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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一格
行走的头顶小花园

蟳埔女与惠安女、湄洲女被合称为“福建
三大渔女”。在蟳埔村这个以打鱼和滩涂养殖
为主的小渔村，蟳埔女又称“鹧鸪姨”“蟳埔阿
姨”。“簪花围”是蟳埔女佩戴的一种鲜花头饰，
色彩斑斓、造型大方，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
获得许多年轻人的青睐。“现在女生们的手机
相册里要是没有一张‘头顶花园’的照片，都不
好意思说自己来过泉州。”山东女孩伍敏婷和
闺蜜利用元旦假期到泉州旅游，4 天的行程
里，1天半时间在蟳埔。

清晨，冬日的第一缕暖阳刚刚给古村镶上
一圈金边，小巷两边经营簪花围生意的店家已
经搬出各式花环、饰品，将挂满蟳埔特色服饰
的长衣架推到院子中央，再插上 LED 招牌的
电源，忙活起来。

“今年年初（2023 年）还是 8 点开门营业
的，如今在每天不断增加的客流量推动下，开
店时间被一点点提前了。”蟳埔花米文化馆的
秀珍奶奶年逾花甲，但依旧保持早起的习惯。

“好在年轻时讨过海，习惯了半夜两三点
起床。”从海里“上岸”做起簪花围生意后，秀珍
奶奶忙碌异常。她边和伍敏婷说着，边往炉子
上架壶烧水，迎接当天第一拨预约客人的到
来。那双常年浸泡海水、布满裂痕和厚茧的双
手，在簪花围时却格外灵巧，速度惊人，“最快
时 3分钟就能盘好一个发髻，高峰期 200多人，
一天下来这双手就没停过”。

花米文化馆所在的这条小巷长不过百米，
“簪花围”霓虹灯或是 LED 字牌不时映入眼
帘。拐出巷子来到主街，文化艺术中心、新概念
餐厅、民俗体验馆、工作坊、簪花铺、海鲜店、小
吃店、研学基地、摄影写生所、采风创作基地、
文创园等招牌随处可见，铃声、吆喝声此起彼
伏，店门前摆放的海货和鲜花奇妙又和谐。

夜幕降临，蟳埔村里铃声、吆喝声更甚白
天，不时路过的电瓶车上满载着服饰各异但头
顶都装扮了簪花围的八方游客，五湖四海的口
音五花八门，大裾衫、纱丽服、娘惹服、傣服、马
面裙……人山人海里，手举“长枪短炮”的摄影
师们随客而行，时而抓拍精彩瞬间，时而摆拍
凹个造型。

“村里的网红打卡点大都是由这些‘讨生
活’的摄影师挖掘的，他们在网上发布的大量
美照实实在在带火了村子。”为伍敏婷和她的
闺蜜拍照的摄影工作室老板说，“这条长就几
十米的寻常小巷，坐在小马扎上候客的摄影师
多的时候能超过 100人。”

一簇簇鲜花戴在头上，像一座行走的小花
园。蟳埔女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头饰，每逢喜庆
的日子都要戴上 5串到 7串不同颜色的花环来
庆祝，即便是寻常的日子，也不忘戴上两三串
来装饰自己。

古老而独特的簪花围习俗是怎么形成的？
有的说是因为当年阿拉伯人在泉州种植

了奇花异草，分给蟳埔女簪戴才有这样的习
俗；有的说是因为当时官兵围剿，人们四处逃
散，头发都散了，蟳埔女将头发一卷，随手拿了
地上的木棍插在头上，就演变成后来的象牙
筷；有的说是宋代杨文广与杨八姐“平闽十八
洞”时，东海之女效仿杨八姐的穿戴。

不管怎样，蟳埔女习俗文化被世世代代很
好地保留了下来。

2023 年初，《上城士》杂志发布封面大片，
著名影视演员赵丽颖头戴簪花围的造型惊艳
了世人，明星效应很快便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

“蟳埔女”“簪花围”热潮。随后，毛晓彤、黄圣
依、赵雅芝、陈都灵、沈梦辰、周雨彤、周韵、贺
聪、王冰冰、冉莹颖等一众明星和明星的粉丝
蜂拥而至，把这个安静的闽南小渔村送上了互

联网风口，蟳埔村的村民们千百年来的营生路
径也骤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峰期单日客流量超 4 万人次、车流量日
均 5000 辆次、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20%，小卖
铺的月租金从 1000 多元涨到 4000 多元，旧厝
的月房租从 2000 多元涨到 6000 多元……当

“人从众”的场景被具象成一个个数字，这场从
“花”中被唤醒的“火”也变得更加直观。

“蟳埔女习俗”文化推广使者蒋玲玲介绍
说，早期的蟳埔女从十一二岁开始就会将秀发
盘于脑后，系上红头绳，梳成圆髻，穿上一支

“骨髻”，另用鲜花的花苞或花蕾串成花环，再
以发髻为圆心，圈戴在脑后，多的有四五环，把
头上打扮得犹如一个春意盎然的小花园。蟳埔
女服饰则简朴宽松，上衣为布纽扣的斜襟掩胸
右衽衣，衣的下沿呈弧形，俗称“大裾衫”；裤以
黑、蓝色为主，裤筒宽一尺左右，裤头多用白、
蓝色，其宽比腰围大一尺，便于海滩劳作、挑担
行走，整体既简单实用，又不失女性柔美风韵。

蟳埔女簪花围一般随季节变化采用应季
的四时鲜花制作。由于有了蟳埔女簪花围的
这个市场需要，蟳埔村附近还有村庄开始专
门种植簪花围四季更替用的花——品种主要
有素馨花、玉兰花、菊花、含笑花、粗糠花……
曾经寂寥的千年渔村，正蹚出一条新的致富
振兴路。

异域气息
传奇的牡蛎壳房子

时近腊八节，今年的冬日异常温暖。迎着
和煦温润的海风，来自怀化的“湘妹子”毛郁萍
和男友一下动车就直奔蟳埔村。走在曲曲弯弯
的古巷中，眼前出现一幢幢奇特的房子。房子
的形制与传统的闽南红砖房无异，花岗石砌就
的墙基，红砖齐整码砌的窗框。与众不同的是
墙体，放眼望去尽是一扇扇像鱼鳞似的独特墙
面，近看方知是用一块块贝壳形的材料黏合而
成。墙面边角峥嵘，锋芒毕露，触感坚硬，凹凸
有致。这便是蟳埔村最有特色的蚵壳厝。

“蚵”是软体动物门双壳纲牡蛎目牡蛎科
的通称，台湾及闽南小吃“蚵仔煎”的“蚵”便
是此物，“壳”是贝壳的意思，“厝”在闽南语中
意为房屋。“蚵壳厝”即闽南话用牡蛎壳建成
的房子。

蟳埔村位于晋江入海口，早在宋朝就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近山识鸟音，近
水知鱼性。”蟳埔村民世世代代以渔为生，习惯
在波峰浪尖讨生活。不过，修建蚵壳厝所用的
牡蛎壳，却并非当地原产。

泉州、厦门一带素有以海蛎为食的习俗，
但当地的海蛎个头较小。在蟳埔村的许多村民
家门口，“蟳埔阿姨”们会手持铁制的撬棒把海
蛎壳撬开，将其中不过蚕豆大小的海蛎肉挖出
供食用。这种小号的海蛎是当地特产，也是“蚵
仔煎”的正宗食材。

1291 年，马可·波罗由海路到中国，经过
刺桐城时，他曾如此形容：沿岸有一个港口，以
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其港有大海舶百艘，小
者无数。

刺桐自周秦两汉建置，唐朝时成为世界四
大口岸之一，宋元期间成为东方第一大港。700
余年后，刺桐更名为泉州。

瓷器是当年刺桐港最为主要的出口货物，
出口数量惊人。瓷器由刺桐港装船出运，可一
路南下至东南亚、印度，乃至东非、地中海地
区，再转往欧洲。

为了避免航海途中瓷器颠簸受损，当时的
航海人想出了独特的包装方法：在打包好的瓷
器夹缝中撒豆子，临行前几日浇水，豆子不日
发芽。随着船舶一路前行，豆芽紧紧缠住瓷器，
使之不会相互磕碰。运输瓷器本身已经很重，
加上豆芽，船舶由泉州出港时吃水很深。一路

售卖瓷器直至航程终点，船舶的载重达到最
轻，归航时，空船重心不稳不利于航行。为了保
证船舶的吃水和自重，航海人便在当地海边捡
拾牡蛎壳当作“压舱石”运回泉州。载回家的牡
蛎壳硕大坚硬，精明的蟳埔人充分利用，加工
成极佳的建材。海底的生灵和陆上的沃土结
合，便成了坚实的墙体。

对蚵壳厝颇有研究的蟳埔社区老人协会
原会长黄荣辉说，牡蛎壳筑墙一般采用混合筑
法，内墙为杂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牡蛎壳凸
面朝上，层层叠好，用糯米水和土搅拌后粘接，
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它可以保护内墙不受
雨水冲刷侵蚀，同时，白色的墙面因反射部分
阳光，降低了室内温度。从美学的角度看，灰白
粗糙的牡蛎壳清亮鲜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
讲，牡蛎壳不被虫蛀，坚固耐久，当地民间有

“千年砖，万年蚵”的说法。
经科学考证，蚵壳厝所用的牡蛎壳全部是

“舶来品”，泉州当地不生长大型牡蛎，而这些
牡蛎的老家可能是东非索马里沿岸，也可能是
东南亚的越南沿海。无论它们诞生于何处，都
已在蟳埔村安家数百年，也称得上是一段穿越
时空的缘分了，它们静静地看着这座淳朴的小
渔村，见证着几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穿行于蟳埔村的蚵壳厝之间，几抹艳丽轻
快的身影与午后的光影重叠，延续着古蟳埔渔
女之风。蟳埔百年红砖楼前，省内外游客络绎
不绝。来自宁波大学的硕士生伊静告诉记者，
这是她的毕业旅行，在微信朋友圈里一看到蟳
埔的蚵壳厝和“簪花围”视频就心动了，第一次
来福建就直奔蟳埔村，“实地体验，比视频展示
的还美，真是不虚此行”。

牡蛎壳在当地不仅被当作墙砖，还被用来
修葺花圃、鱼池，或结合其他“海鲜”做装饰之
用。走进一座座老房子，仿佛在听这些牡蛎壳
们述说历史。这种用有生命的材质建成的房子
冬暖夏凉，坚固美观，易建耐用，是蟳埔村风行
数百年的传统建筑，是大海对她所宠爱的子民
的丰厚馈赠。

毛郁萍告诉记者，她来福建之前做过攻
略，知道勤劳纯朴的蟳埔女叫卖的海鲜被公认
是上乘的，“蚝（海蛎）在你们这里被称为‘阿姨
蚝’。如果能买到‘阿姨蚝’，就是买到了最正宗
的‘蚵仔煎’海蛎。蟳埔女的打扮就是一种‘行
走的商标’，与其他的海鲜商贩区别开来。我们
前去买海蛎只要认准‘簪花围’，肯定就能买到
称心的海货”。

漫步蟳埔村，海天之间，随处可见身穿或
蓝或黑的“大裾衫”“宽腿裤”劳作自如的蟳埔
女，以及墙上打出的“今生戴花，活得漂亮”标
语；阳光之下，熠熠生辉的蚵壳厝向海而立，送
别过水手、商人和探险家，在潮涨潮落间见证
商船往来，贸易通达。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汇，
古泉州“潮涨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繁盛景象
在蟳埔变得真切鲜活。

非遗“潮”起
绵延传承的文化之魂

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蟳埔村的游客，学着
蟳埔女在头顶上秀一个行走的小花园，在光影
变幻的蚵壳厝前凹造型拍照片/视频，表面上
看到的是“形”，内地里钟情的却是“魂”，而“文
化+体验”进一步放大了她的价值。

以簪花围为“引”撬动文化富矿，用蚵壳厝
为“形”燃爆文旅热情。当传统非遗民俗以崭新
面貌步入新时代，蟳埔这个古老渔村精心守护
着的千年历史文脉，逐渐为乡村振兴之“火”注
入新动能。

“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东西塔对望究
竟多少年/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多少船驶出
了泉州湾……”泉籍乡愁诗人余光中的诗句，
恰似蟳埔村文旅经济发展的注脚——新时代，

五湖四海往来的旅人们，正在这里续写崭新的
故事。

当“簪花围”遇上“蚵壳厝”，给蟳埔村带来
新活力。当地政府进一步推进。

2023 年，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与蟳埔
社区成立合资文旅有限公司，通过租赁蟳埔村
闲置旧房屋，盘活资产运营，打造蟳埔文化旅
游村。对于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地区来说，如何
在保留当地文化特色和人文历史风貌的同时
进行适度的商业开发是一个绕不开且带有普
遍性的核心话题。

一地走红，最考验当地政府应对客流高峰
的管理能力。2023 年“五一”小长假前夕，蟳埔
村所在的丰泽区为应对客流高峰提出了“一揽
子”方案，包括成立临时指挥部、优化停车环
境、加大保洁和占道经营整治、提供微公交接
驳服务、制作旅游导览图和停车场、公厕等基
础设施导向牌等等。为避免“乱砍价”“宰客”的
现象发生，政府层面多次召开会议规范簪花、
餐饮、民宿等业态的价格。

为推动蟳埔民俗文化保护区取得新突破，
当地政府牵头组织成立党员先锋队、簪花巾帼
志愿队、海上青年突击队、蟳埔女子民兵队、民
俗技艺巧匠队五支自治队伍，搭建群众恳谈
会、党员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社区监事会等协
商议事平台。

随着蟳埔知名度的不断扩大，泉州市趁热
打铁，通过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线上直播和
吸引游客到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传播蟳埔
习俗；簪花围体验馆开办到了厦门、漳州、福州
等周边城市，拉动餐饮、酒店、民宿等产业发展。

2023 年 12 月 25 日 ，泉 州 市 丰 泽 区 委 常
委、宣传部部长庄泓鸿在北京向海内外嘉宾详
细介绍“花 Young 丰泽”独特的文旅品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蟳埔女习俗”，推介丰
泽区丰富的影视文旅产业资源，并现场发出诚
挚的邀请：“这是我们可爱的‘小蟳埔女’，请将
她带回去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知道

‘簪花围’，喜欢蟳埔，爱上丰泽。”伴随着现场
热烈的掌声，庄泓鸿和几位头戴簪花的小姐
姐，共同为嘉宾送上蟳埔女文化 IP。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以来，丰泽区通过
举办“海丝·蟳埔”民俗文化节、影视文旅产业
推介会、“蟳见世遗 悦见丰泽”世界旅游小姐
采风、蟳埔海鲜啤酒节、渔人码头市集、蚝厝边
闽南语乡村音乐节等活动，实现全网总曝光超
20 亿次，67 个来自央企、民企的影视文旅项目
完成签约，总投资额 263亿元。

非遗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与
当地的社会、人文、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为了让
非遗“动”起来、“活”起来，泉州市相关部门出
台了蟳埔文化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将“蟳埔女
习俗”、妈祖信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蚵壳厝、
红砖厝等古建筑群纳入专项保护范围，建立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共同保护机制，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为核心，建设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进行整体
性保护，致力营造有利于文化遗产保存、发展
的大环境，使闽南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构
建起人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谐相处的文化
生态系统。

有人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蟳埔女
习俗”这次出圈，是这个小渔村穿越千年的呐
喊；也有人说，这更是源远流长的福建非遗向
新时代的又一次致意。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
数据显示，我省是非遗大省，共有 9 个项目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是我国
迄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三个系列
上获得大满贯的唯一省份。在当前流行的社交
平台上，以福建非遗为内容的爆款作品频出，
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
为新媒体传播的主角，由此注入丰富的时代内
涵，文化薪火也得以在其间绵延传承。

蟳埔的“火”，看似偶然，实非
偶然。“火”的背后，是“蓄谋已久”
与久久为功，更是千百年传承下
来的深厚海丝文化积淀。

2007 年，文化部批准设立第
一 个 国 家 级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 闽 南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蟳埔村被列入“整体性保护示
范点”。2008 年，“蟳埔女习俗”列
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在各级政府持续不断的宣传
推动下，每年平均有30多批次来自
国内外的新闻媒体、采风团、专家
学者等前往蟳埔拍摄、采风、调研。

作为非遗资源富集地，我省文
旅部门在完善非遗基础设施的同
时，积极探索合理利用好这些珍贵
资源，在“非遗+”融合发展这篇文
章中重点着墨，以非遗和旅游融合
发展为抓手，挖掘非遗内在生命
力，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
力，在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中感知
非遗，了解非遗内涵，由此激活传
统文化的内在强大生命力，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最大化释放
出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2023 年，蟳埔村等来了属于
自己的机会。明星的一组簪花围照，起到了“引信”作
用，让蟳埔村民长期守护的文化富矿开始“变现”。

“火”起来的蟳埔很冷静。蟳埔人清醒地意识到，
面对激增的游客量，既要立足本土文化，保持淳朴民
风不变，还要紧跟新形势，掌握新本领，进一步挖掘
利用“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宝贵资源，凝练出直击
情感的文化标签，推出更多适销对路的文旅消费点，
满足游客体验需求。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发展文旅经济恰逢其
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只
要我们坚持突出福建味，彰显地方特色，不仅当下的蟳
埔“火”会愈加畅旺，更多的“蟳埔村”也将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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