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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文 化 产 生 于 中 华 民 族 不 为 无
因，一是因华夏大地广袤而肥沃，华夏
民族以农立国，期盼安宁和睦、风调雨
顺 ；智 者 治 国 亦 唯 仁 政 王 道 、敬 天 保
民，祈求赐福降祥，中华福文化遂应运
而生。

考古发现证明，福字的初文就是先
人手捧酒尊，致祭于天地神祇和祖宗鬼
神，祈求赐福降祥、荫庇护祐子孙后代。

上古时代举行的祭祀祈福活动，是
由商周王室专职的巫、史、卜、祝等贞人
主持并记录的。在占卜时钻灼龟甲牛骨，
审视裂纹，观察走向，作出吉凶否泰、是
非可否的判断。这些占卜的规律性答案
或结论刻在龟甲牛骨上，久而久之，形成
了最初的表意符号，渐渐成为文字。

古人原初的祭祀祈祷活动，表明他
们开始有了自觉的精神崇拜意识，还由
此发明了表达意识内容的载体。其意义
十分巨大，标志着华夏民族已经走出迈
进文明门槛的第一步。

甲骨卜祀的记录作为先人表达思
维意识的符号，就是汉文字的滥觞，由
此奠定了先民思想意识和汉语思维的
基础。《淮南子》载：“昔者仓颉作书，而
天雨粟，鬼夜哭。”当然，把汉字的发明
归功于个人是不可信的。汉文字应是
司祭、贞人的智慧创造，以之喻为产生
惊 天 地 、泣 鬼 神 的 奇 异 效 应 ，则 近 似
之。说汉文字是先人祈祷福祉的产物
实不为过。

古代祭祀祈福是一项盛大而隆重
的仪典，必须伴有礼乐，既为娱神，也以
自娱。在古人看来，天地神祇和祖宗神
灵无形无影，它们所能感受到的应是馨
香和音声，所以要有上香和乐舞的表演
活动；供奉的食物以香味达于神灵，所
以要新鲜丰洁。出于同样的虔诚心理，
先人认为祈福祭祀作为一项庄严肃穆
的活动，其礼仪和伦序是不可或缺的，
因而历经多时的累积叠加程序逐渐趋
于周密详审。祭祀过程不但有周详繁缛
的程序，更有严格而固定的部班站位和
礼敬的伦次秩序，从而体现有条不紊的

伦理次序和行为规范。
先民以为非如此不能表达对天地

神祇和祖宗神灵的虔诚敬仰之情。祭祀
是庄重的祷告方式，也是必要的仪式，
由主祭官统一指挥，就班肃立，跪叩鞠
躬，行礼如仪。众人的班次按爵秩尊卑、
血缘亲疏排列，行礼依号令起兴进退；
过程还伴有音乐舞蹈，鸣钟击鼓、敲击
弹奏、祝颂吟唱，庄严而热烈，让人产生
敬畏、思慕和缅怀之心。

古人云：“礼别尊卑，乐殊贵贱。”庙
堂之上、宗祠之中，最讲究的就是尊卑、
贵贱，因为上古是血亲社会，王室按同
一血缘的亲疏远近任官赐爵。礼乐是祈
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礼乐制
度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礼仪
制度肇端于上古的祭祀活动，风行于庙
堂之上市井之间，所以历史悠久；其内
容虽已由繁趋简，又有雅俗之别，但其
形式或程序至今相沿不替，留存于世风
民俗之中。

中华文明的两大基本标志是文字
和礼制，都源于上古初民时代的祭祀祈
福活动，充分证明中华福文化历史悠
久，影响深远，直接肇造中华原始文明，
又对其后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
作用。

更重要的是，文字和礼乐的创制和
传播离不开当时的“知识分子”，因此祭
祀祈福活动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成
果就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
群体。上古最初的知识人士，其实就是
巫、史、卜、祝等一班围绕祭祀祈福活动
而存在的“识字”“知礼”的文化人。其后
的古典文献、诸子学说正是借助他们的
记录，通过文字表述而流播的。

所谓儒家，正是从巫、史身份脱胎
而出，成为专司整理诠释和传播古代
坟典文献的群体。商周以后，中华文明
的迅速发展与广泛传播，颇赖儒家与
诸子学者的精心撰著与热情教化。由
此产生了上古时代的中华文化元典：
诗、书、礼、易、春秋、乐，这些典籍传承
几千年，长盛不衰，构成中华文化的主

脉和基础。自古及今后学者对其进行
无数的诠释和解读，所著书籍汗牛充
栋，即此可知它们在中华文化史上的
权威地位。

随着祈福活动的频繁进行，内容不
断增加，要求逐步提高，文人自身也在
充实知识、传承业务、扩大队伍，在世代
传衍中，人数不断增加，形成数量可观

的群体。有观点认为，这一群体中的部
分人就是后世儒者的先驱。汉许慎《说
文解字》称：“儒，柔也，术士之称。”唐颜
师古曰“凡有道术者皆称儒”，正如今之
所称“学者”。因为上古占卜过程和对占
卜结果的诠释包含了广泛的内容，涉及
诸多领域，由此而造就具有各方面知识
的专门人才。诸子也者，就是分为诸多
门类的学者先生。

随着时代推移、社会进步，层累地
积聚起来的知识，分野而成多种学科与
门类的专业文化知识。由此可知，经过
夏、商、周三代 1000 多年的知识积累和
学科分蘖，其丰富与深刻程度可以想
见。因此到春秋战国时期，自由的思想
研究与知识传播，开明的学术交流与学
派争锋，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爆
发的高潮，诸子立说、百家争鸣，各逞其
辩才与学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以前长期的
学问积累和人才储备，没有旧有专制
制度的解体和常态传播、自由争鸣的
社会文明条件，是很难出现文化昌明
的盛世的。福文化在其肇始阶段因为
促 成 了 众 多 学 术 群 体 的 形 成 ，如 儒 、
墨、道、法、兵、农、名、医、杂、纵横、小
说等上百种学术门类，中华文化因此
空前繁荣。诸子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创造者和载体，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播
者，为中华文明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

如今，对福祉的追求几乎关涉所有
人群，福文化泛化而为不分时空的存
在，如同阳光、空气一样，随处可见，为
人所需。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创造，普
及于世界，嘉惠于大众。由上可见，中华
文化是祭祀祈福发其端，更由世代相传
的福文化活动延其绪，进而有文字的出
现、礼乐礼仪制度的产生，更进一步则
有作为知识载体和文化传播者的出现。
这一系列文明事象与文化形态的存在，
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延
绵不绝的文明传衍，并且随时代发展而
日见创新与壮大。

“福”：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卢美松

父亲有句口头禅：身在福中！
父亲这么说，自然有他的道理。父

亲小时候体弱多病，家人便给他起了个
小名阿福，希望福运能伴随着他。

说来也神奇，这个小名确实给父亲
带来好运。

父亲总说，自己是个很有福气的
人，还在闽清上高中时，因为机缘，幸运
地成为公安干警学校的学员，后来又成
为省城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峥嵘岁
月，父亲工作热情高涨，经常出差在外，
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来时，他总
喜欢来到后院，看母亲在屋外的园地里
穿梭忙碌，看年幼的我和弟弟在果树间
嬉戏，不禁感慨：“我们身在福中！”

“身在福中”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
话语。不过，这句话有时也有个后缀“不
知福”。那时的我，如果嫌饭桌上什么菜
不好吃，父亲总会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
拍，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仔细观察
过父亲的表情，发现他说“身在福中”
时，脸上荡漾着幸福与满足的表情，可
当“不知福”三个字冒出时，脸部的表情
立即晴转多云，那板着的面孔让人生

畏，我急忙低下头，不敢再出声。
不过，父亲也将对子女浓浓的爱，

融入到他对“有口福”的淳朴理解中。城
中心的西餐厅开业时，我嘴馋得不行，
缠着父亲带我过把瘾。父亲经不起软磨
硬缠，终于答应我的要求。去西餐厅吃
饭那天，我穿上新衣，跟过节似的。父亲
看着我大快朵颐地饱餐，自己却少动筷
子，只笑盈盈地说：“孩子，你是身在福
中哟！”

父亲多次调动工作，我们全家也跟
随他的脚步搬家。在莆田时，一家四口
住在一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厨房
离屋子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打水、洗菜、

洗衣服，都要靠公用自来水龙头。日子
虽然过得清贫艰苦，但其乐融融。回到
福州，全家人又挤在一套 30 多平方米
的小房子里。住房条件和之前相比大有
改善，父亲很知足。再后来，我们又从
30 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搬到一套 80 多平
方米的新房。搬家那天，全家兴高采烈，
父亲喜形于色，喃喃自语道：“住上了这
么舒适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等到
我工作，搬进装修好的新家，请父亲来
参观时，他连连发出感叹，语重心长地
叮嘱我：“孩子，身在福中要知福！”

身在福中——从年少到成年，我
终 于 理 解 了 父 亲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这 句

话的含义。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福是物质生活的点滴改善与提
升，福是努力工作之后的成就感与满足
感，福是家人在一起的和睦与温馨……
时代在前进，人们也实现着对幸福追
求的一个个小愿景，收获着一个个小
确 幸 ，迈 入 美 好 生 活 ，收 获 满 满 的

“福”。
放眼有福之州，更是如此。一座座

旧城新生、一条条大道如虹、一个个公
园如画、一所所学校建起，百姓的日子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黑灰

“的确良”到时尚个性的服饰，从果腹到
舌尖上的享受，从难得出远门到说走就

走的旅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何为福？我想，身在有福之州，是最
能够体会到福之含义的了。每逢周末，
到福州各处走走看看，游走在“闽江之
心”，只见光影迷幻，传统古韵与时尚活
力在这里交汇融合；徜徉在上下杭，月
光和灯火缠绵，水雾和灯火影影绰绰；
行走在三坊七巷，那里的白墙灰瓦，如
耳语般低低倾诉着千年间悲欢离合的
过往……真正让人感觉到，福州是一块
福地。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幢
又一幢古色古香的住宅，都蕴藏着一个
个温暖的“福”字。

在这块福气宝地上行走，总会觉得
特别的舒心与温暖。走累了，去温泉池
通身一泡，舒筋活血，彻头彻脚红通通，
十分幸福和舒爽。从温泉浴中出来，再
来到小吃店，要一碗福州特产鱼丸拌
面，听一曲旋律优美的《有福之州》，遥
望远方的福道在山上盘旋，小灯笼似的
福橘高高挂在树枝上。那一刻，脑海忽
然闪出父亲的影子，他一字一顿地对我
说：“孩子，身在福中要知福哟！”

身在福中
□林朝晖

六岁时，我便被母亲领着去看地，
地就在小村的河湾边。她说，这个世界
很大，人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地，
我能有一片地是我的福。那意思我清
楚，是时候跟着她一起下地干活了。村
人遇到母亲也会说：“娃能下地了，您就
要享福咯。”

在吃食都源于地的村，有地便是有
福。一道道长短不一的田埂将地阻隔，
仿佛一条条涌动的血脉，交错延伸，连
接着粮食、劳作和希冀。我走在田埂上，
望着那小块小块装着水的地，当时秋
天，地里不仅装着水还装着正在逐渐转
黄的水稻，看上去浩浩荡荡，金灿灿的，
那是我们全家人播下的希望，也是大半

年都在渴求得到的宝藏和福气。
从河姆渡那里开始，每一株稻子就

知道将与人产生永远的羁绊。这种羁绊
于人而言，是生命得以延续的万世之
福。稻子从育芽开始，然后是秧，后来变
成禾。经由茎秆从根部吸取水分和营养
后，抽穗灌浆，等到饱满的颗粒压下来，
它们就弯下了腰。稻子的意义，好像都
集中在那根稻穗上，这根稻穗是人与地
缔结的契约，承载着人一整年的时间和
汗水的意义。

记忆中，面对粮食——稻、薯、豆，
祖父脸上的表情总是微妙，庄严中隐着
微微笑意，那是一种对粮食对自然的虔
敬，这份虔敬嵌在了岁月里，经由脸上

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褶子表达出来。祖父
自然不懂《诗经》中“我仓既盈，我庾维
亿”“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描绘的那种
丰收喜悦的雅致。但在年成时，我真实
感受到祖父麻利动作下那颗激烈跳动
的心，因为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回应，有
了实实在在的回应。这是生命的福报和
延续。

或许是幼年就与地和粮揉在一起，
一直以来，我都感觉粮食不简单地只是
粮食，它们是鲜活的。从在人的手中孕
育，一路生长到结出果实滋养了人的生
命，它们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在田里
劳作时，我经常可以感受到粮食的生命
韵律，比如割稻的时候，一颗颗鼓鼓囊
囊的谷粒，藏在一穗结实的稻穗里面，
剥开来看，谷粒还带着一点点青涩和潮
气。凝目良久，仿佛可以看到它们的一
生——它们是如何在暗夜里紧紧挨在
一起相互扶持的，它们在细雨中聆听骨
节生长时所发出的声音，在阳光灿烂的
时候随风舞蹈……

有地就有粮，有粮就有了福。这与
《说文解字》中对“福”最初的释义——
“福”同“腹”，即吃饱肚子、吃饱是福是

相符的。我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彼
时已是仓廪丰盈、衣食富足。我的记忆
里，储存着许多粮食的味道，那是幸福
的味道。

童年时，一个大家庭用一方土灶一
口大铁锅做饭。天蒙蒙亮，米香顺着门
缝墙缝爬上了床，把我们唤醒。母亲用
笊篱将半熟的米饭捞进饭甑，炊成干
饭。余下的米汤抓一把糟菜扔进去，再
撒几颗粗盐，就成了下饭的糟菜米汤。
不忙的时节，母亲也会搓上几个饭团，
内里裹着几个黄豆大的老红糖，软糯香
甜通过舌尖一直穿到内心深处……

每年水稻收成双抢时，晌午过后，
母亲会担着稀粥来到田里。这粥是母亲
一大早就煮好了的，放入水井里凉了一
个上午，是再好不过的解暑佳品。稀粥
就着黄竹笋干，“呼噜呼噜”一口气好几
碗便倒进肚里。有时，母亲会加些鱼腥
草或是淡竹叶之类的中草药，喝了能防
暑解渴，驱散了不少刈稻的辛苦。

饭与粥只是稻米作为食物最简单
的呈现方式，母亲总是能把各种各样的
粮食，做出令人感到温暖与幸福的味
道。不止我的母亲如此，村里的每一位

母亲都可以。
腊月初七的晚上，母亲将大锅除

灰，里里外外刷洗干净，准备煮腊八粥。
她把阁楼里存着的所有种类的米、豆都
各抓了几把，有时实在攒不到八样，就
用南瓜、红薯来凑数。煮腊八粥的过程
中，母亲要手持一把大铁勺不时地揭锅
翻搅。看着锅里沸腾的米汤慢慢收拢，
母亲手里的铁勺就要更频繁地动作，以
防止糊锅。当锅里米豆煮得蜜蜜融融
时，母亲就把灶膛里的柴火退去，留下
几个火炭将粥慢慢煨透。

吃 腊 八 粥 的 幸 福 感 是 难 以 尽 述
的。它被从大铁锅里一勺一勺舀到白
瓷碗中的时候，扑面而来的甜香让人
滋生一种幸福的眩晕感。但它又非常
烫，以至不能大口大口地吞食，只能带
着一种庄严的珍惜和恭敬，顺着碗沿
儿小口小口地吸溜，直到用筷子再刮
一刮碗底米豆相融后甜丝丝的丝缕，
然 后 抬 起 头 ，抿 住 嘴 ，认 认 真 真 地 回
味。母亲说，碗净福至，这碗里藏着一
生的福气。

衣食是福，这是我们的祖祖辈辈毕
生都在追求的生活极致。

衣 食 是 福
□郑雯斌

闽地自古有“海滨邹鲁，文献名
邦”声誉，历代俊贤辈出，皆以实践儒
家“福德观”为要旨，传续经世致用之
学术传统。许多世家大族无不重视家
风传承，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强调
诗书传家，以求福荫后代。

福 州 是 闽 省 藏 书 重 镇 ，私 家 藏
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的历史名扬
远近。藏书事业不同于一般文化，它
不仅仅是一个“专业”、一种文化现象
或一段小众历史，它代表的是一个社
会的文明状态。历代士人通过藏书以
饱览经卷，提升境界，此读书过程即
为增福之本。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
写 有 一 段 很 精 辟 的 话 ：“ 有 工 夫 读
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
学 问 著 述 ，谓 之 福 ；无 是 非 到 耳 ，谓
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这
是 关 于 读 书 是 福 的 经 典 论 述 。历 代
许多文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发出读
书 是 福 的 言 论 。如 福 州 文 人 林 宾 日
有 联 句 云 ：“ 清 茶 淡 饭 布 衣 裳 ，那 些
福老夫享了。”文人清闲时多与书籍
为 伴 ，故 知 其 中 也 潜 藏 着 有 闲 读 书
是 福 的 理 论 。近 现 代 海 军 将 领 陈 季
良笔下的题花厅联也直白地写出有
闲 读 书 为 福 ：“ 竹 里 静 消 无 事 福 ，花
间补读未完书。”

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有“一代
福人”之称。清王叔兰贺梁章钜七十
寿 联 云 ：“ 二 十 举 乡 ，三 十 登 第 ……
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
多暇日。”梁章钜喜读书、勤著述、好
藏书，一生共著诗文近 70 种，藏书多
达 10 余万卷。陈寿祺是经学大师，林
则 徐 更 是 将 他 的 藏 书 楼 比 作“ 琅 嬛
福 地 ”，有 诗 云 ：“入 室 崔 儦 五 万 编 ，
琅嬛福地地行仙。”（林则徐《云左山
房 诗 抄》卷 二）而 龚 易 图 大 通 楼 、乌
石 山 房 藏 书 更 是 号 称 当 年 闽 省 之
最，直与清末江南“皕宋楼”“铁琴铜
剑楼”“八千卷嘉惠堂”媲美。龚易图
将 藏 书 作 为 传 家 之 福 ，交 代 说 ：“ 舍
此 他 无 术 可 嘻 ，贫 儿 骤 富 便 成 痴 。”
将藏书事业看作比封侯拜相还要重
要 。更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他 深 存 大 爱 ，
肯 将 自 家 藏 书 面 向 社 会 开 放 ，在 其
环碧轩大通楼上，曾有一联云:“藏书
岂 为 儿 孙 计 ，有 志 都 教 馆 阁 登 。”在
图 书 馆 事 业 未 发 达 以 前 ，此 实 为 造
福社会的举措。20 世纪 50 年代，龚氏
家 族 代 表 还 将“ 大 通 楼 ”藏 书 15000
余 卷 、4000 余 册 捐 献 给 福 建 省 图 书
馆，以福惠更多读书人。

福建自古文风兴盛，此文教之福
多赖于藏书事业。由宋迄清，我省著
名藏书家与藏书楼还有：莆田方氏藏
书楼、吴与书室、郑樵夹漈草堂、陈第
世善堂、谢肇淛小草斋，等等。古代学
人认为拥有藏书才是读书人完满的
生命状态，正如清人张金吾所说：“藏
书者，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也。”据相
关统计，仅宋代福建藏书家就有 107
人，明清两代更是书楼林立，藏书家
辈出。

藏书事业生动诠释了中华福文
化的内涵。为读书而藏书，是学人共
同理想，也是这批群体的养福之资、
致福之路、造福之进阶。他们潜心书
事，在藏书、读书的过程中乐享清福，
同时通过读书以求经世致用，为社会
谋求福祉。

一段书香
可致福

□陈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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