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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山雾环绕，夜伴清风入梦，寻一方庭院，沏
一壶清茶，捧一席书卷，将时光轻柔安放，推窗见
景，坐看云卷云舒……如果你也向往这样的生活，
不如选一处山野，开启简单惬意的慢旅行吧。蓝天
白云下，青山绿水间，蕉城隐藏的古村落数不胜数，
一起走进上金贝村，邂逅这个充满魅力的初冬吧。

一见倾心的开始，始于上金贝，目之所及，绿意
盎然。朦胧的远山、热情的畲家人，仿佛在诉说着
远方的故事。郁郁葱葱的山林，吹来了自由的风，
不知名的野花，夹着青草的气息。这里的一切似乎
都和浪漫画上了等号。

上金贝是一个独具畲家风情的小村寨，山边一
排整齐的民房，居住着80多户300多口人。自然环
境优美，人文历史悠久，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全
国生态文明村、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村虽
小，景却甚佳。房屋座座相连，一色的白墙灰瓦，周
围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屏障，有遮天蔽日、固土护村
的原始次生林，有给村庄镶边装饰的层层茶林。湛
蓝的天空，绵软的白云，苍翠的树木，碧波微微荡
漾，偶有一阵风起，便是云朵悠悠飘过，一切都是最
惬意悠闲的模样。

如同镜面的湖水倒映着上金贝的容颜，以及四
周葱葱郁郁的植被，湛蓝的天空和白云，总是在慢
慢地展示着诗意的风景。清晨，红日破雾，霞光万
丈，与湖水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入暮，日落西山，
霎时红霞漫天，甚是悦目。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既然
已经来到上金贝村，当然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历
史。据《八闽通志》记载，上金贝村有涌金石、盘陀
石、灵响石潜鳞沼、双石屏、碧水帘、蒙泉井、长老
岩、祥云岩十奇景观。

知一处历史，解一地风情，于金贝寺前虔诚祈
祷。金贝寺也称金鄁寺、金邶寺，始建于唐大中八
年（公元854年），现存的一座大雄宝殿为上世纪80
年代所建。近年，当地开始重建这一千年古刹。

从村后拾级而上，有经过精心保护而留存至今
的亚热带原始次生常绿阔叶林，林中古木参天，树
影婆娑，苍藤古树纵横交错，奇花异草遍野丛生。

再往高处可攀至“八仙顶”。登顶“八仙顶”，且
停且听，感受“八仙顶”美好风景。“八仙顶”在畲家
寨东北面海拔800余米处。逶迤险峻的“八仙顶”，
由八座巨岩组成的山峰形态各异。传说中这是“八
仙过海”留下的仙迹，站在山上能够俯瞰周边，如诗
如画的山野田园及其远处的海。

这个埋在深山里古老的村落，畲族文化底蕴深
厚，传统习俗保存完好，畲族服饰琳琅满目，畲家美
食独具特色，每年农历三月三这天，当地的畲族群
众都要穿着传统畲族服饰，表演特色舞蹈，对唱纯
朴畲族民歌，不仅是宁德十大最美乡村、福建省旅
游名村，还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一批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

今年，上金贝打造了蕉城区首个人工粉色沙滩
景观，更是吸引一批游客蜂拥而来打卡。相距不远
的地方，简易的白色帐篷与上金贝绝美的青山绿水
相互交融，构成极致朴素的美丽。一日晴空、一片
草地、一顶帐篷、一壶咖啡、三五好友，即便困守城
中也能亲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远离尘
世的喧嚣，回归大自然的安宁与祥和，坐忘山水，此
间风景你独好。

游玩结束，品尝一份因形似枕头而命名的枕头
粽，四四方方，内馅饱满。畲族人常常将其作为厚
礼赠送亲友。还有那刚出锅的乌米饭，米粒如同一
颗颗黑色的珍珠，配上蜜甜的红枣，浅尝一口，你会
感觉到，木甑的清香与糯米的软糯完美结合，相信
我，你会甘愿为它驻足停留的。

□ 游在蕉城

龙湫寺，这个深藏在宁德市蕉城
区南漈山腹地的历史悠久的古刹，近
日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银杏黄季
节。金黄的银杏叶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欣赏这份冬
日里的唯美浪漫。

佛教界称银杏树为“圣树”，银杏
果为“圣果”。据说，今年龙湫寺的古
银杏已经170岁了。它矗立在寺庙的
门口，栉风沐雨，枝叶繁茂，如同守护
着寺庙的巨人。

12 月 7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
雪，宁德依然艳阳高照，金黄的银杏

叶仿佛给红墙黄瓦的寺庙披上了“金
装”。午后，阳光透过银杏叶，洒在寺
庙的各个角落，使得整个寺庙都充满
了温暖、祥和的气息。每当暖风吹
过，银杏叶随风飘落，扬起一阵金色
花雨，如诗如画。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他们走在寺
庙的庭院中，欣赏着满眼的金黄，聆
听着风吹过树叶的婆娑声，享受着这
份宁静而浪漫的冬日盛景。每一个
角落，每一片银杏叶，都成了相机下
的焦点，定格了这份美丽的秋色。

□ 本报记者 郑霄 文/图

▲蕉城上金贝 俞明寿 摄

▲游客体验上金贝畲族特色游玩项目
本报记者 陈容 摄

福鼎海岸线风光福鼎海岸线风光 张晋张晋 摄摄

福鼎：“海上长城”闪耀荣光

俯瞰福鼎市海岸线，
潋城堡、石兰堡、官城堡、
黄岐堡等城堡仿若珍珠洒
落。将这些古堡串联起
来，就形成了一条长长的
堡链，这种当年用于海防
的滨海壁垒遗存，被当地
人称为“海上长城”。

坐拥 432 公里绵长海
岸线的福鼎，位于福建省东
北部，地理位置极为特殊，
既是陆地的省际交界之域，
也是山和海相遇的地方。
数百年来，以山为邻，以海
为界，福鼎共营建 31 座城
堡，它们是地方海洋文化的
历史见证，其价值之重要、
特色之丰富不可不察。

蕉城上金贝村：

探秘境古村 品畲乡美食

蕉城南漈蕉城南漈：：

百年银杏披金装

海之有防曰城堡
福鼎古堡兴建时间自明开始，至清代

结束，作为海上防御体系之一，承担着极
大的作用。

为何防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福鼎
所处的沿海地区，长期遭受倭寇及海盗的
频繁侵扰。”福鼎市地方文史作家白荣敏
介绍，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福鼎古堡的修
建史，同样也是一部福鼎地区人民抗击外
来侵略者、保家卫国的斗争史，体现出福
鼎百姓不畏敌人、热爱家国的情怀。

“海之有防，始于有明；海防之严，始
于明之嘉靖。”据《福鼎县志》记载，在嘉靖
年间，倭寇侵扰不止，给福鼎沿海的居民
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福建通史》说：“戚继光入闽之前，福
建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敌我力
量悬殊的背景下，民众们想尽办法自救，
组建民兵、修建城堡御敌，也构成了福鼎
海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福鼎地图上看，整个福鼎地区的古
堡都是沿着海岸线分布，往北与浙江省接
壤，往南与霞浦县接壤，这些地方都有很多
类似的古堡。曾经为了抗倭，浙江、福建、

广东这三省的沿海都建立了很多城堡。
城堡是外围圈筑高大堡墙，内部建设

有民众日常生活所居住的房屋，具有突出
防御功能的大型聚居性乡土建筑，可分为
官修和民修两种类型。位于福鼎城区的
桐山堡，是民间所修古堡的典型代表之
一，主要由当地高氏一族出资出力，在古
堡修建完成后，又将他处的巡检司设立于
此，成了一处民间修建、官方使用的抗倭
城堡。

随着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倭寇和海盗
被消灭，古城堡逐渐失去防御作用。加之
年久失修、建筑老化、自然灾害等原因，有
的古堡坍圮受损，有的被荒草湮没消失，仅
存方志中的短短文字。幸运的是，部分古
堡中或毗邻古堡的建筑却保存了下来，或
居住生活，或开发旅游景区，重焕新生机。

“目前，福鼎古堡存留情况可以划分为
三大类，一如玉塘堡、潋城堡、石兰堡等保存
完好，二如藤屿堡、南镇上澳堡、才堡等残余
部分，三如桐山堡等完全消失。”白荣敏说。

一城一堡，一砖一石，承载着无数文
化印记。在福鼎，还有一些城堡旧址上，
零碎的瓷器不断被发掘出土，当地人将这
些文物遗存统一收集、展示。乍看之下，
似乎孤寂冷清，却无一不透射着当地厚重
的历史积淀与人文信息。

千年传承文脉盛
在硖门畲族乡双狮山后脊，山林掩映

之间，耸立着一座古堡，标作“石兰城堡”。
据《福鼎县志》记载，石兰堡修筑于明

万历年间，长 500 多米，与山势连为一体，
设城门一个，坐东南朝西北。

虽历经沧桑，这座古堡依旧挺立。城
门墙石上，有青苔斑斑点点，栗豆藤缠绕
生长而上，宛如一条蛟龙破墙而出，横跨
于城门口上前方，生机盎然，且大部分城
墙尚存，与山势连为一体。

穿过城门，踏着青石板路行走不远，
藤蔓缠绕的参天古树“瞭望樟”映入眼帘，
树高20多米，树头有一个大洞。“古人巧妙
利用了腐朽的樟树，凿空树干，并在树干
的不同方向留出洞口，打造‘瞭望哨’。”白
荣敏解释，顺着藤条，爬到洞口，可眺望周
围全景。发现敌情后，又可爬向另一个朝
向村内的树洞敲锣告知村民警戒。树洞
内也能作为临时避难所，可同时容纳20多
人躲避。

再往前走，青石巷道愈发狭窄，两边
每间隔 10 米左右，就有一分路口，砌成石

阶和回头墙，为民宅的入通口。当地人介
绍，城堡内有众多三岔路口，村里的人熟
悉脉络，而初进者往往不懂路况，加之屋
宇蝉联，多采用石木结构，材料粗大，构筑
出了能抵御外敌的层层保障。

与位居山顶的石兰堡不同，玉塘堡坐
落于福鼎市区，毗邻要道，旧名“塘底堡”，
总长约 2000 多米，北侧顺山势突出，南沿
环绕海边，原设东、西、南、北 4 门，因北门
险峻，筑城时已封闭。

古堡现有东、西、南三门，城楼已毁，
但城墙、城门较完整。其“玉塘秋色”是久
负盛名的福鼎“桐山八景”之一，在《福宁
府志》留有许多诗文记载。

城墙边上，有一座“玉塘文化山庄”。
十多年前，庄主季庆果与玉塘村签订长期
租赁合同，收集古堡内明清老宅子拆卸下
来的房梁、窗棂、砖瓦等，结合中国古代哲
学阴阳学说及太极八卦原理，保留下原有
的石洞、树木等，修旧如旧，留下碎片化的
历史记忆。

一座城堡，不单单只有静默的古建和
民居。丰富多样的民间游戏，既延续继承
了兵家游戏的一贯传统，更立足当地历史
文化，发展出了具有古堡特色的独特游戏。

譬如，藤牌舞来源于藤牌操。戚继光
抵御倭寇，曾在福宁府操练藤牌。其动作
矫健，气势雄浑，腿部采取“弓马式”，左手
执藤牌起遮身护体作用，右手执刀，使用招
式有“懒扎衣势”“斜行势”“滚牌势”“跃步
式”等多种牌势。还有曳石游戏、马灯表演
等，至今仍作为重大节庆的表演进行展示。

文旅融合焕新颜
沿着崭新的彩虹路，来到太姥山镇潋

城村，只见古朴厚重的城墙拔地而起，清
澈见底的河渠绕村而过。城内，古木苍
苍，江南风民居错落有致，历史古街修葺
一新，安逸舒适，引来如织游人。

古堡的历史虽不及村落悠久，却为村
落的历史增加了深度与厚度。从存留至
今的东、南、西三处城门拾级而上，登临更
楼远眺，赫然可见炮台、护城河、宋代朱熹
讲学遗址“石湖书院”、潋城暴动遗址，还
有上街、下街、下横街三条古街，小巷甬路
纵横错落，加之旅游业发展，整个古堡散
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

“守着这么好的文化资源，更应该
‘活’用起来。”潋城村驻村第一书记易会
贵说，为了让历史“活”起来，潋城村在加
强古城堡修复和历史古迹修缮的基础上，

致力挖掘整合堡内文化资源，引进文旅公
司统一规划运营，做出亮点、做强特色。

经过改造，村里串联清巡检司衙门遗
址、潋城暴动遗址、易氏古宅等，开发出 5
条“剧本游”路线，提升吸引力。沿街上，
还布设了文化展示区和传统民俗表演区，
展示畲族竹竿舞、传统农技，开发文化衫、
冰箱贴等周边原创产品。夜幕降临后，则
开启“不夜城”模式，开展行进式巡游演
出，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堡的独特风光。

“探索‘旅游+’路径，我们将整个村子
打造成文旅商业区。”易会贵说。

让古堡“活”过来、“旺”起来。随着岁
月更迭，古堡逐渐融入时代需求，因时因
地被赋予相对应的新功能。

在沙埕镇下片区沿海突出部海拔约
70米高台之上，有一个半岛小渔村——官
城村，整个村落同样位于一座古城堡内，
依山面海，城墙厚约六七米，由各种不规
则块石和条石砌成。

“小时候，听爷爷辈们提起，原来还有
烽火台、碉堡、民兵哨点等，民族英雄郑成
功曾率领大军在此驻守。”77 岁的官城村
老支书邱开萼说，站在城墙的任何一个角
度都能一目了然看到城墙全部范围，城墙
背面有一大片天然岩石，可将闽浙交接的
美丽滨海风光尽收眼底。

在时代浪潮中，古堡如何焕新？官城
村乡村振兴指导员王祥康透露：“官城村
地理位置特殊，有山有海有森林公园，也
有独特的古堡文化。我们计划将古堡内
保留较为完整的石头房打造成特色民宿，
并配套发展海钓、观赏区等项目，建成一
个兼具休闲、观光、度假的隐世村，吸引游
客们过来体验慢生活。”

古今对话新回响
昔日繁华已逝，而今烟火气仍存。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福鼎古堡拥有分

布广泛、特点鲜明、数量较多、历史底蕴深
厚、家族传承完整等特征，是关联了“过
去”与“现代”的重要踏板。

穿梭千年的回响，在新旧融合中有了
新的表达方式。近年来，福鼎市不断盘活
独具特色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加强传统村
落开发利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当前，
太姥山镇潋城村、店下巽城村等已入选国
家级历史文化村落，对于保护古堡起到了
较大的作用。

“我们还将结合金牌旅游村，着力挖
掘传统村落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习
俗、美食等多种价值，适度有序发展传统
村落旅游、休闲度假、文化创意等产业，实
现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焕发古堡新
活力，解锁更多精彩。”福鼎市文体和旅游
局副局长王建说。

赓续文化发展脉络，福鼎市还出台
《福鼎市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十二条
措施》，启动《福鼎市红色文化遗存（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举办

“5·18 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等系列活动，不断增强全民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构建全民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千年一瞬，古堡不老。”以白荣敏为
代表的专家们，则期待有识之士对福鼎古
堡及其所代表的沿海海防建筑体系有更
加深刻的挖掘，尤其是从建筑学、历史学、
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不同角度进行
跨学科研究，兼顾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而深刻地对福鼎古
堡进行研究，保护其真实性、完整性与延
续性。 □ 王婷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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