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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文/图） 近日，“中国侨乡·
漳州采风行”活动在漳州举行。由中央、省、市主流媒体
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漳州各县（市、区），探访侨企、对
话侨商，探寻历史足迹、感受侨乡记忆，用笔和镜头记
录漳州这一重要侨乡的历史以及发展变化。

本 次 活 动 突 出“ 情 、惠 、义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报
道 侨 历 史 、侨 文 化 、侨 乡 贤 、侨 企 业 、侨 乡 村 、侨 家
族 ，讲 好 侨 故 事 ，拓 展 侨 联 谊 ，做 大 侨 经 贸 ，展 现 侨
乡 投 资 热 土 和 为 侨 服 务 工 作 风 采 ，营 造 知 侨 重 侨 、
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打响中国著名侨乡品
牌，助推漳州高质量发展。

漳州是我国著名侨乡，是海丝重要节点城市，漳州
月港是明代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全市现有
海外侨胞 110多万人，分布于近 70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侨乡·漳州采风行”
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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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萧镇平） 近日，《漳州土楼与寨
堡》讲 座 在 漳 州 古 城 的 闽 南 书 院 举 行 ，闽 南 师 范 大
学 商 学 院 教 师 郑 丽 娟 博 士 和 漳 州 市 政 协 文 史 研 究
员、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林南中向大家讲述
漳州土楼与寨堡的奥秘。

在岁月的长河中，从明朝官方的卫所到明清以来
遍布漳州乡村的各种防御性建筑，这些防御性建筑
不仅是军事防御的产物，更是东南沿海人民适应环
境、发挥创造力的历史见证。可以说，漳州土楼与寨
堡是漳州人民抗争历史的见证，是漳州地方文化的
重要展现形式。郑丽娟和林南中通过实践调查收集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拍摄了无数珍贵的照片，通过多
年的辛勤研究和现场考察，为大家揭开漳州这片神
奇土地上的许多建筑瑰宝，并最终合著成《漳州土楼
与寨堡》一书。

《漳州土楼与寨堡》详尽地记录了漳州土楼的多种
形态，从圆形、方形到椭圆形、八卦形，每一种形态都是
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利用。阅读该书，还可以发现，作
者不仅记录了漳州土楼的特点，还收集了关于其产生
来源的多种民间说法，展现了土楼、寨堡在当地民众心
中的丰富内涵。这些民间传说与历史争议，为漳州防御
性建筑的研究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和思考空间，其特
色的文化价值在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漳州土楼与寨堡》
讲座举行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日前，漳州闽南书院举办
专题讲座，特邀省作协名誉主席杨少衡主讲《漳州新时
期文学回眸》。

杨少衡在讲座中指出，漳州新时期文学起步于
上世纪 70 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随着全国
新 时 期 文 学 大 潮 兴 起 ，漳 州 文 学 创 作 快 速 发 展 、影
响深远，形成“九龙江文学”现象。“当时，漳州文学
创作氛围浓厚，作家陈文和、陈布伦以《芝山》《水仙
花》等 文 学 刊 物 为 阵 地 ，如 春 风 化 雨 般 引 导 一 批 漳
州 青 年 走 向 文 学 之 路 。”杨 少 衡 表 示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期 ，黄 清 河 、海 迪 等 作 家 在 福 建 文 学 界 崭 露 头
角、佳作迭出，漳州因此成为福建小说创作重镇。其
后，赖妙宽、杨西北、王文径、刘小龙、陈进昌、今声
等 作 家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相 继 涌 现 ，随 后 又 涌 现 出 何
也、陈子铭、何葆国、叶子、黄荣才等新一代的文学
创作者。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富庶的鱼米
之乡、丰富的民间文学滋养、漳州人开放包容与人为善
的人文性格，是漳州新时期文学得以蓬勃发展的“天
时、地利、人和”，由此孕育诞生的“九龙江文学”也自然
成为闽南地域文化独具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漳
州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推动新时代文
学创作，让当代更多漳州作家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讲好漳州故事，促进文化繁荣。

《漳州新时期文学回眸》
讲座举行

本报讯（刘婧） 日前，由福建省“海丝”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专班、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海上丝
绸之路大月港文化遗产价值学术研究座谈会在漳州闽
南书院举行。

会上，5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漳州海上丝绸之路
考古、漳台海洋文化遗产调查、明清月港贸易与世界
海洋贸易关系作用研究、海丝海外文献资料研究等
方面进行交流与探讨，充分挖掘大航海时代大月港
海丝文化、闽南文化、海洋文化的内涵，共同探索月
港海丝文化发展路径。

大月港文化遗产价值
学术研究座谈会举行

侨胞现场表演节目侨胞现场表演节目。。

民以食为天，美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在国家细分的十项
非遗项目里，美食制作技艺属于传统技艺。而在宫廷御宴之外，很多
民间小吃在地方也传承了百年之久。一方豆腐、一团肉圆……这些看
似平凡的食物，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探索，组成了中国丰富

而多样化的美食地图，孕育了世代在此生活成长的人，这份独特的
“本土味”背后，是地方民俗文化在味蕾上的生动体现。

本期《闽南文化点亮漳州》选取漳州本土特色非遗小吃制作技
艺，在舌尖上找寻那份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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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逼真了，这
就是我们家乡的龙
舟。”日前，龙海区紫
泥镇紫泥村村民林
伊星将自己制作的
一艘 60 厘米长的龙
舟模型发到抖音平
台，引发了网友们的
点赞和评论。

紫泥村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是漳州远近
闻名的“龙舟村”，龙舟钉造技艺在这里已传
承了 100多年。“我小时候就经常在村里看造
船师傅做龙舟，也喜欢在端午节下水划龙
舟。”今年 25岁的林伊星在耳濡目染下，对制
作龙舟有着浓厚的兴趣。

如果将家乡的龙舟做成微缩模型，当成
艺术品，是否同样受人喜欢？2018年，林伊星
突发奇想，将漳州的龙舟等比例缩小，制作
成 0.6米、1米、2米等不同规格的龙舟模型。

随手拿起一艘刚做好的龙舟模型，他向
记者介绍起漳州龙舟的特点：漳州龙舟用料
精细，船、桨、舵均用杉木制作，颇为考究。龙
舟的结构部分有龙头、龙尾、龙骨、龙肠、冚板

等，活动部分则有木桡、龙舟舵、龙舟鼓、双铜
锣及龙旗等饰物。龙舟种类繁多，有红龙、黄
龙、青龙、白龙数种。龙舟色彩斑斓，龙身龙腹
按麟甲模样涂彩，色泽艳丽鲜明，图案漂亮炫
目。龙舟富含象征意义，龙头、龙颈是写意的：
用金箔纸折成约 1平方厘米的小方块，绑在一
根对折的红布条上，象征龙须；将一块红布折
成三角形，钉在船头，象征龙舌；以 6条龙须等
距离分布钉在龙舌上，这就成了龙头。

“龙舟模型虽然看起来小，但是制作工序
跟传统龙舟一样，一道也不能少。”他说，造船
前，要先根据龙骨长度选好木材，再以龙骨长
度算出整艘船全部构件的长度及弧度。一艘
龙舟模型的诞生需要经过十几道复杂工序：
从开斧、定中轴、组装，再到修整、填缝、防水、
上漆……至少要耗费 4天才能制作完成。

在林伊星的工作室内，摆放着他精心制
作出来的不同规格的龙舟模型，这些都是根
据客户需要定制的。他制作的龙舟模型受到
了不少龙舟爱好者的喜欢。接下来，他计划
选用上等的木材制作一艘 2 米长的漳州龙
舟用于博物馆展览，让更多人了解漳州龙舟
的钉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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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道周书法创作
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书法
学习在取法方向上不应
该随时风、时流，应该在
掌握了古人法度之中，寻
求突破，以形成个人风
格。”近日，东山县书法家
协会主席、东山县黄道周
书法研究院院长、70岁的

黄友山在东山县文联“文艺讲坛”向书法爱好者作
《黄道周小楷〈孝经定本〉的浅析》讲座。

黄道周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
一，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尤以行草书最为突
出。东山是其故里，黄道周文化是东山县重点打
造的“三公文化”之一。近年来，东山一些像黄友
山一样的书法作者系统地学习黄道周书法，并
加以融合和创新，推动道周书风在当代的延续
与发展。

黄友山自幼酷爱书法艺术。最初，他从唐楷
入手，后学二王、黄山谷、米芾等名帖，专攻草
书，再转学黄道周书法。他用 5 年多时间，不断
临摹黄道周的楷书、行书和草书作品，研究学习

其用笔、结字和章法等特点。同时，走访黄道周
讲学、生活过的地方，全面了解他的学养和个
性，理解其书法风格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广泛涉
猎各种书法流派，丰富自己的书法语言。

“临摹是掌握黄道周书法技巧的基础，‘穷
源竞流’悟出书法真谛，才能学其形领其神。”痴
迷于书法艺术的他，先后参加中国书法函授大
学、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中国美术学
院书法函授班等，虚心与名家学习交流，系统临
习黄道周的书法作品，并加以融合、锤炼和升
华，形成笔转折刚劲有力、点画充实浑厚、行气
贯通有姿态的书法风格。如在保持黄道周行草
书雄健奔放、刚直不阿的基础上，他尝试融入简
约、时尚等现代审美元素，使作品更具时代感；
黄道周的行草书章法行距较开，以横势求紧结，
他尝试加大行距、缩小字距等改变章法布局，使
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黄友山还致力于传承工作。2017 年 6 月，他
利用自家文化室，与书法好友一同创办黄道周
书法研究院。同时，每年组织开展黄道周书法交
流活动和书法作品展览等，吸引越来越多的爱
好者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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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方”“圆”之间 品味美食文化

提到漳浦人餐桌上的“常客”，古早味
的肉圆算一个。在漳浦地区的节日庆典中，
肉圆都被当作一道招牌菜，它寓意着团圆
和幸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吃出团圆

对于肉圆的起源，古书里面并没有太
多的记载，但有人认为，其与古时一种叫

“捣珍”的美食做法相似。《漳州名产志》中
有这样一段对漳浦肉圆的记载：漳浦肉圆
主要有猪肉圆和牛肉圆两种，具有制作精
细、柔脆有弹性、味道鲜美香馥等特点。

取刚宰杀、带有余温的新鲜瘦猪肉为主
料，用宽窄适中的木槌，把猪肉捣碎，再与新
鲜淀粉等配料拌匀，而后精制成直径约 2厘
米的丸子，入锅煮至八成熟即为成品肉圆。

这道看似简单的小吃背后，还寄托着
一份美好的寓意。相传清朝时期，漳浦当地
有个上京赶考的学生，其母亲担心他赴京
路途忍寒挨饿，又盼其能金榜题名、衣锦还
乡团圆，就把猪肉捶打成泥，做成圆状便于
随身携带。闽南话“肉圆”与“团圆”谐音，寓
意“团团圆圆”或“圆圆满满”。后来，“漳浦

肉圆”的名声渐渐叫响，传承了百余年的漳
浦手工肉圆制作技艺还被列入漳州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漳浦肉圆可以传承这么久，有这么多的受
众，和坚守传统制作技艺有很大的关系。”漳浦
旧镇镇元丰手工肉圆店第三代传人郑园说，他
们在传承路上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的方式，确
保食客吃的每一颗肉圆都是手工捶打出来的。
走进这家肉圆店，有规律的捶打声不绝于耳。

吃出传承

“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不能丢。”漳浦肉圆
制作技艺传承人王元林认为，虽然科技发展迅
速，但是传统的老手艺也有它存在的必要。

如今，王元林将他的肉圆制作技艺传
授给数十个徒弟，他们在漳浦的大街小巷
开起了肉圆加工铺，生意十分红火。

林文成则专注于肉圆的制作加工，供应
给销售门店和餐饮连锁店。同时，他还将肉圆
制作过程拍摄成短视频，开设视频号，收获了
不少点赞。

“传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漳浦肉圆
作为本土传统产业，在今天能够借助科技的

力量、互联网的力量，让产业更进一步，这是
行业上的人都希望看到的，而作为学习了传
统手艺的我们这一代，也希望能用自己的一
份力助推产业良性发展，把肉圆名头带向更
远的地方。”林文成说，如今他家的肉圆每天
销量可达 500公斤，最多的时候日销量可达
2000多公斤。他还特地专门请设计师设计文
化包装袋，将地方美食餐饮融入文化内涵，
做强品牌文化效应。

“一个地方的特色食物是一面镜子，映
射着当地的风土人情，是一代人的共同记
忆。”林文成表示，延续传统美食文化，要放
低身段、简化自身，才能够融入万家灯火；要
坚持守正创新、丰满滋味，才能紧握人们的
舌尖滋味；要走进人心、点燃记忆，才能让人
食时有味、忆时有情。

这些坚守制作技艺的人，正用自己的
初心守护乡愁的味道。

“圆”里寻乾坤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黄喜祖 林素真 文/图

“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
术，安坐获泉布。”这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
熹的《豆腐》诗。

平和县大溪镇，就是一个产豆腐的地
方，这里产的豆腐兼具豆干与豆腐的双重
口感，也称为“大溪豆干”，为“大溪三宝”之
一，是平和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道传统美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溪豆干制作技
艺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下，走过了上百
年的风雨历程，被列入漳州市第七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留住本味

大溪镇，位于海拔 1270 米的灵通山和
海拔 1544.8 米的大芹山底下，源自两座大
山的水，水质独特，山泉水中含有 20多种矿
物质。正是这一独特的水质和当地的地理
气候条件，孕育出风味独特的大溪豆干。

据《平和县志》记载，早在明末清初，大
溪豆干生产技法就十分成熟：选用上等大
豆，经过浸水、磨细、过滤、煮浆、点卤、凝结、

定型等工序手工制作而成。其脂肪、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结构合理，含有钙、钾、铁、磷等
元素，尤其富含钙元素。其性不寒不燥、老少
皆宜，是不可多得的营养保健食品。

驶过灵通山蜿蜒的山路，在山岚弥漫
间，陈小丽制作大溪豆干的厂房映入眼帘。

“豆干制作技艺主要难在坚持。”陈小丽
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一遍遍淘洗着黄豆。
她是大溪豆干制作技艺第五代非遗传承人。

在耳濡目染下，她从 18 岁开始便跟着
父亲陈贤顺学习豆干制作技艺，通过口传
身教的方式，把豆干制作技艺继承了下来，
如今已走过了 18个年头。

大溪豆干之所以能够声名远扬、传承至今，
与其传统制作工序息息相关。在陈小丽的制作
间里，都采用传统的手工制作工具，选用优质黄
豆以及灵通岩的山泉水，以卤水为凝结剂，经过
清洗、浸泡、磨浆、滤渣、煮浆、点卤、打包、压制等
复杂工序。制作而成的大溪豆干呈淡黄色，质地
柔韧偏硬，不易破碎，便于存放。其中，点卤、压
制是最具大溪特色的传统制作方法，用盐卤进
行点浆和用石膏点浆制作出来的豆干口感相差
甚远，不论煎、烙、煮、炖、炸皆为菜中上品。

打出品牌

在大溪，从事传统豆干制作的以家庭
作坊生产居多，他们往往是单打独斗，没有
形成规模效应。

近年来，当地将大溪豆干的产业提升
发展与庭院经济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引
导广大农户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
有效利用自有空间，规范生产经营，让大溪
豆干朝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我们采取统一量身定制‘平和大溪豆
干’品牌形象工作服、统一大溪豆干专卖餐
车等方式，不断提升产品品牌的认识度，努
力打造‘非遗+文化+产业’特色产业品牌。”
大溪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金霸说。

“自从镇里和村里干部帮我们规划定制
了豆干专卖餐车，还配备了户外广告伞、围
裙、帽子、豆干打包袋，现在看起来更加干净
整洁，我们出摊非常方便，豆干也越来越好
卖了。”豆干经营农户吴扬川高兴地说。

如今，大溪豆干的专卖餐车已成为当
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方”中品真味
□本报记者 杨凌怡 萧镇平 通讯员 陈晓婷 简靖霞

陈小丽在用传统制作方式制作豆腐陈小丽在用传统制作方式制作豆腐。。 吴飞龙吴飞龙 摄摄

漳浦肉圆制作技艺传承人王元林漳浦肉圆制作技艺传承人王元林（（右右））在捶打精肉在捶打精肉。。

林伊星在制作龙舟微缩模型林伊星在制作龙舟微缩模型。。

黄友山伏案练习书法黄友山伏案练习书法。。（（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