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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世纪之前，中国园林已形成了皇家、
私人与寺观园林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唐以后，
一种新的园林类型——公共园林开始在地方
城市兴起，世人熟知的杭州西湖便成名于这
一时期。遗憾的是，受史料限制，学界对这一
新园林类型的兴起缺乏深入探讨，而福州出
土的唐碑《球场山亭记》为此开启了一扇小
门，让我们得以寻察园林史的这一新变。

唐碑《球场山亭记》于 1958年出土，为闽
中金石年代之最。出土时该碑残损严重，学
者陈叔侗据梁克家《三山志》的记录复原了
这块唐碑的基本面貌：其正面镌刻唐元和八
年（813 年）山亭营建之过程与二十九景之
名，背面则刻有主事者福州刺史裴次元所作
亭序与 20首咏景诗。

“球场”中“球”系从西域传来唐代甚为
流行的马球。“山亭”系唐人对以山为主体骨
架的郊野园林的指称，其中的“山”唐时为泉
山，系今之冶山。“球场”在“山亭”之南，两者
比邻而建。球场山亭建成之后，裴次元还郑
重其事为其立碑，可见在他的心里，这是一
项足以传告世人的重要工程。唐时的球场山
亭，大致位于今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以东的
冶山周边区域。

需要明确的是，球场山亭是福州城的公
共园林，并非私人享乐之所。细察碑文背面
落款：福州刺史裴次元、监军使宣义郎刘元
弼、观察判官杨郇伯、观察推官冯审，其中冯
审作为校书郎还是碑文的撰写者。主持营建
的 4 名人员均具公职身份，足见营建山亭是
一种公务行为。

此山亭亦非宋代以后专属于官府人员
的衙署园林，它紧邻着供市民游赏的公共空
间——球场，并能与之相通。碑文曰：“清风
长在，双舟泛浮，与仁智游。”后任刺史杨发
为 寻 找 裴 次 元 的 题 壁 诗 文 而“ 访 于 邑 宰

（客），得其本”。这里的“仁智”者与“邑宰
（客）”并非特指官僚阶层，说明该山亭彼时
对市民开放，他们可享用这座山亭。通读碑
文，我们亦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共有共
享的政治理念。

这座山亭因何而起？在山亭修建之前，
冶山横卧于新建马球场与剑池古迹之间，阻
碍了往来交通。碑文记载，为解决此困扰，裴
次元多次进行考察，发现冶山“维石岩岩，峰
峦巉峭耸其左，林壑幽邃在其右。是用启迪
高深，必尽其趣；建创亭宇，咸适其宜”，且与

“北乃接山麓，翳荟荒榛”的球场相接，是天
然的造园佳处。于是他在冶山上开山造景，

“转石而峰峦出，浚坳而池塘见，高亭结构而
虚敞，为潭、为洞、为岛、为沼，窈窕深邃，安
可殚极”。

既营建出巧夺天工的山亭胜景，又贯通
了山之南北，化解了交通之困。山亭的营建
将球场、剑池史迹以及周围的山水胜景联结
为一体，形成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交融的风景
游憩区。裴次元的设计意匠之高明由此可见
一斑。

因山营园，其间路桥连绵，亭台起伏。天
泉池、桃李坞、芳茗原、越壑桥、筋竹岩、山阴

亭、白土谷、秋芦岗、磐石椒、涵清洞、红蕉
坪、独秀峰、涟漪亭、东阳坡、枇杷川、石堤
桥、八角亭、筼筜坳、分路桥、观海亭、梅榴
亭、双松岭、登山路、乾冈岑、松筠陌、望京
山、夜合亭、玩琴台、木瓜亭，二十九景遍布
于冶山上下，山水宜人，一花一树皆成一景。
亭、岭、路、池、台、岩、川、岗、坞、原等元素或
高或低而错落有致，或幽或明而彼此映照，
丰富着游人的空间体验与感受。人居山阴
亭，便能因借相对高耸的冶山地形俯观山南
球场上的马球比赛。

这座山亭在彼时之福州，却深受长安
园林文化的影响。其因郊野之地而成景，为
一景取一名，每景又赋诗一首。这种造景赋
诗方式在唐长安地区的诸多城郊园林中已
十分常见，王维的《辋川别业》便是其中的
典型。此外，在马球场的四周建亭配景而游
赏成风在长安城也已司空见惯。长安城是
大唐帝国，乃至全世界文明的高地，而彼时
的福州还是一座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南方小
城，它竟有如此新潮之物，应归功于主事者
裴次元。

进士出身的裴次元入闽前曾是太府卿
（从三品），不仅总掌着廪藏、财货以及贸易，
也统管着京都四市、常平七署。他深受长安
文化的熏染，熟稔园林营造法式，当他在福
州城面临球场山亭的选址、造景等问题时，
自然会将他在长安城习得的经验移植到福
州的城市建设中来。

除北园南渐的浸润之外，福州作为海洋
商贸城市的崛起则为这座公共园林的兴建
奠定了坚实基础。福州自古背山面海，海运
优势得天独厚，唐代以后海上贸易尤为活
跃。“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
还珠入贡频。”唐代诗人包何在诗中为我们
描绘大批外国人在福州进行朝贡和贸易的
繁华景象。据碑文记载，大量外商番客的到

来也产生了“风俗时不恒”等社会问题，但裴
次元励精图治，“政既实设，而邦人和”。而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藩镇割据、战乱
频发，致使大量人口南迁，涌入政治相对安
宁的福州城，带来诸多先进的生产经验与技
术。加之历任主政者的苦心经营，到 9世纪初
叶，彼时福州已政通人和、经济丰饶，市民安
居乐业，休闲娱乐之需日盛，兴建球场山亭
已成为主政者裴次元的当务之急。

城市之需让裴次元获得了兴建这座山亭
的理由，但更为深刻的则是士大夫园林观念
的转变。“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
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
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
然后理达而事成。”唐代柳宗元在《零陵三亭
记》中否定了园林观游乃“非政”的观点，转而
认为其乃为官之助，系善政之果。碑文有言：

“公之廉察观风，为天下最之如此也。”“……
旨，传命，月无虚，时无缺，懿乎。”其背后的逻
辑与柳宗元的新论如出一辙。

对裴次元而言，兴建球场山亭不止于碑
文所言的“以悦戎旅而宣武事”与“只壮郡
府”，建造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教化场所，以达
到寓教于乐的理想境界，亦能向外彰显卓著
的治理政绩，从而树立勤政有为、与民同乐
的自我形象。于裴次元这类朝廷外派的官员
而言，公共园林建设一方面可从案牍劳形中
解脱，放松身心，另一方面可展示才华与绩
效而博得百姓口碑。遍观白居易在杭州、柳
宗元在永州与柳州、颜真卿在湖州所主导的
园林营造新气象，其动因亦不出其外。

唐以前，园林作为皇族权势或家族实力
的表征，只是少数人的专属之物。但球场山
亭的兴起则清晰地展露了中国园林文化的
深度转向，即在贵族和精英文化主导的园林
文化潮流中衍生出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趋势，
并由此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诞生了真正供
城市居民享用的公共园林类型，这构成了中
国园林“唐宋转型”的重要面向。

其包含着两个重要面向：一方面诸如中
唐裴次元在“报政之暇”兴建球场山亭，被视
为政成俗阜的产物，不再被贴上“大兴土木”
的负面标签。及至宋代，士大夫更是将修建

公共园林作为职责达成后的展示。北宋巴陵
郡太守滕子京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之后
重修岳阳楼，其好友范仲淹在为其所作《岳
阳楼记》中高度赞扬这种行为是“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另一方面，“与民同乐”的儒家思想在公
共园林之中得以重新诠释。以农业生产为基
础的儒家向来主张“劳则生，逸则亡”，这让
有造园冲动的士大夫背负玩物丧志的道德
包袱，也会在无形之中弱化他们对山水之乐
的追求。但在中唐之后，儒家这一旧的思想
羁绊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柳宗元所提倡
的新的园林游乐观念。同时，商贸娱乐城市
的兴起与城市居民群体的壮大，则使得民众
的休闲娱乐之需，已成为主政者不容回避的
现实问题。碑文记载，裴次元“心逸、思畅，自
然逍遥”，并非独乐，而是“与仁智者游”，城
市居民得以进入园林观游娱乐。北宋福州太
守程师孟新建福州城另一公共风景区——
道山亭，其所秉持的初心与之一脉相承。

宋元时期，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大步迈入市民城市时代。《三山志》记
载，程师孟对剑池（宋称“欧冶池”）进行了改
造提升，“于是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舫，可燕可
游”，并继续对市民开放。彼时福州城市风景
园林体系建设已较为完善，公共游赏活动愈
发增多，如二月州府开放花园的游玩欣赏，清
明时节的东郊游山踏青，端午时节的西湖划
舟竞渡，重阳节的九仙山登高赏菊……而这
一切皆可追溯至中唐时期这一座球场山亭
的兴建。

此球场山亭的营建不只出于勾连冶山
南北交通之需，亦是官员美政思想的物化与
福州城市文明发展的产物，亦可称之为城市
公共园林崛起的典型。从中唐始，至宋代，中
国园林最终形成皇家、私人、寺观、公共园林
四分天下的新格局，而球场山亭则正好处于
这一演化脉络的起点上。如今的冶山春秋
园，建于唐代球场山亭旧址之上，仍然是福
州城区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滋养着福州作
为山水型城市的文化性格。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
艺术学院）

公共园林在地方城市的崛起
——唐碑《球场山亭记》史料价值寻微

□沈伟棠 文/图

每逢元宵佳节，古城泉州都热闹非凡。宋
代古戏唱词曾这样摹写节庆盛况：“元宵景色
家 家 乐 ，箫 鼓 喧 天 处 处 香 。上 下 楼 台 火 照 火 ，
往来车马人看人。”

《泉州府志》载：“上元夜张灯，以米圆祭先
及神，或以酒馔祀祠堂谓之祭春，又上元内外赛
会迎神，乡村之间或于二月谓之进香。”泉人尚
为南音，每至元宵，必弦歌不绝。而南音弦曲中
又以“陈三五娘”故事最受欢迎，《泉州弦管曲词
总汇》统计，2050 首南音曲词中，取材自“陈三
五娘”者竟达 210 首之多。

《陈三五娘》曲讲述陈三与黄五娘于元宵相
知相识，恋爱私奔，最终结成美好姻缘的故事。正
如其中《幸逢太平》一节所唱的，“只正是春宵一
刻，果然值有千金。灯月交辉，歌馆楼台。见许千
门于万户，图画共彩绣，排列东西。咱今对只光
景，恰似桃源境界，紫薇天台。娴今随娘到此蓬
莱，游赏好元宵，真个是令人可爱。障般好光景，
今卜再等新年来。障般好光景过了，今卜再等新
年来”。于是，元宵在泉州既成了青年男女的“情
人节”，也成了全体市民欢度新年的“狂欢节”。

“过十五，看踩街”，泉州的街头巷尾流传
着 这 么 一 句 俚 语 ，连 同 离 泉 的 他 乡 游 子 也 时
常把它牵挂在心。可以说，泉州的元宵节与踩
街民俗密不可分。

踩街又称“装人”。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
记》载：“上元前后夜间，好事者或摘某诗句某
传奇，饰稚小儿童，装扮故事，导以火把鼓吹。
爆 竹 盈 耳 ，游 行 市 上 ，谓 之 装 人 。即 古 傩 遗 意
也 。”这 种 风 俗 最 早 可 以 溯 至 隋 唐 ，此 后 历 宋
元明清四朝盛行至今。

游神饰像，演故迎新，连同钟鼓爆竹、杂技歌
舞，踩街时的种种热闹景象最初是古人驱疫除
秽，娱神祈福，求取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礼
俗。随着时代发展，其中民众娱乐自身的成分逐
渐加多。明万历《泉州府志》云：“元夕张灯，端午
竞渡，中秋玩月。唯时和年丰，家给人足，聊以自
相欢娱，而装饰神像，穷极珍贝，阅游衢路，因起
争端，犹醵钱置酒，互相鼓动，日昏酣而不知止。”
一幅纵兴极欢、不加拘束的民间节庆景象跃然纸
上。《闽书》中也记录了相似的画面，何乔远写道：

“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粉故事，盛饰珠
宝，钟鼓震天，一国若狂。”这种激情四射的狂欢
气氛，无疑是踩街亲历者的共同感受。

迎神赛会是泉州节庆的一大特色。陈懋仁
《泉南杂志》载：“迎神赛会，莫胜于泉，游现子弟，
每遇神圣诞奇，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以绮
绘，周翼扶栏，置几于口，加幔于上。而以娇童装
扮故事，衣以飞绡，设以古玩。”

历来迎神，又以元宵踩街时最为壮观。泉人
称元宵为“上元小年兜”，每到这天，泉州都要举
行盛大的众神游行，亦称“巡城”，从晨至夜，盛况
空前。《泉州习俗》一书记载，当天所迎神明皆为
四抬以上，其中通淮关大帝、花轿吴真人、南山天
妃、虎山王相公、古榕树境玄坛元帅等神格较高
者，甚至加至八抬相迎。神前有道士，道士之前有
鼓吹，鼓吹之前又有虎冠假面的巡逆。此外，迎神
队伍中有材官、骑士、执盖、椗马、奚奴、君校、苍
头、旗手等百余人以及抬阁、软棚、妆神随驾而
行。是时，境内人家无不焚纸恭拜，可谓是极尽威
荣。

两岸一衣带水，随着人口迁移，神明便同元
宵节庆一道漂洋过海。清高拱乾《台湾府志》记
载：“元夕，初十放灯，逾十五夜乃止，门外各悬
花灯。别有闲身行乐善，制灯如飞盖状，歌曲者
数辈为伍，一人持之前导遨游，丝竹肉以次杂
奏；谓之‘闹伞’。更有装束昭君、婆姐、龙马之
属，向人家有吉祥事作歌庆之歌，悉里语俚词，
非故乐曲；主人多厚为赏。神祠，俱延僧道设醮
祈安；醮毕，迎神……”又称迎神为摆暝，所迎群
神中以天妃（即妈祖）最受尊荣，马祖南竿岛上
妈祖巨像抬头可见。每至元宵之夜，各地信众都
会恭请“大妈”绕境巡游。

除了迎神，生性达观的泉州人还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民俗活动来喜庆元宵。明代崇祯年间陈敬
法所作的《崇武所城志》写道：“望日为上元节，各
家内外张灯，老少作乐。或庆大有之年，则官民同
乐。大结鳌山，星桥火树桥，达呼四境。题诗联者
半雅半俗，呼夜醉着东倒西颠。随生意，穷伎俩，
以取欢谑，通宵达旦而后止。”这一天，能歌善舞
的民众组织成队，沿街表演。打头的往往是舞狮
表演，泉州的舞狮自明代起就已声名远播，经历
代民间艺人整理提高的舞狮艺术已形成了典型
的南派风格，粗犷豪放与柔婉细腻配合无间。

紧随其后的是神态毕肖的香火草龙与饶有
趣味的火鼎公婆，并在击腰鼓、巨鼓者奋力敲打
的喧天锣鼓声中，享受着街边男女老少的喝彩欢
呼。也不能不提及独具特色的惠安女织网舞和号
称“国之瑰宝”的泉州古戏，这些“活的文物”是这
座文化名城厚重历史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泉州元宵
踩街史话

□杨祖荣 黄子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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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踩街泉州踩街

“孤城三面鱼龙窟，大岞双峰虎豹关。”
崇武古城位于今泉州市惠安县崇武半岛中
端的崇武镇区，其形成与明代海防有关。古
城蕴含着丰厚的营建智慧，其特色之一体现
在利用与保护山水自然环境方面。

古城的位置具有湾口要地、海陆端点的
特点。从泉州湾来看，崇武半岛位于其北翼，
呈东西向狭长状深入大海，是从东南方向登
陆进入惠安县城的藩篱，且其南面海域是海
路进入泉州府城的必经之地，“上与莆之南
日、湄洲，下与晋之永宁、祥芝相为犄角；而
邑北之沙格、峰尾，东北之黄崎、小岞，南之
獭窟、臭涂皆缩居内地，藉崇武为其捍蔽而
为之声援，内外相犄，基置周密”（清嘉庆《惠
安县志》）。

崇武半岛地势较开阔，地形以台地、山
丘为主。古城位于莲花山附近，基本位于古
雷山、三峰山、赤山、大岞山、青屿、龟屿等山
体、岛屿构成的环状群山的中间位置，从而
能够给官兵带来心理安全感。位于莲花山与
大岞山之间的区域在明代还是沙地，其两边
的沙岸具有一定规模，因而十分适合登陆。
大岞山设有捍寨，却因孤悬东端只能以海上
防御作为重点。以莲花山为基础设城，既能
与大岞山的捍寨一起阻击敌船登陆，又能阻
挡敌人向西进入内陆地区。总的来看，崇武
古城同时满足了区域防御、陆海防御、心理
防御的需求。

古城的基址具有适形踞高的特点。莲花
山及其周围山丘是一片地势相对较高、具有
一定规模的独立区域。建于其上的崇武古城
能够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尤其是临海的一
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墙防御能力。一
些较高的山丘甚至被直接作为古城东南城
角、西南城角、北城门与西城门位置的所在

地，从而使“城筑如荷花穴，山顶头（莲花山）
如蒂然”。另一方面，崇武半岛“斥卤广漠，飞
沙所掩”，选择莲花山及其周围山丘作为古
城基址，还能减少恶劣的风环境条件给居住
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古城的街道呈现出随形就势的特点。东
南城角、西南城角的地势最高，之间地势最低
的位置是南城门，其与北城门之间通过由南
门街、中亭街、北门街组成的南北向街道进行
联系。与南门的位置相类似，东城门位于东南
城角与北城门之间的较低位置，以此为端点

的东门街与南北向街道垂直相交。西门街以
西门为端点，也与南北向街道垂直相交。

这种适应自然地形的双“T”字形街道系
统有两大好处：一是很好地解决了城内排水
问题。建于高丘之上的崇武古城拥有不错的
防御能力，也因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条件需
要考虑如何排水。为此，先利用重力将雨水汇
聚到与地形相适应的双“T”字形街道，再通过
水涵、水关排出城外。二是满足了崇武所城的
高等级对于街道平面形制的要求。负责崇武
所城的千户位列正五品官位，高于惠安县令，

双“T”字形街道不仅结构清晰、相对规整，还
为公署这一重要设施提供了中心位置。

古城的中军台和朝阳楼呈现出置顶的特
点。中军台是除公署之外的重要军事设施，由
戚继光修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 年），位置是
莲花山顶部，可以“瞭望东南北海上往来舟，
及伏路墩堠去处。有警时，掌印官在台中指
挥，通城军民人等尽照派定垛口各执器械防
守”。与中军台、公署的军事功能不同，朝阳楼
是“启文明”的重要设施，由当地进士戴卓峰
于明万历年间倡建，建于城东南角的高处，可
谓是“极海之巨观，东陲之最胜也”。

与一般的白面妈祖（俗称“大妈”）、粉脸
妈祖（俗称“二妈”）不同，崇武天妃宫奉祀的
是较为少见的黑脸妈祖（俗称“三妈”）。天妃
宫位于古城西南的江口山麓，通往渡口的必
经之地，最迟建于明永乐年间。水潮庵因“潮
水直到庵前”而得名，其位于城内西南方，相
传早于建城之时，奉祀释迦世尊诸佛。综合
来看，天妃宫和水潮庵都是因海而生的民间
宫庙，位置皆与水毗邻，由此形成自然与人
文相融的地域文化景观。

在崇武古城，山水自然环境不仅是利用
对象，还是保护对象。因大风引起的沙患是崇
武半岛的主要自然灾害，会直接对城池的防
御能力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古人制定禁止垦
殖的规约以保护城墙周围的土地环境。据《惠
安仁侯靖予陈公禁垦护城碑》记载：“国初，留
近城地禁民耕垦，使其莎莽蔓生，缀带盘根，
则土膏用坚，风尘不动。”除了城墙周围，崇武
古城的其他地方也受到关注，据有关碑志记
载：“后湖埔一带荒地，不许刬土扬沙，壅塞城
垣，致妨守御。”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
规划学院）

崇武古城：城筑如荷花穴
□张建 李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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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武古城与山体、泉州湾的位置关系

唐福州球场山亭地形剖面示意图

唐《球场山亭记》残碑（福建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