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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枫亭港，海滨邹鲁地。
坐落于湄洲湾最西侧、扼南北角尖的枫亭，得名于汉代何

氏九仙辟枫建亭的传说。上千年来，凭借枕山襟海的地理优
势，枫亭成为闽中海上辐辏，渔市与水陆交通并臻的繁华古
镇，至今，这里仍是福建沿海商业鼎盛的小城镇。

枫亭古港，史称太平港，南通泉州，北接兴化郡城；东连黄
石平海，西达仙游县城。这里，有仙游历史上最早的巡检司，是地
方行政、军事和海防管理机构；这里，有唐代延续下来的枫亭驿，
居有饮食，行有车舆，是古代地方邮政、交通管理站；这里，自宋
至清，登进士第者达127人，任知县以上的112人，有科甲冠八闽
之美誉，是福建省首批8个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之一。

此地风物之盛，古人多有描述。枫亭籍状元林亨在《螺江
风物赋》中不吝溢美之词：“舳舻衔尾，风涛驾空。粒米之狼戾，
海物之惟错。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辐辏于南北之贾客，
朝夕之渔翁。”明代户部尚书郑纪曾有诗赞曰：“枫溪城市赛仙
游，环聚民居瞰碧流。云覆荔荫迷驿道，潮随月色晃渔舟。”

海洋，港口，城镇，共同造就枫亭的千年传奇。梳理这方水
土的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海、港、城在发展的时空坐标上，
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三位一体，向海图强，港兴城兴，
是滨海城镇永恒的命运，是不可违逆的规律。

在福建沿海的发展史上，港与城，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
共同体。宋元泉州刺桐城蜚声中外，离不开刺桐港的兴盛。根
据马可波罗的记述，在至少 300 年时间里，刺桐港是与埃及亚
历山大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港兴城兴，刺桐城因此名闻世
界，被誉为“光明之城”。漳州九龙江下游的石码、海澄，在明清
时期繁华数百年，亦因月港融入全球贸易大格局的缘故。宁德
三都澳，因福海关的设立而成为闽东五邑门户，引领闽东茶叶
等品牌行销欧洲市场，带动环三都澳城镇和产业的崛起。如
今，这里的锂电、铜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均形成千亿产业链，
拉动宁德“弯道超车”，经济发展后来居上。

近代以来，省会福州，乘马尾港及福建船政的雄风，迅速融
入世界。厦门港城一体发展，从一个渔村跻身为福建吞吐量最
大港口，改革开放后，更跃升为海陆空交通网完善的枢纽城市。

纵观世界港口史，从东亚日本横滨，到西欧荷兰鹿特丹及
法国马赛、南欧意大利威尼斯，再到美国纽约港和旧金山港，都
是近代或近世以来，依托海洋贸易，面向全球化兴起的知名港
口城市。海、港、城、产一体发展，是这些地方共同走过的路径。

世界五千年，从以黄色文明占主导的临河都邑为中心，转
型到蓝色文明走上历史舞台后临海港城当主角，引领全球产
业、城市布局重构，海洋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颠
覆性和革命性的。在远洋交通不成问题的时代，谁掌握海洋的
主导权，谁就掌握了发展的先机和话语权。

在福建的版图上，枫亭既非省会，亦非特区，甚至连县治
都不是，但正因得益于海洋文化的熏陶，港城密切互动，成为
一个小而美的富庶名镇。历史上，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文化璀
璨，涌现出陈洪进、蔡襄、薛奕、林兰友等一批贤宦名流，是莆
田这个“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缩影。

在漫长时光里，封建王朝如走马灯般轮替。当天下安定，枫亭
自是兴旺发达；而乱世之际，向海图存的枫亭，也往往少了一份忧
虑。丰富的海洋资源，至少为当地民生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和更
好的生活选项。

在福建 3000多公里海岸线上，散布着不少像枫亭这样滨海
临港的古镇，长期深受海洋文化影响，与海外联系往来频密，历
史底蕴厚重，发展的交通优势和人文优势明显，如福鼎之沙埕、
霞浦之三沙、福安之赛岐甘棠下白石一线、连江之黄岐、福清之
海口、惠安之崇武、石狮之蚶江、南安之石井、晋江之安海、龙海
之海澄、诏安之梅岭……这些滨海古镇，历史上都是繁华地，在
构建海洋发展战略高地的新时代，更应发挥临海优势，以向海
而兴的思路，规划新的发展蓝图，实现古镇重兴的梦想。

潮涨潮落，浪花淘尽英雄。透过一片蔚蓝大海，一个千年
古镇，我们感受到历史在海边一角的某种发展规律，感受到开
放带来的胸襟气度，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美好的发展途径，正源起于我们的战略抉择。

港城一体
港兴城兴

□刘益清

“咚咚咚……”日前，仙游枫亭镇枫慈溪
枫江大桥段，阵阵鼓声划破集镇区上空，兰
友社区的龙舟下水仪式在此举行，拉开了一
年一度全镇“爬龙船”民俗活动的序幕。

枫亭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端午溪
海竞渡习俗由来已久，流传有霞桥传统爬龙
船、霞街爬龙船、兰友“龙船诗”陆游等活动，
悠悠诉说着枫亭这座千年古镇的溪海情缘。

时间往回倒退千余年，湄洲湾畔的枫亭
港（古称“太平港”）同样热闹非凡，彼时海面
帆樯云集，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作为仙游县唯
一的沿海港口，枫亭港与泉州刺桐港一衣带
水，历来是莆田、仙游、惠安等地的货物集散
地。因港兴镇，枫亭也成为当时闽中沿海的商
贸重镇，清代跻身福建“四大古镇”行列。

从港通四海的“海丝”重镇到环湄洲湾
经济带产业分工区和湄洲湾港口城市建设
的前沿阵地，如今的枫亭镇立足地方特色，
弘扬蔡襄文化、非遗民俗文化，以产城融合
发展带动“海丝”文旅产业和临港产业，书写
临港工贸旅游文化城市发展新篇章。

风停枫亭“港”为人知

仙游塔斗山上的天中万寿塔，是打开枫
亭镇封面巨幕之匙。

久远的典籍中就有记载。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仙游县志》载：“塔斗山，在县南五
十里。枫亭之北，一名摘斗山。山如螺形，又
号螺峰……上有观海楼，万寿塔。塔前有书
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举人林融如《枫
亭志》载：“天中万寿塔即塔斗山绝顶之一塔
也。宋里人蔡襄建望海台在其上。”

塔斗山海拔 118 米，天中万寿塔就矗立
于山巅。万寿塔，始建于唐五代时期，是我国
现存最古老的宝箧印经石塔（亦称“阿育王
塔”），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寿塔位于枫亭境内沧溪与枫慈溪两
条江的中部。登塔，北可眺石牛溪经沙溪汇
入沧溪港，南望枫慈溪（枫江）经太平陂汇入
枫亭港，兼具航标功能的万寿塔不仅是镌刻
枫亭历史的坐标，也是枫亭港记忆的纽带。

千年古邑仙游县，素有“海滨邹鲁”之美
称，“海滨”得赖仙游唯一临海的枫亭，其诗
意地名源于西汉年间何氏九仙结枫为亭以
御秋寒的美丽传说。

不须候吏沙头报，驿站悬知是古城。公
元 619 年，将军陈迈自任莆田县令，枫亭属
之。又 3 年，枫亭境内设馆驿，为枫亭置治之
始。“枫亭兼具山海形胜，与莆田多地、泉州
等地接壤，优越的地理位置带动了枫亭古城
发展。”仙游县枫亭镇文化站站长林碧桃介
绍，枫亭镇历经唐宋相继置连江里、置太平
驿后逐渐奠定了地理和行政格局。

宋仁宗时期，“枫亭馆”改为“太平驿”，
位于枫慈溪入海口北岸的港口（今霞桥港）
号为“太平港”，是“上通郡省，下接泉州”之

地；公元 1044年，枫亭建“太平桥”“太平塔”，
街道改名“太平街”“太平镇”；公元 1304 年，
由崇福寺释僧主持在太平桥下游约 300米溪
海会流处的下石马陂筑“太平陂”，灌溉南庄
洋（今泉港南庄）千亩良田。陂筑成后，海水
溪水截然分开，每至海潮涨至陂下，渔船停
泊于太平港。

太平港位于湄洲湾顶端，《福建省志·商
业志》载，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枫亭太平
港开发通航，到公元 1257 年，商贾贩栈在此
集散，海运糖、盐、荔枝等土特产品销往淮、
浙等地，每年达几千坛。南宋时太平港有霞
桥、陡门、牛头湾 3个码头，宋人将太平港、沧
溪港、徒门港统称太平港或枫亭港，与泉州
刺桐港连为一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
之一，商业贸易随之兴盛，枫亭因而成了闽
中沿海的商贸重镇。

“千艘挂楫，顺风扬帆而达于江浙淮湖
都会之冲。”据《枫亭志》载：“当时港内航道
宽阔，昼夜二十四小时船舶可进港，将仙游
土特产品砂糖、桂圆干、笋干、土纸等运往日
本及东南亚各国。”枫亭籍状元林亨在《螺江
风物赋》详述其景：“舳舻衔尾，风涛驾空。粒
米之狼戾，海物之惟错。遐珍远货，不可殚名
者，无不辐辏于南北之贾客，朝夕之渔翁。”

鱼街圩市 存续千年

漫步枫亭境内，沿用至今的桥、塔、陂、
港，无不留下水镇枫亭的航道证据。其中，太
平陂建成已 700余年，仍保留一道水闸，发挥
着防洪、挡潮、灌溉的综合功能。而横跨枫慈
溪两岸，连接兰友社区和霞街社区的太平桥
则是见证枫亭镇发展历程的重要“题眼”。

宋庆历以前，枫江南岸没有街市，海潮
涨至蕉溪上游至赤湖之麓（今枫亭镇东宅
村），水深数丈，两岸行旅，难于往来。宋庆历
六年（1046 年），枫亭里民洪忠捐巨资兴建太
平桥（亦名“洪忠桥”），自此渔船汇集桥下，
热闹的水上市集逐渐延伸出了店铺、街道并
形成了市集。因销售鱼虾、食盐成街 ，街道
也被命名为“鱼街”，俗称枫亭街。鱼街还设
有专门圩市，有三妈宫的米圩和柴草圩、观
音亭南面溪滩边的鱼圩和盐圩，被称为“一
哄之市”。

元代，太平港渔船汇集，海商众多。《枫
亭志》载：“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逵，
四方会通。”彼时，莆田、仙游里民多来销售
农特产品、手工制品等，而南日岛、湄洲岛及
惠安崇武等地渔民则把海产品运来销售，又
购回粮油、纺织品等生活生产物资。

明代户部尚书郑纪看到枫亭繁华景象
赞道：“枫溪城市赛仙游，环聚民居瞰碧流。
云覆荔荫迷驿道，潮随月色晃渔舟。”清乾隆

《仙游县志》也有记载：“枫亭市街，长三里
许，南通泉州，北通郡城；东通黄石平海，西
通本县。”

鱼街，还有个更为雅致的名字：兰友街。
民国时期，为了纪念明代忠臣林兰友而改
名。新中国成立后，兰友成为商贸重地，三县
的客商会聚于此经营，热闹繁华。

1979年 8月，太平桥重建，改木桥为石拱
桥，如今枫江流淌，街巷繁忙如初。桥北通往
霞街连通枫亭的交通枢纽，宋代的驿站已成
为现在迎来送往的汽车站。桥南的鱼街亦鲜
活。早晚时分，太平桥上摆满杂海、果蔬摊，人
声鼎沸。桥头左拐绵延百多米青石板路上，老
街两旁店铺比邻，海产、干货食杂、水果店林
立，鞋服、日用百货店商品琳琅满目，作为时
代标志的供销社依旧运营，枫亭糕、海蛎饼等
本地特色小吃摊位前往来络绎，取味乡愁。

空中俯瞰，枫慈溪沿岸分布兰友社区、
霞街社区、学士社区等多个传统风貌区。仙
游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枫亭镇党委书记张
春志介绍，当前，枫亭正有序推进枫亭兰友、
学士花漾古街区、宋城等一批文旅项目，对
古街风貌、环境布局、商业业态整体改造提
升，积极发挥古街、古厝、古港、古桥、古树等
历史环境要素在提升城乡建设内涵方面的
独特作用。

海丝古镇 踏浪前行

2019 年，枫亭镇入选福建省首批 8 个地
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之一。

除了宋代发达的港口贸易，这里有仙游
历史上最早的巡检司，是地方行政、军事和海
防管理机构；这里有唐代延续下来的枫亭驿，
居有饮食，行有车舆，是古代地方邮政、交通
管理站；自宋到清，枫亭登进士第的达127人，
任知县以上的 112人，有科甲冠八闽之美誉。
曾孕育过陈洪进、蔡襄、蔡京、蔡卞、林亨、薛
奕、肖妃、陈迁、林兰友、林肇祺等历史名人。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带动了地
方教育科举的昌盛、文化艺术的繁荣。”林碧
桃介绍，枫亭镇在唐宋时期曾属泉州“清源
府”管辖，除太平港、太平桥、太平陂、鱼街外，
域内还有天中万寿塔、蔡襄墓、古溪海汇流
亭、太平亭、太平塔、沧溪古桥、三峰陂、古荔
园、三妈宫等一批丰富的海丝遗迹。

北宋璀璨的文化星河中，枫亭籍著名政
治家、文学家、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是极
耀 眼 的 一 位 。他 主 持 建 造 的 洛 阳 桥（万 安
桥），是我国最早的跨海大石桥；他撰写的

《茶录》与《荔枝谱》，是世界级的农学著作；
他为人刚正清廉、敢于直谏，为政以德、兴修
水利……留下“忠国惠民”美名。

枫亭镇东宅村“古荔园”内栽有 3株古荔
枝树，据专家考察有近千年的树龄，当地相
传为蔡襄亲手种植。莆田文史专家蔡天新介
绍：“荔枝干是宋代兴化军海上贸易最大宗
农产品。据史书载，仙游枫亭‘烟火万家，荔
阴十里’，家家门巷荔枝香，墟市荔枝满市，
商贾从集市大量收购运销海内外。”此外，蔡
襄在《荔枝谱》中也有记载，用红盐法制成的
荔枝干通过莆仙的海外航线可“舟行新罗、
日本、琉球、大食之属”。

“蔡襄分别两度出任福州和泉州的地方
行政长官，利用朝贡贸易政策，推动两地海
上贸易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曾隶属泉
州管辖的枫亭镇的发展。”蔡天新介绍，宋代
泉州府辖下九县（含莆田、仙游、同安三县）

元宵节迎神赏灯活动也是在蔡襄的倡议下，
仿照汴京开封举办的边游灯边踩街的形式
创新发展而来。

此后千年，加入各种舞蹈、音乐、杂技和
武术等表演形式的枫亭元宵游灯便代代传
承，历久弥新。今年正月十五，莆田市首届蔡
襄文化旅游节暨国家级非遗枫亭元宵游灯
习俗活动再现理学家朱熹《满江红·枫亭塔
斗山》中“神眷斑斓襄故里，仙迎锦绣灯甜
约。人空巷，水泄不通街，奇观乐”的热闹景
象。《枫亭志》曾收录宋代蔡绦（蔡京四子）诗
作“香涌太平港，灯耀青螺峰”的诗句，描绘
当时枫亭元宵游灯的盛况。

升级蔡襄文化公园、成立枫亭游灯文化
展示馆、挖掘水阁龙舟水上民俗巡游文化……
近年来，枫亭镇承古拓新，积极探索枫亭元
宵游灯、水阁、皂隶舞、枫亭糕等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跨界创新模式，写好“海丝”文旅
文章。

从千年古镇到现代化滨海城市，枫亭
“港”与“城”融汇发展的愿景也清晰可触：打
造环湄洲湾区域的产业新城、仙游县域的副
中心。

作为仙游县唯一的出海口，枫亭镇的航
运功能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民国 18—25
年（1929—1936 年），枫亭港成为仙游海运的
货物接运点。抗日战争期间，枫亭港的霞桥、
陡门成为重要港口之一，曾一度在此设立海
关分支机构。

“得益于沿海优势，枫亭镇得到迅速发
展。”张春志介绍，1980 年起，湄洲湾开发，枫
亭港成配套建设项目。1985 年，牛头湾、徒
门、太平港等开始建设成为枫亭港区重要码
头。其中牛头湾建起 300吨级码头以及泊位、
仓库，货场达 3340 平方米。徒门码头可停靠
百吨货船，新建 500 吨仓库。太平港建有码
头，泊位 2 个，建有 500 吨食盐仓库。湄洲湾
大桥下的海安陆岛码头为省级码头，可停泊
大型轮船。如今，整个枫亭港每年吞吐量达
35 万~40 万吨，各港区在枫亭港新海运时代
依然吐纳港城发展节奏。

2007 年，仙游经济开发区在枫亭滨海新
城挂牌成立。如今，枫亭镇聚焦鞋服纺织、生
命健康、电子信息新材料、绿色低碳新能源、
高端装备等产业，发展港城新篇。海安橡胶
全钢巨型工程子午线轮胎、日晶玻璃厂玻璃
砂进口、巨龙大型管材、华峰绿色纤维鞋服
纺织面料与原材料进出口等大庄货物通过
港口码头出入；依托临港优势带动纺织鞋
服、高端装备、新型功能材料等产业转移，实
现由物流运输到产业聚集的转变，助推产业
集群发展……

“从城、产、境三个原则出发，形成‘两头
产业，中间服务’的‘一带三片区’的总体空
间结构，以沧溪和枫慈溪为带，串联商业中
心、会议会展、商业等服务配套，同时联系城
东、城西、五里岭、新能源、高端装备五个工
业组团发展。”张春志说，枫亭镇的未来，应
该带有鲜明的港城印记，又兼具时代发展的
多维机遇，才不负千年古镇欣荣历史的城市
更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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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的天中万寿塔美不胜收夕阳下的天中万寿塔美不胜收。。

仙游火车站广场前的蔡襄雕像仙游火车站广场前的蔡襄雕像枫溪穿过枫亭镇区枫溪穿过枫亭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