶方法的变革，逐渐发展成为士农工商皆
能参与的煎茶道。隐元隆琦被尊为日本煎茶
道的祖师。

僧人与茶有着特殊的缘分，茶具有提
神、解乏的功能，有助于禅修。饮茶时注重平
心静气地品味，而僧侣参禅时也需静心息虑
的体会，形成禅茶一味的文化现象。唐、宋以
后饮茶的习惯在寺庙里逐渐风行。随着明代
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十分重视泡茶的
水源和饮茶的环境，在这方面黄檗山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

隐元禅师曾先后两次担任福清黄檗山
万福禅寺的住持，对饮茶十分痴迷。当时万
福寺的僧人在黄檗山内开辟大片的茶园，并
建有加工茶叶的茶房。据《永历黄檗山寺志》
记载，山中的般若泉“勺而烹，清香甘美，试
茗尤嘉”。至于饮茶的场所，万福寺的右侧有
条小溪，“阴映如盖，清涼如镜，旁有石壁堪
题。外石楯石桌十余，禅衲适兴，烹茗传韵于
此”。隐元禅师与山内的僧人经常围坐在小
溪边的石桌上，饮茗赋诗，从者和之，别有一
番雅趣。

茶也成为隐元禅师教化僧俗的利器，他
有《咏隐元隆琦像茶》诗传世：“醒迷须雀舌，
试茗贵龙泉。个个开心眼，赵州话始圆。”饮
茶可以提神醒脑，而赵州茶是禅修的象征。

东渡日本后，闽僧带去明清时期福建的
制茶技术和饮茶方法。日本诗人松井汶村的

《云华园铭》中写道：“檗山禅师来朝后，制唐
茶之锅煎。世号隐元茶。”叶茶在明代成为主
流，隐元等僧人将明清时期福建的炒青茶技
术带到日本，用铁锅炒制新鲜茶叶，保持其
原有的味道和天然成分，揉搓干燥后制成的
茶在日本被称为隐元茶。

与隐元茶一起传入日本的还有饮茶方
法——叶茶泡饮法，以及在冲泡叶茶饮用的
基础上形成的闽南工夫茶习俗。而当时日本
流行的饮茶方法仍是中国宋代传入的末茶
点饮法。闽僧传入的制茶技术和饮茶方法对
江户时期日本的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闽 僧 更 重 要 的 贡 献 是 将 明 清 时 期 的
文人茶风传播到日本。他们的诗文集中收
录了不少茶诗，其中雪中煮茶诗的唱和更
是 将 福 建 茶 文 化 中 的 文 人 意 趣 表 现 得 淋
漓尽致。

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十二月八日，
日本京都一带大雪纷飞。已经退隐至松隐堂
的隐元禅师，与黄檗山内的法子法孙们雅聚
一堂，煮雪品茗。当天共有隐元在内的 9 名
中国僧人和 2 名日本僧人泼墨挥毫，诗文唱
和，他们的茶诗以书卷形式流传下来。9 名
中国僧人分别是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大眉
性善、南源性派、独吼性狮、高泉性潡、柏岩
性节、悦山道宗、惟一道实。这 9 名中国僧人
全部来自福建，说明当时闽僧在茶诗创作中
的活力。

雪中煮茶，顾名思义就是把雪煮沸用于
煎茶。雪水，古人誉为“天泉”。用雪烹茶十分
讲究，须收集花瓣之上的雪，或者是未落地
之雪。雪凝天地灵气，茶汲日月精华，雪与茶
结合，清新脱俗。同时，雪与茶也是文人高尚
气节的写照。雪冰清玉洁，代表独善其身的
节操；茶清淡幽香，颇有君子风范。煮雪烹
茶，为历代文人所推崇。唐代诗人白居易《晚

起》诗中的“融雪煎香茗”，宋代词人辛弃疾
《六幺令》词中的“细写茶经煮香雪”，都是描
写用雪水煮茶。煮雪烹茶，体现了文人对自
然的亲近，颇有自在闲趣的意境。

当 日 的 雅 集 ，隐 元 禅 师（1592—1673
年）先吟咏《雪中煮茶五首》。其中一首写道：

“无事闲烹白雪茶，单传一味待通家。天翁特
赐清贫士，竟日翩翩散玉花。”这是一首七言
四句的诗偈，意思是禅师清闲地煮着白雪
茶，等待能够领悟禅义的弟子。白雪是天神
赐予清贫之士的礼物，终日像琼花一样漫天
飞舞。禅僧们用天神赐予的雪花煮茶，清雅
之至，体现了茶禅一味的真髓。

茶席中处于第二位的是隐元的法子木
庵性瑫。木庵性瑫（1611—1684 年），福建泉
州府晋江人，俗姓吴。隐元禅师退隐后，木
庵继任京都万福寺第二代住持。《黄檗木庵
禅师语录》以《雪中煮茶次韵》为题，录有一
首诗：“木女急烹蟹眼茶，清香聊献法王家。
忻忻同庆千山雪，大有年登雨瑞花。”煮茶
时小的泡沫被称为蟹眼，大的泡沫被称为
鱼眼。岁末腊月这一天，僧人们以瑞雪煮
茶，雅聚品尝。木庵禅师的诗歌表达了他们
愉悦的心情。

第三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子大眉
性善。大眉性善（1611—1673 年），福建泉州
府晋江人，俗姓许。大眉性善以《雪中煮茶次
韵》为题赋诗两首，其中第一首写道：“银盘
盛雪鼎烹茶，满座相逢尽作家。何似灵山会
未散，只谈般若不拈花。”满座都是优秀的禅

者，喝着白雪煮茶，体会禅茶一味的意境。
第四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子南源

性派。南源性派（1632—1692 年），福建福州
府福清人，俗姓林。南源性派擅诗作，深得隐
元推崇。在《南源禅师芝林集》中有题为《雪
中煮茶次韵二首》，节录其中一首：“晏坐松
关品雪茶，山翁富敌五侯家。冷看遍界平铺
玉，较胜诸天散雨花。”

第五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子独吼
性狮。独吼性狮（1624—1688 年），福建福州
府人，俗姓朱。在独吼性狮的语录《五云集》
中以《雪中煮茶韵》为题，仅录有一首：“闲敲
雪髓煮春茶，云水团团会一家。群玉林中弹
妙曲，任他天女散天花。”

第六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孙高泉
性潡。高泉性潡（1633—1695 年），福建福州
府福清人，俗姓林。《佛国高泉禅师诗偈辑
要》有题为《雪中烹茶恭和老和尚韵》的三首
诗。其中一首写道：“东海浓煎作赵茶，风流
须让法王家。一瓯聊湿虚空口，笑看琪林吐
玉华。”

第七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孙柏岩
性节。柏岩性节（1624—1673 年），福建漳州
府漳浦人，乃儒学大师黄道周之侄孙。《柏严
禅师听月集》卷四以《恭次老和尚雪中煮茗》
为题，收录一首诗：“虚空烂煮赵州茶，托出
须还老作家。一滴才沾千日醉，不知天女散
天花。”

第八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孙悦山
道宗。悦山道宗（1629—1709 年），福建省泉
州府晋江人，俗姓孙。悦山道宗以《雪中煮
茶》为题著有一首诗：“石鼎闲来煮雪茶，清
香透彻富山家。凤麟滴滴围枕座，笑看天上
献玉花。”

第九位依韵和诗的是隐元的法孙惟一
道实。惟一道实（1620—1692 年），福建福州
府侯官人，俗姓郑。《雪中煮茶诗书卷》收录
其用明代隶书体书写的《奉次雪中烹茶韵》
诗一首：“雪里敲水自煮茶，清闲独让道人
家。更逢好客谈玄话，放出青莲舌上花。”

闽僧的茶诗既传承了福建茶文化中的
文人精神，又融入寺院禅茶的意境，是明清
时期福建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有待进一
步挖掘和探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东渡闽僧的雪中煮茶诗
□陈辉 文/图

明代晚期，福建的精英知识分子秉持儒
家正统思想，不畏权势，廉政为民，在外为宦
时颇受排挤。因此，一些闽中文人在仕途上
感到失意后，继而投身于文学领域，促使“闽
文学”在明文坛中变得非常活跃，极大地推
动了地域性文学繁荣昌盛。

“闽文学”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诗歌体
系“宗法唐人”自成一派，称“晋安诗派”。该
派早期以林鸿、高棅等人为代表。《赌棋山庄
集》诗五记载：明则林子羽倡其首，诸子为羽
翼。高廷礼《唐诗品汇》一书，其所分初盛中
晚，举世胥奉为圭臬，而闽派成焉。明晚期闽
中诗人在文学上的复古超轶前代，其间不仅
产出了许多诗词歌赋，还涌现了一大批文学
典籍，如《晋安风雅》《闽中正声》《小草斋诗
集》等，拓展福建文学的影响。

《明史·文苑》列传第一百七十四卷记
载：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
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 辈继起，
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闽中诗文
在这些晋安诗派核心成员的带领下振兴唐
人风韵，并且将文人集社风潮推向高峰期。
魏宪《百名家诗选》卷二十五记载：“闽素重
风雅，晋安一泒，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闽
文学”以晋安诗派为代表，能与影响大的竟
陵派相抗衡，由此可观，福建是当时文坛关
键的文学重地。

万历中后期才人辈出，其重要代表人非
属徐熥不可。明谢肇淛认为：闽中文人群体
应当以徐惟和为第一，他的才情声调足以和
高季迪并驾齐驱。现今著名学者陈长庆曾指
出：始终固守闽中，并且直接主坛坫的则是
徐氏兄弟，而早期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徐熥，
对于推动福州地方诗歌的发展起到不可忽
视的作用。

徐熥，字惟和，号慢亭，闽县人（今福
州），撰有《幔亭集》《陈金凤外传》等，诗歌自
成一派。徐熥自小颖悟绝伦，常于红雨楼读
书，虽有些许顽劣，但徐 却不厌其烦亲自
教导其写作、治经。徐熥于明万历十六年

（1588 年）中举。嗣后，几次北上应试均落
第，同时期重要的闽中诗人先后在外为官，
如谢肇淛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进士，官
至广西右布政使；邓原岳万历二十年（1592
年）进士，在外任户部主事。因此，徐熥常活
跃于乡梓，相较其他文人更具代表性，尤以
七言称绝，清著名诗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
话》卷十六云：惟和力以唐人为圭臬，七绝
原本王江宁，声谐调畅，情至之语，诵之荡
气回肠。

徐熥写了大量关于武夷山的七言绝句
并广为流传，如《武夷十咏》描绘了玉女峰、
仙掌峰、大王峰等景观，连《幔亭集》的“幔
亭”两字都是取自武夷胜境，还参与撰修《武

夷志》，可见他对武夷山的喜爱。还写了许多
关于闽中节日的诗，如《闽中元夕曲》《戊戌
元日槜李舟中》等，这些文学作品全方位地
展现了福建的民俗风情以及山水景色。

然而，徐熥苦闷儒业屡屡受挫，于万历
二十七年（1599 年）卒，年仅三十九岁。随
后，邓原岳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因积
劳成疾去世。邓原岳别号西楼居士，被誉为

“竹林后七贤”之一，诗歌追求唐风雅韵。谢
肇淛认为邓原岳（汝高）是晚期晋安诗派的

“巨擘”，汝高所著的《闽中正声》较为出彩
地拾掇了大量明诗歌中的菁华，在当时备
受推崇。

万历晚期，晋安诗派主要的核心成员陆
续离世，相比长期在外为宦的谢肇淛来论，
徐兴公（徐 ）和曹学佺则扛起了闽中复振
风雅的职责。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居士，
对文学、戏曲、诗词等无不精通，著书十六部
有余，如《石仓文稿》《曹大理诗文集》等。万
历四十一年（1613 年）被罢免官职，回乡后
建仓石园赋诗会友，创办“儒林班”被誉为

“闽剧鼻祖”，创作的《女运骸》《紫玉钗》等作
品流传甚广且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学佺虽从
事儒业，但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编撰了
许多佛学著作。

此外，曹学佺之所以是闽中复振风雅的
中流砥柱，不仅在于文学上的贡献，他还经

常活跃于文人群体的集社活动，如万历三十
一年（1603 年）赵世显、徐兴公、曹学佺等结

“芝山社”，在福建多地举办大型的学术交流
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学的构建。万历
三十四年（1606 年）及其次年，曹学佺在南
京任职时期主持了场面较大的“金陵社集”，
进一步推广了“闽文学”在明朝中心文坛的
影响。

明晚期“闽文学”之所以兴盛，得益于
晋安诗派的骨干成员深耕在两个层面：一
是在诗坛领域以徐氏兄弟为例，诗歌追古
体，奉唐人为圭臬，以林鸿、高棅为标榜，所
作诗的题材主要取自福建的山水风景、民
俗节气和友人集社这三个方面，因此促进
了地方特色诗词的形成，反映在明时期的
诗坛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二是诗派成
员不仅善于赋诗作词，还致力于研习戏曲、
农学、历史、佛学等多个领域，如徐熥的《晋
安风雅》编撰体例效仿唐人标准，里面记载
的人物小传，虽然简短但翔实，可以作为考
证史料的参考依据。

身为闽剧开创人的曹学佺对于福州艺
术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
样不能忽视的是他对佛学的贡献，其所作的

《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作品有很大的研究
价值，直到今天仍然是挖掘中国古代佛教历
史的基础资料。

晋安诗派复振闽中风雅
□缪远 刘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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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人、画家常常对山林寄托以出离尘嚣缰
锁、比邻烟霞仙圣的想象，但现实中的山耕、山居是另
外一部历史。“以山为业”一方面是说人们以山场为生
计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在说人们围绕着山场资源形成
各种权利关系，传统中国通常笼统称之为“业”。唐宋以
来，东南山场被加速开发，从最初的“无主”状态，到山
场被精细测量划界，人们对山场中的特定资源和各种
权利进行确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界”的出
现则是这个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

《以山为业》
杜正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国社会，解
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许烺
光基于云南西镇的深入田野调查，在《祖荫下》一书中勾画
出一个社区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本书以家族兴衰
之现象透视中国历史之规律，挖掘中国社会体系中文化
与人格的复杂关系，阐发父子一体与大家族理想的相互
构成。其中，整体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社会行动均以“祖
荫”为核心。祖荫下的观念与生活形塑了诸多人格类型，奠
定了社会基本结构，贯彻于整个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祖荫下》
许烺光 著 王燕彬 译 九州出版社

竖立“此处禁倒垃圾”标语牌后，此处垃圾为何反
而变多？失败的规则单有处罚，却不提升安全、产量、
环保效果、群体认同……从法律到幼儿园、公园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规定，此类手段经常失效甚至适得其
反。那么，变罚为奖是不是更好？也不是这么简单……
依规律定规则，才是讲科学。本书综合心理学、经济
学、社会学、法学等众多社科研究，指出人类行为的潜
藏客观规律，及如何合理利用心理启动，顺应从众效
应、不成文社会规范、道德感，综合考虑人们守法和违
法的损益。案例覆盖欧美、东亚多个国家的刑法、税
法、治安法、环保法、交通法规，以及保险政策、公司合
规制度、机构安全准则、公园和地铁的规定、公益广告
等规则及推行规则的活动中形成的吊诡局面和改善
策略及其效果，足可给读者多角度的启发。

《规则为什么会失败》
本雅明·范·罗伊 亚当·费恩 著

高虹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隐元书《雪中煮茶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