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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狮宝盖山上伫立着一座始建于宋
代的石塔，名为万寿塔、关锁塔，俗名姑嫂
塔。该塔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 22 个遗产点之一，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实物见证，也被
誉为海外侨亲的精神航标。

关于“姑嫂塔”俗名之由来，有一则与海
丝记忆相关的传说广为流传，该传说也被列
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
学类名录，可谓福建民众口传的海洋民间文
学代表。

传说讲述了昔日的宝盖山下曾有姑嫂
二人，其丈夫（哥哥）名为海生，被迫远下南
洋，约定三年返乡。然而，海生三年未返，姑
嫂终日登山垒石，垫足远眺。后来，姑嫂写下
血书，系于风筝，风筝顺着海风吹落南洋，被
人捡起，转交海生。海生闻书，思乡心切，驾
船回乡。正当姑嫂欣喜望见海生之船驶入海
港时，却不料海上刮起大风大浪，其船被风
浪打翻，海生落海溺亡。姑嫂目睹，悲痛欲
绝，亦投海身亡。乡人哀之，便建塔纪念。

明代何乔远《闽书》中载有该传说的早
期版本：“昔有姑嫂嫁为商人妇，商贩海，久
不至，姑嫂塔而望之，若望夫石然。塔中刻二
女像。”因传说中有“望夫”主题，该传说可追
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见诸记载的望夫石
传说类型。尽管在姑嫂塔传说结尾中，姑嫂
没有化为石头，但塔中刻二女石像的说法，
明显属于望夫化石的地方性异文。

望夫石传说最早见于旧题三国魏曹丕
《列异传》与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其中的
望夫石位于湖北武昌。《列异传》载：“武昌新
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
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
山，立望而形化为石。”

唐代的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皆
留有吟咏望夫山和望夫石的诗作，涉及安

徽当涂望夫山、江西德安望夫石等。至宋
代，望夫石相关记载大量出现，例如王象之

《舆地纪胜》提及望夫石或相关主题的地点
有浙江临海石新妇山、安徽当涂望夫山、江
西分宜望夫石和德安望夫石，以及广东高
要西北与广西宁浦望夫岗等。传说情节大
同小异，有的结局只强调望夫山名由来，并
无化石情节。

元明清时期，该类型传说的记载更为丰
富，分布更为广阔，北至辽东、南至两广、东
至江浙、西至四川皆可见该传说类型的流
传。但故事的部分内容也随之发生地方性变
异，比如传说主人公分离的原因从最早的远
赴国难，转变为远行、从役、出海、经商等。

以泉州姑嫂塔为代表的望夫型传说，往
往在结尾指向建塔情节，而福州、莆田、漳州
的海岸线上也有望夫塔异文流传，可将其命
名为福建的“望夫塔”子类型，应属于标准望
夫型传说的分支类型，体现了福建作为海洋
大省和海丝核心区的区位特色。

具体而言，福州马尾罗星塔建造的传说
之一是柳七娘之夫出海未归，七娘恐其夫迷
途，于是建塔指航，日日登塔盼归。福清望夫
塔的建造，则因明末上迳林氏族人有 18 家
子弟出海谋生，逾期未归，众妻合议捐银在
鳌峰顶上建造石塔并每晚轮流上塔点灯，为
海上航船导航，但终未盼见夫君归来，最后
相继含恨死于塔上。

仙游望夫塔也因男子出海经商，其妻每
日登山都带一块石头垫脚远眺，年长日久，
就形成一座石塔。数年过去，丈夫驾船返乡，
却看到山顶有座石塔，怀疑迷失航途，于是
掉头向大海驶去。妻子望着远离的船只，以
为丈夫负心，绝望地从塔上跳下，含恨死去，
人们便称此塔为望夫塔。龙海南太武山的望
夫塔也是香茹姑娘望夫盼归的地方，但其丈
夫是被地方豪强陷害，发配孤岛从军，被害

身亡。香茹不堪豪强逼婚，跳塔自尽，其鲜血
化为一种可治病的香茹草药，而该塔也被称
为望夫塔。

从 福 建 独 特 的 望 夫 塔 类 型 传 说 中 可
以看到，这类传说的情节基干是：丈夫出
海—妻 登 顶 望 夫 — 丈 夫 未 归 — 妻 死 —死
后化为异类/他人建塔（或命名）纪念。与其
他地方通行的望夫石传说的差异，体现在
妻 子 望 夫 的 地 点 不 一 定 在 岸 边 或 普 通 山
头，而是要登上当地海边的最高峰，并在山
顶建塔，以便眺望海上，同时也为出海丈夫
提供航标，助他平安返航。传说的功能往往
要说明航标塔的由来，具有解释地方独特
风物的叙事功能，而传说女主人公死后通
过变形为永恒之物，继续生前等待丈夫回
归的遗愿，表达夫妻分离的悲痛，隐含了福
建沿海先民守望故土和盼归故乡的集体情
感与历史记忆。

宋元以来，大量福建先民远下南洋，出
海途中十分依赖航标塔来辨认航途与故乡。
学者黄瑜《姑嫂塔传说及其在南洋的流变》
认为该传说是闽南沿海居民下南洋历史记
忆在文化上的“隐喻”。同时，作为海丝的重
要航标与永宁卫所的附属物，它也是沿海居
民“故土家园”的象征。正如明代黄仲昭《八
闽通志》称：“在永宁有石塔，甚宏丽，商舶自
海还者，指为抵岸之期。”文史专家郑天应搜
集了解到：“华侨出洋，每见塔影沉海，即知
离乡远遐，无不潸然落泪；如返梓，则喜登舱
远眺，见姑嫂塔浮于海面，知故乡将近，则无
限欢欣。”

如今还发现在我国台湾、香港及东南亚
地区也有望夫型传说流传。在台湾澎湖望夫
石传说中，妻子每天到海边等待出海捕鱼的
丈夫归来，有一天丈夫出海后再也没有回
来，妻子仍然继续等待，最后体力不支死在
岸边，久之化为人形石头。香港也有狮子山

望夫石传说，讲述一个小男孩伤害了妹妹，
在妹妹身上留下伤疤，此后兄妹分离。男孩
长大成婚后，一天偶然发现妻子的伤疤，得
知自己娶了妹妹，便决心离开，远下南洋，一
去不返。妻子不明所以，每天带着孩子在山
上等待丈夫，最终化为石头。

这则香港地区的望夫石传说与越南的
一则望夫石传说十分相似。在越南古代志怪
小说《岭南摭怪》的记录中，同样是男子无意
间发现妻子头上的伤疤，才知道娶了妹妹，
便远行再也不回家，妻子带孩子望夫化石。
越南总共有 7 个著名的望夫石，另外几个传
说的情节大多是丈夫从军，妻子等不到丈夫
归来便化为石。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越南流
传的望夫型传说也属于中国型望夫石传说
的传播系统。

在印尼的加里曼丹岛也有望夫型传说
流传。曾经，福建晋江的一艘商船到南洋做
生意时遇到海难，船中一位男子随浮木漂到
加里曼丹岛，被一位部落首领救起，后来他
与部落首领的女儿结婚。但这位男子因思念
家乡亲人，便独自返回福建探亲，途中遇到
海难淹死了。他的妻子每天到山上盼望丈夫
归来，久久未能等到，最后死在山顶。她的孩
子为纪念母亲对父亲的真情，在山上建庙亭
并取山名为望夫山。

综上可见，望夫型传说作为我国民间传
说的经典类型，随着沿海民众在台湾海峡和
南海地区的跨海越洋互动，传播到了海峡对
岸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海丝文化交流
与互鉴的海洋文学范例。而福建沿海独特的
望夫塔传说子类型，不仅是守望海外游子回
归的集体记忆，也有助于联结海外华人华
侨，唤醒关于祖先和故乡的情感记忆，促进
海丝沿线区域国家的民心相通。

（作者为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副教授）

望夫化石：

闽台—南洋望夫型传说的海丝记忆
□赖 婷

普及垃圾分类 共建生态文明

厦门同安区：一领三动，助推基层垃圾分类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厦门市同安区东海社区将“垃圾

分类”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阵地，动员群众广
泛参与，聚合社会多方合力，压实物业主体责
任，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探索形成了“一领三
动”垃圾分类工作法:

党建引领
三类会议指导垃圾分类工作

由社区党支部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定期组
织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召开小区垃圾分
类工作推进会，及时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存在
困难以及改进计划，并给予支持；社区党支部
指导每月组织物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督导
员、保洁员等交流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小区党

支部协助业委会组织召开居民代表议事会，找
差距、出点子、抓落实，为垃圾分类工作共同出
谋划策。

机制创新
三项制度联动居民共担责任

以社区书记担任党建引领垃圾分类工作
“第一责任人”。每季度开展 1场培训，每月不定
时巡查一线点位。在社区国贸金沙湾小区推出

“点长轮值”、“家庭积分”和“楼栋小红旗”三项
制度。“点长轮值”制度是由小区党员、楼长、志
愿者组成 6 名“点长”队伍，每月轮流担任垃圾
分类管理员，对点位的运行进行管理和监管；

“家庭积分”制度是根据小区家庭垃圾分类的

正确率和参与积极性评定积分，在小区中选培
榜样家庭，每年定期开展积分兑换和表彰活
动，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氛围；“楼栋小红
旗”制度是根据每栋楼所有家庭积分总数进行
评比，获得“小红旗”的楼长总结经验做法，并
在小区楼下展示分享，促进各楼栋之间的经验
交流和学习。三项制度推动了垃圾分类多元志
愿服务队伍的形成，增强了居民的环保责任心
和社区归属感。

多元参与
三个清单带动辖区资源高效运转

针对目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居民参与
度和准确率这两个重、难点问题，社区整理需

求、资源、项目等三个各 13细项清单，最大程度
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经过多方民主协商、自筹
经费，在小区 14 个方位安装 25 个摄像头，对垃
圾点位进行无死角、全覆盖监控，“在线实时监
督”不合规行为，对高空抛撒垃圾的行为也有
很好的监督制约作用。

广泛动员
三种宣传方式发动全民参与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金沙湾
小区深入群众，全面发动，推出垃圾分类宣传

“三部曲”：一是定期入户宣传，督导员入户发
放宣传单，对分类不准确的居民上门劝导解
说，借助便捷道具随机宣讲家庭垃圾分类知

识，接地气又趣味十足；二是营造浓厚氛围，
借助小区宣传栏、墙壁、灯杆、长廊等空间，设
置垃圾分类宣传标语，彩绘垃圾分类漫画进
行潜移默化宣传；三是举办丰富活动，定期开
展 垃 圾 分 类“摆 摊 教 学 ”活 动 ，通 过“有 奖 竞
答、垃圾分类投放小游戏、发放小礼品”等互
动环节宣传；编制老少皆懂的顺口溜——“垃
圾分类三字经”，方便居民口口相传，让居民
对 垃 圾 分 类 从 认 知 转 变 为 行 动 上 的“ 新 日
常”。

通过积极探索，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
用，团结广大党员群众共同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之一，“一领三动”特色工作模式让垃圾
分类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画卷上的一抹亮
色。 □专题

上杭县通贤镇：强化涉毒要素管控 确保全镇“无毒”
为确保全镇“无毒”，近日，上杭县通贤镇开展创建“强化涉毒要素管控，争

创无毒通贤”活动。一是落实对全镇社会面吸毒人员和可能涉毒重点人员每月

一走访，确保人员管控到位。二是落实对全镇重点场所每周一巡查，并利用无人

机不定期在辖区内进行巡查，确保辖区内无制毒窝点和种植毒品原植物。三是

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宣传、进校园宣传，营造全民参与“无毒”创建的浓厚

氛围。

（范心宇） □专题

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乡：开展河道沟渠清理整治
近段时间，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乡组织专职打捞队对河道沟渠两侧水面垃

圾漂浮物、杂草等进行清理打捞，并调配 5 部货运车辆及时清运，进一步提升全

乡环境卫生整治水平。同时，落实“河道沟渠立巡立改”举措，该乡不断强化巡查

力度，督促沿河两侧餐饮店做好餐厨垃圾收集过滤，并聘请专职人员不定时巡

查沿河保洁情况，切实整治泔水及垃圾乱倾倒问题。下一步，百崎乡将引导餐饮

店加强自身管理，发动当地百姓一起来监督，实行有奖举报，并加大宣传，强化

居民的环保意识，共同营造干净整洁的居民生活环境。 （骆泽锋） □专题

福州市公安局大力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智慧化
福州市公安局深入贯彻科技兴警战略，持续坚持智慧赋能，多向发力推动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智慧化、高效化。开展“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
伸”活动，大力调查研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工作中的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工
作流程举措；研发线上 e 体+治理平台，实现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简约化、无纸
化；强化大数据建模服务实战，智能指引警力对流口管理重点区域、外来人口
密集区域进行走访，靠前消除社会风险隐患。通过扎实广泛的调查研究、便捷
高效的智慧化流程重塑、精准滴灌式的现场工作，流口服务管理工作不断提档
升级。 □专题

晋江市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验收工作
今年来，晋江市水利局通过强化统筹部署、强化业务指导和强化项目推进

等举措，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2023 年 1 月—10 月，44 个农村生活污

水管道工程通过初验，14个通过终验，初验率达到 80.5%。

制定印发《晋江市 2023 年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实施方案》《农村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问题整改方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整改攻坚行动方案》等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整改专项攻坚

行动。

结合开展“一堂好课”，按片区每月不定时开展送技术服务。并及时补充变

更未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区域，跟踪各难点、堵点，确保问题逐一解决。

重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未完工项目和二期工程建设。坚持能验即验、

应验尽验，指导各镇（街道）按相关规定抓紧推进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确保管道

尽快运行。 □专题

11 月 8 日上午，第二十三届中国（南安）
水头国际石博会暨石设计周在福建南安市
石材产业展示中心正式开馆，此次展会将持
续至 11月 11日。

据悉，本届石博会以“石未来 新水头”
为主题，吸引了 400 多家国内外参展商，涵盖
石材、陶瓷、机械、设计等多个行业。此次展
会以世界石材全产业链交互平台的产业定
位，链接更多国内外资源，打造“石”机与商
机的完美合璧，创造石材人交流分享的平
台，引领石材产业趋势发展。

为确保保供电任务圆满完成，国网南安
市供电公司提前与主办方沟通协调，了解用
电需求，制定详细的保供电方案，组织人员
对涉及保供电的线路设备开展巡视测温，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及时进行消
缺、整改。

同时，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双满意”（南安
海丝之光）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24小时通信畅
通，保电车辆现场就位待命，做到应急抢修的物
资储备充足、人员分工明确，切实做到为石博会
提供优质的供电服务保障。 （傅泓源）□专题

南安供电：全力保障国际石博会供电可靠 声 明
何蕊香、王孟锦房屋坐落于福州

市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道头路，未办

理产权。2017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

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亭江镇

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 (亭江棚屋区安

置房工程(西亭康城)A 标段)3#楼 1501
单元、B 标段 6#楼 1102 单元。现申请

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

在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

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何蕊香、王孟锦

福建省简称“闽”。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历史上五次为都，
故曰“闽都”。

居于闽中地区的福州方言是中国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它
于唐末五代时期就已基本定型。福州先民除了原住民——古闽
人、闽越人之外，大多是华夏民族发祥地——中原移民的后裔。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福州处于偏僻的东南一隅，远离战争，千
山万水阻隔了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流，从而让福州方言既保留
有古闽越族的语言，也有魏晋之前早期移民带来的古吴语和古
楚语，并大量保留了公元 3 世纪以前的上古汉语和公元 4 世纪
到 9 世纪中古汉语的发音与文字。因此，福州方言被语言学术
界称之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实至名归、毫不为过。

文化是国家的象征和旗帜，方言乃是地域文化的基础
与特色。我致力于闽都文化和福州民俗研究长达 30 年，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发感受到福州方言的博大精深和福
州俗语的包罗万象，犹如一部读不完的书。作为生于斯、长
于斯的福州人，我为它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福州先民勤于耕种、善于创造，运用俗语多用新奇跳脱、
风趣幽默的比拟手段，塑造出了意想不到的语境，达到了出其
不意的效果。这些俗语形式不拘、长短不一，带有明显的节奏
感与韵律感，有的对仗完整，有的通俗易懂，既有天马行空的
豪放，又有循循善诱的严谨，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和意蕴
绵长的方言韵味，遍布在福州十邑广袤的城乡，充满了浓郁的
生活气息。

如今，它的声音更是走向了世界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凡有
福州人居住的国度，都能听到福州的方言和它的俗语，让他们遇
见乡亲似重回桑梓，能够在交流中起到调节情绪、活跃气氛的作
用，甚至在争议中“一笑泯恩仇”，体悟着“美不美，家乡水；亲不
亲，故乡人”的真切情怀。

福州俗语所言的比喻雅俗俱全，指代的对象也无所不
含。如用“上厝一斗米，下厝一斗糠”来比喻一个人的生活拮
据和邻里间的团结友爱；用“三月天，后奶面”比喻天气的阴
晴速变和孩子面对后母的惧怕；用“七人吃饭，八人当家”比
喻政出多门的无奈；用“南风南斜，北风北斜”比喻一个人没
有自己的主见和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生命的危险。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我出生在于山的白塔脚下，浸濡着福州的方言、领悟着俗语
的内涵与魅力长大。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期间，语音组的
五位老师居然全都是福州人。他们除了教我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和语法外，还从学术上跟我讲述福州话的前世今生和它的奇异
妙用，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我始终牢记福建师范大学荣誉
资深教授、原校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征老师对我的勉励：“要
把地方文化坚持搞下去，这些才是对社会和后人有用的。”

目前由我专著、主编、合著出版的 80部书中，闽文化、闽都
文化、民俗文化、福州方言类就占了近一半。这部《闽都俗语纵横
谈》是我与福州方言文化研究学会会长张庆标共同商议、倾力修
撰而成的。书中俗语大部分选自 2017年闽侯县政协组织编写的
《闽侯俗语》（内部资料），有些内容与福州方言（各县区）的口头
表达不尽相同，但所指代的对象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地方方言和常用俗语也逐渐淡出了
我们的生活，甚至有濒临消失的危险。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
书，意在挖掘和抢救，旨在弘扬与创新。我们的目的是想将一些
经典、有益的福州俗语及其中所蕴含的处世哲理呈现给大家，
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与赓续，为家乡福州打造闽都文化
国际品牌添砖加瓦。

是为序。
（作者系闽江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原文有所删减）

《闽都俗语纵横谈》序
□赵麟斌

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序与跋

作者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
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以“社会”这一微细的
单一概念为基础，对清末报刊和著作中使用“社会”一词的频
次进行量化分析，揭示了“社会”逐渐取代“群”“人群”等词的
原因，再现了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对“社会”概念的讨论，
呈现晚清民初各种思想和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

《“社会”的发现》
承红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20世纪之交是一个旧学衰落、新学纷争的时代。在西
学冲击下，出现“国粹”“国学”等概念。本书聚焦于“国学”，以
此为“抓手”，剖析“国家与学术”的时代主题——什么是国学？
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国学自身怎样“走向世界”？在
一连串追问之下，作者向读者传达出“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
代特征”这一在清末民初表现最为明显的面相。

《国家与学术》
罗志田 著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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