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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田

看“福文化”贺岁书画摄影作品展、逛
“福”文化景观公园、挂百福羊皮灯……春
节假期已过去，但在山城古田，市民们仍
旧沉浸在“福”文化带来的浓浓年味中。

欢歌笑语辞旧岁，“福见好戏”贺新
春。1月 24日至 26日，省实验闽剧院来
到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革命老区基
点村——古田县杉洋镇珠洋村，为当地乡
亲们献上三台精心准备的闽剧大戏——

《大破天门阵》《王莲莲拜香》《双蝶扇》，让
大家在浓浓的年味中感受幸福，享受兔年
新春的第一场文化盛宴。“以前这么好的
戏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在手机里看，没
想到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感觉很幸
福，丫霸！”精彩纷呈的演出让众多闻讯而
来的戏迷们过足了戏瘾。

讲好福文化，山城更有福。新年伊
始，作为我省“福”文化发源地“福州十
邑”之一的古田县深挖区域特色，广泛开
展以“福”文化为主题的宣传推广活动，
在营造迎春接福浓厚氛围的同时，持续
做好“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
发展工作。

在凤埔乡，平沙至凤埔东华公路“白
改黑”改造提升工程刚刚完工通车，在沿
路灯箱“福”文化元素的点缀下，新铺设
的沥青路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围绕交通
项目建设，该乡结合当地食用菌产业特
色及功能区域，运用传统及现代手法突
出“福”文化主题，以“福”饰景，对公路沿
线、群众公园等重点区域进行节日氛围
提升，为广大群众的生活环境增添了幸
福的“底色”。

与此同时，为让“福”文化进一步激发
文旅市场活力，古田县抓住春节期间迎春
纳福的重要节点，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
样、内容多元的文化活动。在城区，“福满
玉邑·墨香翠屏”贺岁书画摄影作品展、新
春典籍文化展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百姓大舞台 七天连番贺新春”系列活动
连番上演；在乡村，祈福气、看烟火、去野
营、看闽剧、听民乐、尝美食……一场场群
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福”文化活动
持续上演；在线上，许多市民收看了 2023
世界福州十邑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贺新

春·品民俗”线上知识竞答挑战赛也吸引
了 5000 余名网友参加、浏览。据统计，
春节假日期间，古田县在“福”文化的衬
托下，文旅市场不断升温，全县共接待游
客 19.13 万人次，实现收入 9373.7 万元，
使当地的文旅市场迎来了新年“开门
红”，许多市民止不住感叹：“久违的烟火
气回来啦！”

从城市到农村、从大街到小巷、从线
上到线下……当下的古田县，“福”文化流
淌在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传承在走福
道、逛福景、品福味的人群中，处处皆福、
福气满满，不仅让人民群众沉浸式体验新
春氛围，更让历史悠久的特色地域文化焕
发出新时代的新趣味、新时尚。

□ 杨远帆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铭文，叫《陋室
铭》，开头两句是这么写的：“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周宁是个
多山的县份，大小 661座山峰环抱着这片
神奇秀美的土地；周宁也是个多水的县份，
18条溪流经全域。至于山上有没有仙，我
想应该是有的；水里有没有龙，这在当地是
妇孺皆知的事，最著名的当数八蒲龙。周
宁有许多和龙有关的地名，和它都脱不了
干系。比如华东第一大瀑布九龙漈，传说
就是八蒲龙在那打了九个滚打出来的。而
我将要说的金扇，也是它的杰作。

金扇是一道瀑布的名称，位于浦源
镇江源村。相传八蒲龙来江源村的长潭
修炼。村民纯朴善良，乐善好施，对待八
蒲龙如对待亲人一般，使它深受感动。
八蒲龙懂得知恩图报，当它了解到江源
人土法炼铁、用炭熔铁不易，便施展神法
在扛溪尾端的峭壁上劈开一面扇形瀑
布。说来也奇，从此江源人炼铁的炉膛
宛如有神扇煽风，火焰格外旺盛，炼出的
铁量多质优，畅销闽东。据考证，清光绪
至民国时期，江源人土法炼铁，年产可达
40吨左右，这数字放在一个村庄来比较，
是相当可观的。

江源位于周宁、寿宁、福安交界地，主
村虽离周宁城区 18公里，但山路弯弯，蜿
蜒曲折，也才有风景在藏藏掖掖中时不时
冒出，给人一路惊喜。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到达江源村，村干部在路口迎了上
来，说，先去金扇。

我们沿着一条施工便道往下走，隐约
可闻流水声。村干部告诉我，下方的溪叫
龙亭溪。龙亭溪是周宁县溪流中最大的
一条。惊心动魄、气势磅礴的九龙漈瀑布
群诞生于七步溪，而七步溪正是龙亭溪的
主要支流。溪名的龙字是否也和八蒲龙
有关？成了一个谜。循着水声下到了谷
底，拐个弯就看见了名唤金扇的瀑布。一
股清流从山顶争先恐后扑腾而下，撞在巉
岩上珠飞玉溅。山顶的溪流叫扛溪，金扇
瀑布的源头就是从那来的，瀑高约 60米，
平时宽处 13 米左右，丰水期可达 30 余
米。由于上小下大，整个瀑布宛如一把大
白扇。在阳光的照耀下，褐岩把白水衬得
透亮明丽。坐在瀑布下方的凉亭观瀑，俯
仰从容，观察细致。水的流动和光的流
动，正需要这样的心态来对待的。唐代诗
人李白的《蜀道难》诗云“飞湍瀑流争喧
豗，砅崖转石万壑雷。”我觉得以此形容金

扇瀑布是恰如其分。水在跳跃的过程中，
风来助兴，两者合奏着一曲风水交响曲，
时而舒缓，时而激荡。这时，鸟也来凑趣，
先是几只，后是一群的鸟如箭一般扑向瀑
布，然后又以矫健的身姿急速飞到凉亭附
近。鸟抖动被水打湿的翅膀，细微的水珠
闪着太阳的光泽。当地人称这种身上黑
羽、尾部红羽的鸟为红裙鸟。精灵般的红
裙鸟在飞湍的瀑布中来去自如，其无畏勇
气与过硬技巧，让人感慨万端。瀑布与红
裙鸟，恰好组合成一幅生动活泼、自然和
谐的精彩画面。

观瀑亭边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石。村
干部告诉我，这大石有传说。说是吕洞宾
还未成仙之前，汉钟离十试吕洞宾后，说：
你若想成仙，还得立三千功八百德。于是，
吕洞宾用从汉钟离那学来的道法和仙术，
及从火龙真人那学来的剑法，斩妖除魔，济
世救人。这期间，吕洞宾也到过江源，传说
这块大石就是他的试剑石。为了把剑练得
出神入化，他经常找硕大无比的石头来练
剑，这块大石就是其中之一。在江源期间，
吕洞宾的剑法进展神速，成为剑圣。大石
也被当地人称为“洞宾试剑石”。

金扇瀑布的水流由高往低顺理成章

地进入了龙亭溪，我们也随水流来到溪
畔。两岸夹峙的青山互相谦让，让出一片
开阔地，任溪水无拘无束地流淌，任植物
自由自在地生长。水在这里换了角色，由
主角转为配角，而主角是石。一路上，我
们在溪床上看到各种不同形状的奇石，像
葫芦、像海豚、像玉女……这些形态各异
的大小石头在溪水经年的冲击和打磨下，
无不透着难以言喻的灵气。还有壶穴，虽
不多，却讲述着洪荒岁月的亘古变迁。今
人在大石上刻字，有寿有福。这几千年，
人类一脉相承的祈愿，在这偏僻的荒山野
谷依然焕发出智慧的光芒。

不远处有石台，下方的深潭唤作曲尺
潭。村干部解释道，因地形像木匠用的曲
尺，水到此成九十度转向而得名。但有个
传说却颇有意蕴，相传三千年前姜子牙获
悉曲尺潭中有光鱼（学名倒刺鲃），前来垂
钓。当地山神设法阻止，遂与姜太公比钓
技拼输赢，井底之蛙的山神学不得姜太公
的直钩无饵垂钓法，只得甘拜下风，悻悻
然将石台拱手让给了姜太公。人们把这
块最佳垂钓台唤为“太公垂钓台”。

奇石与传说成就了一个个视听景
观。村干部指指点点，说着肖形状物。我

认为无论是海马还是海狮，全凭想象。但
只要有心，处处皆风景。

将近午时，我们从金扇瀑布的右侧上
山。村民修了石板路，平缓、疏朗。很快就
来到金扇瀑布的尽头，俯瞰，瀑布掩映在浓
荫中；仰望，是绿意充盈的虎啸潭。侧耳倾
听，由两级小叠瀑组合的落水声，仿佛是一
只刚刚成年的华南虎求偶的呼唤声。

逆流而行，山道旁的这条溪名唤扛
溪，被称为周宁的九寨沟。它静悄悄地隐
藏于山间，如有道的修炼者，随季节调整
自己。周宁作家肖林盛在一篇写扛溪的
文中写道：“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韵
味。冬日银装素裹，冰柱玲珑；春月嫩芽
点绿，花香满径；夏至绿荫满溪，瀑流飞
湍。最美是秋色。走进扛溪，你就能强烈
地感受到这里的彩色山林、彩色溪水、彩
色天空和彩色世界。”我们来时正是初秋，
绿是翠绿，黄是橙黄，红是鲜红，蓝是纯
蓝，耳畔传来秋蝉嘹亮的声音，眼前掠过
飞鸟敏捷的身影，还有一路欢唱的溪水，
触碰你裤腿的野花，倏忽隐匿的松鼠，以
及石桥、栈道，一切都那么古朴，那么野
拙，给你一种在城里不曾有的感受，那就
是心旷神怡。

我们不断攀登、前行，终于大汗淋漓
地进入江源村。当地人说，他们的村庄长
在山巅。如今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游的
兴起，江源村也是很有看点的，村口的五
福宫与溪畔大石上的福字、寿字乃异曲同
工。村庄整洁，村民热情，一幅人和景明
的模样。再看地理，清乾隆二十八年，福
安穆阳的缪家枢踏访江源后，在《扛溪舆
图记》描述：“扛溪之地，东北一山，岩畔栖
形，回翔搏翮，宛若六象九苞，飘飘来仪
……”六象九苞乃凤的形象。明代李东阳

《王世赏所藏林良双凤图》诗曰：“九苞六
象杳莫睹，谁遣图画留人间。”由此看来，
江源村位居飞凤山麓，村前的扛溪水成半
月形，恰似群鱼半月迎飞凤，可谓地貌与
风水皆佳。

我们在村委楼喝茶时，有村民提来一
篮刚采摘的葡萄。形状色泽口感均为上
乘，而且晚熟。我问：葡萄何名？他说：无
名。我说：那莫如叫金扇葡萄。

金扇这么个好听且叫得响的名字，
只给了一条瀑布未免大材小用，我以为
应成为当地品牌。江源不仅有金扇瀑
布，还应有金扇葡萄、金扇茶叶、金扇雪
梨、金扇板栗……

2月1日至3日每晚7时，福鼎市文体和旅游局
联合福鼎市闽浙边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人民剧
场举办《2023年元宵越剧专场演出》文化活动，超过
2000余人次市民共同观看演出。

此次公益性文化惠民演出分别安排了《王老虎
抢亲》《天道正义》《白兔记》三部脍炙人口的经典
越剧。演员们用独具特色的戏曲语言演绎着生动
而令人深思的故事，现场气氛火热、掌声不断，观
众们在戏曲表演中感受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魅
力，让群众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气氛，享受到元宵节
的文化大餐。

此次文化惠民演出有助于引导福鼎市广大群
众积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增强新时代
文化活动吸引力和感染力。

新的一年，福鼎市文体和旅游局将继续组织闽
浙边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持续开展“文化惠民”等
公益性演出、送戏下乡、戏曲进校园活动，让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 蔡舒怡

溪水淙淙，从碇步桥上缓步前行，脚步轻盈，犹
如置身烟雨江南，遇上水雾氤氲，更是回味悠长……

1月21日晚，《碇步桥》亮相央视春晚，将泰顺仕
水碇步桥的韵律与美感带到大众眼前，引来众多网
友点赞。

究竟什么是“碇步桥”？“碇（音同‘定’）步”，又称
“汀步”“矴（同‘碇’）步”，是水上步石的一种，多建于
水不是很深但较为宽阔的山溪之中，方便人们渡河
行路。

碇步桥是桥梁的原始形态，学术上称“堤梁桥”，
因形状酷似琴键，又名“琴桥”。民间常说碇步桥“远
看一条线，近看像拉链，细看是琴键，好像楼梯浮水
面”。

宅中乡域碧波、山涧、碇步交错其中，长有数百
齿，短则四、五齿，纵横交织在山水之间，不失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令人驻足。

西溪碇步位于蔡山村西溪自然村，为柘荣县文
物保护点，建于清光绪十年十月（1884年），共有123
步，为全县最长。

西坪古碇步位于西坪村，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由
“三主司曹，无一冤狱”的明代柘荣籍进士，广东按察
使司右参政游朴捐建。当年游朴曾游学西坪，并多
次借住明代老寺普觉寺，并在普觉寺遗有“深山住
处”的牌匾。古碇步和“深山住处”牌匾见证了游朴
和西坪村的深厚渊源，也见证了明朝正统万历年间
西坪村古驿站的繁荣和昌盛。

东溪碇步位于坪坑村，是富溪通往霞浦官道上
必经之路，该碇步位于柘荣名人蓝阿嫩故居附近。
据党史文献记载，蓝阿嫩追敌时，将杖刀向河中一
插，像撑竿跳高一样“呼”地飞过河去。据此推测，蓝
阿嫩当时应常在碇步上行走。

宅中是一个具有优良红色传统的乡镇，溯溪而
下30公里就抵达闽东革命中心——柏柱洋。三年
游击时期，宅中乡始终红旗不倒，坪坑村、西溪村、西
坪村是全县知名的老区基点村。三年游击战争期
间，闽东临时特委领导人为保卫红色政权，辗转于柘
鼎边的深山老林间，在坪坑、芦溪坑一带建立红军
洞、秘密寮和红军医院，周边也涌现了彭阿养、蓝阿
嫩等著名人物，以及少先队员投入游击战、一家三兄
弟满门忠烈魂这样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2021年，在省水利厅和财政厅支持的西溪流域
（宅中段）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中，西溪村、西坪村
的碇步桥得到更好的保护，支流河道得到提升改造，
总长度7.0公里的硬质护岸得以软化、河流的生态功
能得以改善恢复，老区基点村焕发出新活力。

川流不息的溪水、固若磐石的步齿组成了大自然
永恒的韵律，在宅中的山水间弹唱着一曲奔腾的歌。

□ 陈婷

柘荣宅中碇步桥：

镶嵌在山水间的钢琴键

福鼎：

福兔呈祥迎元宵
文化惠民暖民心

金扇 □ 缪华 文/图

““福文化福文化””里年味浓里年味浓

金扇瀑布金扇瀑布

西坪西溪碇步西坪西溪碇步 魏发松魏发松 摄摄

经典越剧演出现场经典越剧演出现场 白东东白东东 摄摄

盛大的正月十五民俗踩街活动盛大的正月十五民俗踩街活动 （（古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古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市民参加元宵节沿街猜灯谜活动市民参加元宵节沿街猜灯谜活动 （（古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古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