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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烟火半城仙，千古风华千古情。
临近春节，泉州西街人潮涌动，开元

寺内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
“打卡”世遗之城泉州，聆听导游讲述这座
千年古城的故事，感悟其博大精深的文化
底蕴。

“泉州古城的历史文脉能保存得这么
好，离不开一个人的无私付出与果敢坚
守。他就是1958年2月至1961年11月
担任泉州市市长的王今生。”对于老一辈
泉州人而言，特别是泉州本土历史文化界
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感怀王老对于文物
保护的那份坚守与真情——

“是他挡在红卫兵面前据理力争，开
元寺才没有遭到破坏。”

“是他主持重建了承天寺、崇福寺、威
远楼、少林寺等古刹古建，保护了泉州的
历史文化古迹。”

“是他牵头组建了泉州历史文化中
心、中国南音学会、泉州方言研究会、泉
州南少林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延续了泉
州文脉。”

“没有王今生老市长，就没有今天的
世遗泉州！”

……

王今生（中）在 1985年 6月召开的中国南音学会成立大会上，力陈南音的重要地位。 （资料图片） 王今生勘查北门通天宫宋代石经幢。该
文物1989年移至承天寺保护。 （资料图片）

“要砸开元寺，就先从我身上
踩过去”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
史。身为地方主政者，王今生是怎样倾其一生保
护泉州文物的呢？在泉州历史文化中心，10多位
与王今生有过交集的泉州历史文化界专家学
者，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关于王今生老市长
保护文物、珍爱文化遗产的动人往事……

1966 年，“文革”初期的一天，时任泉州市
委副书记的王今生接到报告，有一群红卫兵正
在开元寺门口，企图捣寺毁佛。得知消息后，王
今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用身子挡在了开元寺
大殿前。

“我向红卫兵讲述开元寺的历史价值、文
物价值，经过一番辩论，最后我说，如果你们对
此还有意见，我们可以函电请示周总理。”多年
之后，王今生在写给泉州鲤城区政协文史委诸
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我的劝说下，终于说
服了红卫兵，他们不但没有采取过激行动，反
而留下几个人来参加保护工作。”

“那天我父亲也在，他说当时情势危急，红
卫兵气势汹汹，几欲冲进大殿，是王今生老市
长据理力争，情急之下喝道：‘你们要砸开元
寺，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红卫兵这才冷静下
来听王老耐心解释。”泉州市木偶剧团原团长
王景贤回忆道。

之后，开元寺又两次遭到红卫兵冲击，为
保护佛像等珍贵文物，王今生便命人用竹篾将
佛像及大殿遮围起来并贴上革命标语，同时加
强了保护措施，这才让千年古刹躲过了一劫。

然而，在开元寺的不远处，承天寺就没能
逃过这场劫难，不仅庙宇被毁，就连铜佛都险
些被熔。“承天寺被毁翌日，文管会周海宇急着
来找我说，腐植酸厂将承天寺铜佛运去，准备
熔化。我得知后，即电话通知厂支书‘头脑不要
发热，要冷静对待，该铜佛不得熔化，要保护，
我即派人运走’。”在信中，王今生这样写道。也
就在当晚，泉州铜佛寺被砸毁。所幸，两座寺庙
的剩余佛像都被王今生连夜组织人手紧急运
走，送到开元寺水陆寺中保护起来。

“‘文革’初期，泉州市委对开元寺的保护，
有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没有确定负责人，由于我
是分管文教的副书记，自觉责无旁贷，义不容
辞。”在信中，王今生还分析了开元寺能得到保
护的原因，其一是有省政府关于开元寺保护的
文件，其二是泉州人民对开元寺、洛阳桥有着深
厚的感情，其三是时值“文革”初期，情势尚可控
制。而对于自己的挺身而出，他却只字未提。

后来时局动荡，王今生身陷囹圄多年，再
次归来已是暮年。尽管退居幕后，但王今生对
泉州的爱丝毫没有减退。他时常说：“比起战争
年代牺牲的同志，我是一位幸存者，我只求为
泉州人民做好事来报效泉州。”

1982 年，泉州被评为首批 24 座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这让王今生和当时一大批泉州文
史界人士大为振奋。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
掀起了一股旧城改造热，泉州也难免出现各种
声音，而王今生一直立场坚定：“名城不可再
生，毁了会后悔啊！”

“没有王今生，就没有承天寺
的重光”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文明资源。在泉州文
物保护的历史中，王今生和他的同事们有过抗

争，有过遗憾，更有过让文物再现芳华的激动。
曾经，一些历史文物遭受破坏，难以复原，

令王今生痛心不已。1983 年，王今生在接到时
任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
的宏船法师重修承天寺的重托时，二话不说便
应承下来，从此开启了长达 6年的重修之路。

那是王今生与宏船法师的第一次见面。看
着当年出家的承天寺只剩下断壁残垣，宏船法
师悲恸不已，凄凉地对王今生说：“王先生，寺
毁已成历史，就不再提了……你我合力把它修
复吧！”王今生感动于他的爱国、爱乡、爱教的
拳拳之心，不顾年届古稀，欣然应允。

在此后的 6 年间，王今生几乎把全部的心
血都花在了承天寺的修建上。在王今生看来，
复建承天寺最重要的是要还原其风貌。于是，
他不辞辛劳，收集资料，主持设计，亲自出面特
邀国家文物局著名文物古建专家杜先洲担任
该工程总顾问，邀请各方面的知名匠师，依照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版图的规制、形制和
工艺，精心组织复建营造。

“工地里几乎天天都看得到王老的身影。
他不顾年迈，卷着裤管就到现场去了，常常一
待就是一整天。”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传统民
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福建省泉州市古
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钦全说，“我所在的古
建公司，就是当时王老一手组建起来的。”

经过 6 年殚精竭虑，一座座古香古色的殿
宇拔地而起。其间，宏船法师回承天寺视察复建
工程时，老泪纵横地握着王今生的手一再感谢
道：“我万分相信你！”1990年 10月 23日，承天寺
重建落成开光，目睹盛景重现的宏船法师由衷
感慨：“没有王今生，就没有承天寺的重光。”

古刹重生的消息不胫而走，王今生的名字
也在祖籍闽南的海外侨胞中传开了，人们纷纷
找上这位无私的老人，希望他能继续主持修建
那些被破坏的古建古刹，王今生从不推辞——

1986 年，受泉州市政府委托，主持重建威
远 楼 ；1988 年 ，主 持 开 元 寺 落 架 修 缮 ；1992
年，主持复建泉州少林寺；1996 年，主持漳州
南山寺落架重修；2001 年，完成崇福寺修缮工
程……还有延福寺、铜佛寺等。

在离休后的近 20 年里，王今生主持修建的
殿堂楼阁多达 20 余座，成了国内地方上修复保
护古建筑的先行者、业界没受过系统教育的

“无证专家”。在此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闽南
古建筑的文字和实物材料，并组织专家写作了

《泉州古建筑》一书。
在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筹备时，他不辞辛苦，千

里亲送资料。著名古建专家马瑞田曾这样评价他：
“王老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批提倡修旧如
旧、维护古建筑的老行家，他对中国古建筑博物
馆、对保护中国文化和闽南传统建筑功莫大焉！”

如今，秉承王今生遗志，蒋钦全依托古建
公司，培养了一批古建匠人，承接的建设业务
遍布东南亚，已然成为文物古建修缮修建界的
生力军。“我们要发挥爱拼敢赢的精神，开拓进
取，让王老创建的公司为家乡传统建筑文化传
承作出更大的贡献！”蒋钦全说。

“他言传身教，团结了保护
文脉的泉州力量”

“泉州，包括周围若干古老的集镇，始自
晋、唐，延及五代，特别是宋、元以来，一贯是闽
南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上交通发
达，素称名港，存留有陶熔中外品类繁多的历
史遗址、文物、图集、谱牒和光辉绚丽的文化艺

术。”1983 年，王今生在写给时任中共福建省委
书记项南的信中这样描述泉州。

彼时，泉州刚刚被列入首批全国历史文化
名城，在深感振奋之余，纵观这座“疮痍满目、
濒于凋毁”的文化名邦，如何守护这份沉甸甸
的荣誉，赓续泉州地方文脉，王今生等有识之
士忧思万千。经过大家的讨论酝酿，一个成立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的倡议就此诞生。于是，
便有了王今生的这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明中心的宗旨：“以结集志士
学人，并负责筹集资金，逐步开展对地方历史
文化艺术及文物的保存、整理、研究、继承，对
历史遗址、古建筑、碑刻的维修保护，对文物的
收集维护、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等工作。”

不久，信件得到了省政府办公厅批复，省
委、省政府同意成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并明
确要求泉州市政府“给予必要支持，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和管理好泉州这座文化名城”。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很快汇集众多文史精
英，在他们的努力下，泉州南音研究会、泉州

方言研究会、泉州南少林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先
后 成 立 ，创 办 了《泉 南 文 化》等 刊 物 ，编 著 了

《泉州古建筑》《南少林寺在泉州》，出版《泉州
历史文化丛书》，40 年间，相关研究成果可谓

“遍地开花”。
其间，值得一提的是王今生对南音的传承

保护。早在解放初期，出身弦管家庭的王今生对
南音的传承就尤为关注。“上世纪 50 年代，王老
就成立了泉州市南音研究社，并在 1960 年抢救
性组建了泉州民间乐团，也就是泉州南音乐团
的前身。”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研究会
长、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在
他的鼓励和倡导下，泉州还首开女子学唱南音
的先河，培养了一批南音大家。”

1983 年，王今生在海外参加革命时的老领
导、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的赵沨因公出
差到泉州，王今生向他力荐南音。经过一番考
察，赵沨感慨道：“南音是活的中国古代音乐。”
1985 年，两位老人一拍即合，共同倡议发起成
立中国南音学会，引发海内外学者研究南音的
热潮，为探讨研究南音及其历史源流、发展规
律贡献了许多论著。

除了南音，王今生对泉州的木偶戏、梨园
戏、高甲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抱有极深的感
情。在市长任内，王今生就曾组织人手深入民
间，收集木偶戏传统剧目脚本“落笼簿”。在特殊
时期，王今生还担保起用了处境艰难的高甲戏

《连升三级》编剧王冬青和《泉州木偶戏线规》整
理者吕文俊，为泉州地方戏曲传承“保驾护航”。

2009 年 7 月 3 日凌晨，王今生逝世。举殡
之时，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和泉州南音研究会
调集各县（市、区）南音界人士，各作一场“郎
君祭”，这是艺人们给对南音有杰出贡献者的
最崇高规格的祭奠。

“为历史名刹为珍稀文物功业垂成推泰
斗，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载芳名”。
在王老去世的前一晚，他曾一再嘱咐妻子要叫
泉州市政府原副市长、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智库
专家周焜民见面，可妻子顾忌雨夜不便，最终
未能促成这最后一面。“他一定是有很多事情
要交办，只可惜……”谈及此事，周焜民遗憾动
容，“如今，再想起老市长，我的心中只有满腔
的敬佩。他言传身教，团结了一支保护文脉的
泉州力量，使命在肩，我们唯有跟随他的脚步，
继承他的遗志，方不负所托和期待。”

承天寺 陈英杰 摄

开元寺开元寺 陈英杰陈英杰 摄摄

距离王今生老市长去世，已经过去近 15
年。其间，泉州曾荣获首届“东亚文化之都”称
号，“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我国第 56项世界遗产。

如 今 ，王 今 生 老 市 长 守 护 过 的 泉 州 古
城，因坐拥 8 处遗产点，成为泉州文脉的核
心区域，每天游客络绎不绝。站在新的起点，
泉州如何集结力量，持续不断做好文物保护
和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成了摆在泉州人民面
前的又一课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除了以周焜民为代表
的老一辈文史专家仍在不断努力外，越来越
多的力量正加入其中——

2020 年，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揭牌成
立，泉州成为福建省第二个成立考古机构的
设区市。在刚刚结束的“何以中国·向海泉州”
网络主题活动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将创建泉州鲤城宋元
古城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而在更广阔
的层面，一大批泉州在地年轻的文创团队、自
媒体人、志愿者也在自发地用自己的方式，保
护、传承、传播泉州文化……但我们深知，这
还远远不够，赓续泉州文脉仍需更多力量。

过去的泉州何其幸运，有王今生力保文
物、梳理文脉。现在的泉州更是期盼，有更多
的“王今生”加入其中，共同保护、延续这座世
遗之城的文化瑰宝。

赓续文脉期盼更多“王今生”
□本报记者 郭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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