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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尊师重教，1985 年开始，国家确
立了每年的 9 月 10 日为教师节。事实上，早在
明代，八闽大地就有了底蕴深厚、仪式特别的
教师节——光斋。

光斋，是明清时期福建最为重要的岁时节
日之一。据明代《八闽通志》记载：“清明前后，
里塾诸生，各率钱大小有差，择日具酒殽蔬果，
于名山胜刹，延先生暨诸学父燕饮，谓之浴沂
会，余钱则以奉先生，为润笔资，俗谓之光斋。”
参考其他史料，光斋的日子并不固定，或在上
巳节，或在清明前后，或在农历四月择一日，总
之是暮春时节。

之所以如此，大概与其来历《论语》“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相关。这篇文章记
录了孔子和弟子的座谈，孔子问各位弟子的理
想，其中曾皙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得到了孔子的赞同。这种与民同乐的理想，
被闽人珍视并继承，在福建转变为师生同乐活
动，这也是光斋又称为“浴沂会”的缘故。

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如福州俗语所言“三
月三，掏扇换纃衫”——私塾师生换上凉快的
苎麻布衫，到水边洗濯去垢，吹着春风，漫步而
歌。私塾的学生们按人数凑上份子钱，私塾的
先生请人烹煮肴馔，选一处名山胜景，师生共
饮同乐。光斋宴食上的菜品，大多是福建本地
特产，如《将乐县志》记载是取当地的南楝树叶
煮沸炊制乌饭，福州地区则是“切面豆腐芋，鱼
丸扁肉燕”之类特色烹食。光斋盛馔多丰，学生
们会多带一个碗，吃不完的还可以带回去孝敬
父母。

饱餐酒食后，“摇魁星”或“摸彩”等娱乐活
动也是福建光斋节的一大特色。郑丽生《福州
风土诗》“日日诗云兼子曰，今朝最喜是光斋。
饱餐酒食来摇彩，夺得魁星放炮归”，摇魁星活
动寄托了闽地学子对金榜题名的美好愿望。活
动开始，将魁星、文昌帝君、朱子、状元、榜眼、
探花、春祈、秋报及杂官等立像依次排放在几
案上，众学子摇骰子，以红点计数分高低排名，
最高者夺得魁星。

状元虽为科考第一，排在其前的还有魁
星、文昌、朱子。魁星即奎宿，与“魁首”同音，
《孝经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将魁星排放在首
位。文昌帝君在民间信仰中主管功名禄位，却
排在第二，可看出闽人更重视以文章取胜。朱
熹对福建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极大贡献，
摇魁星活动中朱子位次排在状元之前，可见闽
人崇儒、重教、尊先贤。

摸彩活动主要形式是将状元、榜眼、探花
等科举名次写在鸭蛋表面，然后放在篮中进行
抽奖，以摸得功名高的鸭蛋为彩。闽地方言中
鸭蛋音同“压乱”，寓意太平、平步青云。

光斋这天，私塾先生会给学生们准备礼物，
通常是一把折扇，先生亲自在扇面上题字，颇有
纪念意义。折扇又称直扇，寓意“直上”，体现出
先生对学生青云直上的美好祝福。每年的光斋，
此时福建地区已开始升温，赠扇亦有暑夏将至、
消凉解乏之意。而这个时节，正是福州地区的茉
莉花初开时节，据史料记载，师母会采摘来茉莉
花，送给每个学子一串，寓意锦上添花。

光斋不仅是敬师谢神，更是老师与学生共
享欢乐的节日，古时候教书先生须“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师生之间尊卑有别，学生对先生有
着极强的尊崇之心。而在光斋节这一天，先生
与学生共坐一桌，共飨酒馔，甚至一同游戏，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这种情
形即使在今天的教师节也较为少见。

光斋节常常选择名山胜刹作为飨宴与娱
乐的场所。《闽大记》载“是时里塾诸生，延师于
名山胜刹饮燕，谓之光斋”。闽人选择在光斋这
一天，师生共游名山古寺，其间不可能只是饱
食、游戏，多会吟诗作赋，此时诗书已脱离日常
课堂的书本作业，而成为先生与学生游于山林
的“户外实践课”，是一场具有文人精神的风雅
游戏。寄情山水是文人们的雅趣，师法自然也是
雅士们的素材源泉和创作手段，朱熹“少好佳山
水异甚”，所创办的书院、学社等也多选址于山
清水秀之地，纵情山水总能使他诗情大发、文思
不断，他说“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不堪景
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光斋节游于山水、
学于山水、乐于山水，体现的是闽地士人对自然
的深刻认识和尊崇敬畏，是闽地乡塾先生对学
生们修身养性、静心安神的精神授课。

光斋节岁是平日授课外的闲暇，甚至是乡
里学生图以解馋的机会，却也不乏文人雅趣，
彰显出当时福建地区乡塾对文人精神的推崇
与追求。福建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环境，也为
这种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名山大川、道键禅
关，人文与自然的融合成为福建科举文化蓬勃
发展的重要途径。闽人不仅有考取功名、飞黄
腾达的仕途理想，更有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
高雅情操和品位。

光斋是儒家理想的福建变式，是儒家文化
与闽地读书科考文化融合的产物。福建不同地
区光斋的形式还是有区别的，根据地方志等史
料可知，浴沂会通常流行于儒学之风盛行的福
州、莆田一带，而龙岩、三明等西部地区的光
斋，多设宴于馆，或请先生到家做客款待。

福建光斋跨越了世族士子的阶级差距，从
官方太学到乡里私塾的场景转变，真正使得八
闽百姓也能参与其中，从光斋节中看到了闽地
普遍性的诗书信仰和科举风潮，也能看到八闽
风土习俗和闽越文化的潜在影响。中原文化传
至福建，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相融合，形成了福
建特有的科举文化与风俗活动。在光斋节中，
我们寻见了不仅是海滨邹鲁的尊师重教，也见
到闽地独特的耕读文化和师生同乐习俗。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
术学院）

福建历史上的教师节：

光斋节
□陈小英 周鸿宇 肖予甘露寺，隐于泰宁县大金湖的丹霞峰丛之

中的甘露岩。
据明嘉靖《邵武府志》载：“甘露岩，高十余

丈，深阔如之，石门天成，一径仅容单骑，迤逦而
入，飞泉垂岩而下，内有石乳泉，殊甘。”泰宁丹
霞地貌，岩洞甚多。甘露岩左壁有飞瀑垂岩，洞
窟内窄外敞，呈倒三角形，左右两角有龙凤形钟
乳石，常年滴水，甘洌沁心，类同甘露，故得名

“甘露岩”。壁前双山环抱，古树遮掩，仅留一小
径，沟通内外。寺庙巧借岩势，全木构悬空造架
于其间，极尽巧思。寺因岩名，故称“甘露岩寺”，
简称“甘露寺”。寺内祀奉观音，遍洒甘露，暗合
寺名。自然人文，两相荟萃，共成甘露奇景。

甘露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 年），
偏安一隅，少有人知。直到上世纪中叶的一场全
国性文物普查，这座名岩古刹的重要价值才被
真正认识。自此，甘露寺也由地方知名走向全国
视野。

价值发现：上世纪的文物踏查

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废待兴，开荒修路、打
井造渠、挖塘建坝，各项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此过程中，时有文物史迹遭到损坏。因此，1956
年 4月 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
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
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的普查，要求各地提交名
单，上报核准，以便保护。

1958 年 11 月，当时泰宁尚归南平管辖，南平
专区文物普查队专程前往泰宁调研。工作人员
沿着小径曲折而上，参天古木分列两侧，丹山孔
壁时隐时现，鸟啭虫鸣不绝于耳。小径尽头是砖
砌的券洞，初入低矮阴窒，复行数十步又豁然开
朗，颇具幽致。石梯萦迂而上，楼阁层叠而起，栈
道交通，雕栏密布，忽见一寺构嵌于岩壑洞窍之
中，这便是甘露寺。

本次踏查成果丰硕。1959 年《文物》专文刊
发《泰宁甘露岩宋代建筑和墨迹》，介绍考察成
果，这些文字生动地描摹了上世纪 50 年代甘露
寺的风貌。

整体结构上，甘露寺因地制宜，巧借岩石暗
托，梁柱上下一体，尽显巧慧。清康熙《泰宁县
志》载，僧人了凝（一作了宜）顺势架构，“一柱插
地，不假片瓦”，其上重楼叠阁，凌空架殿，辅以
栈道，形成“品”字格局。建筑之间主次分明：弥
陀亭、蜃阁、上殿位于中线，南安阁、观音阁分列
蜃阁两侧，库房僧舍等建筑散列其间。殿阁下部
多以木栈为基础，屋架低矮，用材经济。

建筑风格上，甘露寺融汇宋韵风格与地方
特色。上殿重檐歇山顶，上铺草泥，正脊两端鲤
鱼吻，两山下垂悬鱼，保留着宋代建筑法式。南
安阁与观音阁之上檐，与之相类，同属宋制。蜃
阁单檐歇山顶，正脊两头绿琉璃龙吻，采用简单
的梁架结构，无斗栱铺作，前后四架椽。前后檐
柱和中柱的牵连方式，则颇具地方民居特色。

得益于特殊的营建方式和自然地貌，甘露
寺化深幽荒芜为神秘脱俗，以崎岖之势造庄严
之感。

本次踏查的另一收获，是对寺内题记与壁
画的记录，留下诸多宝贵资料。例如：蜃阁平槫
下有墨笔“……宋绍兴十六岁之丙寅（1146 年）
七月戊辰朔初二己巳吉建”；观音阁脊槫下题
有“宋绍兴二十三岁之癸酉（1153 年）八月戊午
朔十二日巳己第一代开山僧了宜书”；南安阁
前 檐 两 柱 间 梁 下 题 有“ 宋 乾 道 元 年 岁 之 乙 酉

（1165 年）七月戊申朔十三庚申良日建造永耀
精蓝谨题”。

从题记来看，甘露寺于南宋绍兴十六年开
始营建，20 年间陆续完成主要殿阁的建造。蜃阁

属于最早的一批建筑，观音阁和南安阁稍晚。库
房后壁左右角有“时宝庆叁祠（1227 年）”“景定
辛酉（1261 年）”的题记；上殿虽然缺乏相关的墨
书，但其殿壁白灰墙上有宋开禧、嘉定、咸淳，元
元统、至正，明崇祯，清顺治、康熙历代的题诗纪
游，说明其建造年代至少不晚于开禧年间，同属
于南宋初期的建筑。

题记中还可见甘露寺之年久修缮与增设
营造。南安阁左壁壁画榜题“……范氏九娘同
发 诚 心 谨 命 良 工 就 此 彩 书 圣 相 凡 容 周 围 四
壁”；寺内石碑载“延祐五年癸酉（1318 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到庵修造佛楼、佛殿”；“洪武二十
七年（1394 年）乙亥整修鱼塘二口”；“建文三年

（1401 年）十一月门列立石柱二”。规模最大的
一次修葺发生在清朝。据邑人梁廷铨载，康熙
年间，有僧湛慧历经三年俗世募捐，重塑圣像
金身，修葺楼阁殿宇。

虽历代时有修葺，但并未出现全毁或重造
的记载。在普查队看来，甘露寺仍是南宋作品，
是一座完整精美的南宋木构建筑群，对研究福
建地区建筑年代及其演变有重要价值。福建省
文化局将此重要发现，迅速上报省人民委员会。
1959 年 4、5 月间，省文管会两度派遣专员复查，
又发现甘露寺曾是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因此，
省文化局评估认为甘露寺兼有历史和革命的双
重意义，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拟将上报国务
院，争取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荣誉。

连接纽带：“大佛样”的价值探寻

1959 年，张步骞恰好在闽西调查适中区土
楼建筑。当他听闻泰宁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全木
构建筑群时，大为震惊，决定前往考察。张步骞，
现代著名建筑学者，1953 年进入中国建筑研究
室，常年在全国踏查古建筑、传统民居和古典园
林，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新时代建筑设计提
供了翔实的资料。

相较于之前的调查，张步骞又有新的发现。
他判断蜃阁、上殿、观音阁、南安阁和库房同属
南宋建筑，并详细记录了这 5 座南宋建筑的外观
形态、结构布局和题记壁画，称赞其善借地势，
形成良好的宗教视觉效果，“真如神仙洞府”。更
重要的是，他敏锐察觉到，甘露寺的构造有别于
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官式建筑，不仅具有当地
民间建筑的特色，而且与日本镰仓时期的“大佛
样”建筑极为相似。因此，甘露寺既对研究南北
方建筑的构造、手法和风格具有重要参考，而且
是研究中日建筑影响与差异的重要历史证物。

“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中国南宋时期
日 僧 重 源（1121—1206 年）引 入 日 本 的 建 筑 式
样。重源，原名俊乘坊，是镰仓时期净土宗的著
名僧人。他曾三次入宋游学，到过明州（今宁波
市），遍览诸寺，助修过阿育王舍利殿，积累了一
定的建造经验。归国后，他与宋人陈和卿合作修

建殿宇。当时他担任“大劝进”，主持奈良东大寺
大佛殿等建筑的复建，故以“大佛样”为名。日本
典型的“大佛样”建筑有东大寺大佛殿、南大门、
开山堂（内阵部分），净土寺净土堂，醍醐寺经藏
等。“大佛样”风格豪放，刚健有力，与稍晚引进
的“禅宗样”、日本传统的“和样”迥然有别，与江
浙地区现存的宋代木构建筑也不甚相似。

那么，兴盛一时的“大佛样”究竟发源自南
宋时期何地的建筑式样呢？张步骞认为，甘露寺
的重新发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大佛
样”的普遍特征，如穿斗式梁架，使用通柱、插栱
造并多跳偷心，栱间满置散斗；使用扁方椽，不
设飞椽，椽头处使用遮椽版；室内全部采用“彻
上露明造”等。这些特征在甘露寺建筑群中基本
可以找到实例或参照。例如，“大佛样”的“彻上
露明造”，即屋顶梁架结构完全暴露，甘露寺的
蜃阁、上殿采用的正是这种造顶方法，以延展室
内高度，扩充殿阁容量，增强建筑威严性。

探寻“大佛样”的起源，困难重重。重源旅宋
的行纪并不完整，其中与建筑相关的记载更是
寥寥，而他引进的“大佛样”或受多种风格影响，
也难以判断具体的风格来源。虽然如此，张步骞
依然认为，甘露寺作为同时期且构造手法相类
的木建筑实例，是比对分析中日建筑差异、考察
南宋建筑影响“大佛样”的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余韵新声：甘露寺的文学寻迹

甘露寺不仅是古今造寺技艺沿革的忠实记
录者，也是考察中外建筑互动发展的有效参照。
但遗憾的是，当人们欣喜于其重要的价值，积极
开展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时，这座古老
的寺庙却不慎遇火，付之一炬。

1961 年 3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
福建省泰宁县宋代建筑甘露岩被火焚毁事件的
通报》，评价甘露寺是“全国现存唯一完整精美
的一组宋代建筑”，要求各地吸取教训，重视消
防安全在木构古建筑保护中的重要地位。甘露
寺用它的消逝为人们敲响了最沉痛的警钟。

有赖数次考古踏查所留下的丰富的勘测数
据和图像，人们借此在原址仿制重建甘露寺。虽
不复初，但依然建筑精致，风景秀美，香客游人，
络绎不绝。

回顾往昔，文人墨客有感于甘露胜景，多有
纪游题咏。

宋人祝穆的《方舆胜览》载：“在泰宁县西南二
十五里。岩外石门天成，只通单骑往来，俯瞰溪流，
澄碧数十顷，寻幽者以不到为恨。”祝穆笔下的甘
露寺，石门天成，狭径通幽，登高俯瞰，水光潋滟，
碧波相连，幽极美极，唯恐错过而遗恨不已。

宋代咸淳五年（1269 年）游人信步寺中，亦
有“踏倒仙岩胜境幽，何须逐刹泛扁舟，恍然身
在蓬瀛侧”之句。何必外寻蓬莱、瀛洲等仙境，身
处甘露岩，即在蓬瀛侧。

明人邱嘉彩亦有《甘露岩》诗：“好山无数聚
江干，个个招余入内看。行到水源疑径尽，划然鬼
斧劈岩宽。密林独唤云为侣，深谷能增秋作寒。直
上层楼承露滴，依稀仙乳尚漙漙。”在诗人笔下，
丹山危岩，碧波丽水，山水相得益彰，看似山穷水
尽，实则造化无穷，妙不可言。从奇特迷人的山水
到清幽的密林深谷，再上寺庙，承接露滴，恍如仙
乳。诗人移步换景，见一景而生一情，饶有趣味。

时至今日，甘露寺的美景依然令人为之倾
倒。当我们来到甘露寺，丹山耸立，碧波荡漾，

“一柱插地，不假片瓦”，石梯萦迂，楼阁层叠，又
何尝不惊叹于造化之奇妙、人工之精巧！只是依
然遗憾，南宋古刹，终未能亲见；依然慨叹，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泰宁甘露寺的前世今生
□杨祖荣 许海娟

福州东濒东海，拥有内河 107条，支流 49条，
总长 244公里，汇水面积 300多平方公里，是国内
水网平均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龙舟在福州的
发展由来已久。1895 年，福州商埠书信馆发行西
班牙籍人绵嘉义设计的“龙舟竞渡图”（鼓山下
闽江中划龙舟）邮票，有了第一次被西方人记录
并发行的历史。

近几年，福州地面上的神灵游境活动愈发
引人关注。其实，对于兼容并蓄的福州人来说，
仅地面游神活动是不能完全表达其对自然和先
祖的虔诚的。于是，被水系分开的区域如拼图般
依着龙舟又获得了相应的神与境社。早期福州
府的龙舟形制比较简单，就是小渔船，配以锣
鼓，但作为一个多神并存的城市，以五灵公信
仰、白马王爷等神灵统管的境社，人们希望在宽
广的水域上也一样国泰民安，就有了端午龙舟
巡境的仪轨以及从清代开始相对成形制的龙舟
生产、下水的仪式规范，构成了一幅人、舟、境三
者互动的福州城市人文地图。

福州端午龙舟活动基本围绕本地的神灵展
开，龙舟所在的水域对应着这座城市不同村落
发展历史。西湖水域水面宽阔，周边境庙林立，
有祀护国平灵王的怡山境、祀护高马三将军的
陆庄境、祀护金将军的西岳善应境等，一一对应
在不同村社不同龙舟队的龙舟上。

一锣一鼓一舵，32 名划手，龙舟制作、下水、
划行，从物到人、从人到物，都富含着闽文化和美
学造物下形成的民俗艺术元素。福州水域上不同
境社的龙舟局部造型有差异，尤其体现在龙舟舟
头。这些龙舟民俗活动除了是宗亲社会的体现，还
体现了福州龙舟制作技艺中工匠师傅们的民间

审美和福州人审美需求的统一。
西湖水域下水系和支流形成各村，如湖头村

辖区内有湖头王爷庙，境名湖头境，供奉着齐天大
圣，对应的该区域龙舟的龙舟头上为红马头。而西
湖水域的官家村，其辖区内有官家村白马王庙，境
名官家村境，供奉的是白马王，故该处龙舟的龙舟
头造型为白马头，刚好与湖头村龙舟的舟头在形
式上有一致性，体现了过去两个村之间的宗亲关
系，同时在色彩上又有差异性，体现了境庙下人们
的“美美与共、美而不同”的社会学意境。

从小渔船到之后长度 18.4 米、宽度 1.44 米、
高度 0.3 米的传统龙舟，再到目前形制大多为 23
米多、宽度 1.1 米的福州龙舟，江面上的一条龙，
头昂踏浪。一条形神兼备的龙舟从原木到成型
下水，其间要经过匠人的无数道工序，选材、画
中轴线、打坯、开口、修光（装扶手）、磨光、扒底、
上底漆这些仅是制作舟体部分的一些工序。一
条完整的龙舟构成，还包括传统的柳叶浆、虎头
牌、旗杆斗等。过去，出资的村落境社和制作的
工匠都希望体现一方的富饶和美好祈愿，故在
柳叶浆、旗杆斗、龙舟周身彩绘这些方面，为体
现差异性和特色性而各显身手。

从福州古城地图上看，原来的双抛桥、水
部、元帅路等处皆为内河水系，由此可见历史上
福州水系发达；以大樟溪、荆溪、乌龙江、闽江为
主四通八达的水网包裹古城，世代福州人靠水
而生，因水而兴。这些发展和变化，在今天我们
能查阅到的诗文中还能看到。

宋代，福州郡守程师孟云：“三山飘渺蔼蓬
瀛，一望青天十里平。千骑临流搴翠幄，万人拥
道出重城。参差螮蝀横波澜，飞跃鲸鲵斗揖轻。

且醉樽前金潋滟，笙歌归道月华明。”记录了福
州台江一带龙舟竞渡，后被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任福州太守的梁克家收入《三山志·土俗》。
在《三山志·土俗》中还有一段文字也是记录当
时台江龙舟竞渡盛况：“州南台江沿诸内河，皆
龙舟鼓揖，钲鼓喧鸣，彩衣鲜服，共斗轻驶。士女
观者，或乘潮解纤，或置酒临流，或缘堤夹岸，骈
首争观，竟日乃归。”

明代，关于描写福州龙舟竞渡的诗文则更
多。福州长乐人士明代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诗
作《西湖观竞渡》书：“一曲湖如镜，轻舟隐芰荷。
况当悬艾节，共听采菱歌。棹影群龙戏，涛声万
马过。楫飞晴散雨，鼓急水惊波。藉草红裙密，鸣
榔锦袖多。战酣残暑失，酒醒晚风和。胜事追河
朔，英魂归汨罗。人归纤月上，良夜乐如何。”从
这首诗词能看到明代时期福州西湖端午时节龙
舟百舸争流、岸上观竞者人群摩肩接踵的盛况，
亦能看到当时的社会大致形成了龙舟竞渡与纪
念屈原的关联性。

明万历进士曹学佺亦有《台江观竞渡》二

首，“山河原属越王台，台下江流去不回。只为白
龙先人钓，纷纷鳞甲截江来”。“人看龙舟舟看
人，人行少处少船行。有时泊在柳阴下，萧鼓寂
然闻水声”。和谢肇淛同为万历“五贤”的曹学佺
则点出福州龙舟关联余善钓龙舟的典故，以及
龙舟竞渡锣鼓喧天与萧鼓寂然不同状态下赛龙
舟的场景画面。

清代道光举人魏秀仁的《台江竹枝词》云：
“高烧红烛唱玲珑，白马桥边驻足听。曲罢短筳
人不见，满江星火一天星。”这里面的白马桥，相
传得名于汉闽越王郢之子驺寅。他因喜骑白马、
射箭而被称为白马三郎，后在鼓山脚下的鳝溪
勇斗恶鳝而死。传说白马三郎生前常在桥上看
白马河水奔腾流向闽江，为了纪念他，他站过的
桥叫白马桥，桥下的河称为白马河，兴建的庙名
白马王庙，形成的白马王庙境社在江面上游走
的龙舟为白马龙头。

这些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历史悠久且富有文
学趣味的纸上龙舟江湖。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福州的龙舟江湖
□林阳 官文娟 文/图

西湖龙舟西湖龙舟

甘露庵底部甘露庵底部，，张步骞所摄旧影张步骞所摄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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