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
日
安
海
》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第272期 主办：晋江经济报社 安海镇党委、政府5
2022年6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_李杰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在近日举行的“亲亲闽台缘”两岸“非遗”文化嘉年华、晋江市2022年文化体育旅游节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启动仪式上，安海今年新增的5个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获得授牌。
据了解，这5个晋江市级“非遗”项目，包括晋江小吃制作技艺（安海“大华福记”牛肉）、安海白铁加工工艺、安海镇赤店村制陶烧制技艺、安海镇庵前村游灯分烛民俗、闽南红砖传统烧制技艺等，涵盖

了传统技艺及民俗等非遗门类，充分体现了安海丰富的文化历史及地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古镇安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闽南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目前，安海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1个。长期以来，安海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非遗”文化的保护传

承工作，在积极挖掘支持“非遗”项目申报的同时，还重视加大对“非遗”项目的宣传力度及帮扶力度，通过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非遗’项目展示”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安海“非遗”魅力。同时，坚
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和合共生”的发展路径，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扩大“非遗”项目的影响力，带动产业发展，真正达到“活态的传承”。

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坚守。今年安海新增的5个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背后有什么故事？本期“爱安海”带您一同探访、了解。

守护传统文化 留住乡愁记忆

安海新增5个晋江市级“非遗”项目

“铿铿锵锵”，在安海三里街89号，这样
的声音时不时会从这家不起眼的铺子传出
来。可拆卸的木板门、斑驳的石质地板、随
心摆放的各式各样白铁产品……这家肉眼
可见年代感十足的老店，此前只有门牌号没
有招牌。而近来刚入选晋江市“非遗”项目
的安海白铁加工工艺便出自这里，新挂于店
内房梁正中的“非遗”牌匾成了这家百年老
店的“新招牌”。

说起这一“新招牌”，店主人高铭德、高
实忍两兄弟很是开心。“可以说，这是对我们
的一种肯定，说明我们坚持做的事情是有价
值的。”高实忍高兴地笑道。

据了解，在上个世纪50年代，晋江的金
属制品作坊发展迅速。青阳、安海、金井分
别组建 10个铁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光在
三里街，像高家这样的白铁铺子就有 10多
家，但如今还在坚持打白铁的仅剩高家了。

而高家的白铁加工技艺，要追溯到1910
年。当时，高实忍的爷爷高光城在三里街89
号开了这家白铁铺。因为迫于生计才选择
了打白铁这项艰苦的差事，没想到，这把锤
子一传，就传了五代人。如今，店中由兄弟
俩共同使用的一把老铁锤正是祖辈一代代
传承下来的，之后也将交予儿子辈、孙子辈。

“我是12岁开始学的，今年已经67岁。”
高实忍说，家中兄弟几人都是十几岁时就跟
着父亲高墀星学打白铁，当时主要做农具和
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后来，随着社会发
展，兄弟几人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积极
进行提升，会根据客人的要求定制各式各类
的产品。生产的器具范围由农业延伸至工
业、生活乃至民俗用具。

和传统的打铁不同，在白铁铺子里，没
有烧得发红的大铁块和大铁墩，有的只是钳

子、锤子、木棒和剪刀。高铭德介绍，白铁延
展性好，加工白铁皮是通过剪刀裁剪，然后
通过铁锤、木棒等敲打铁皮，使之变成各种
形状的成品。

白铁加工的整个过程不用电焊，不动炭
火，全部靠冷拼。而加工过程中，裁剪及敲
打定型都十分重要。裁剪是加工的第一步，
要将白铁皮按照所要制作的产品规格进行
测绘、裁剪、挖孔，用于后续的产品制作。而
敲打定型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角度、力度
等都十分重要。

随着时代变迁，白铁制品的应用领域也
在不断改变。改革开放以后，闽南地区兴起
办工厂的大潮，在机床还没投入使用的时
候，许多工厂用具都是用白铁做的。白铁耐
磨又省钱，于是，白铁制品从寻常百姓家又

走入了各大厂房之中。在泉州、厦门一带的
吹塑厂，不少制作塑料袋的模具就出自高实
忍之手。

一剪、一压、一锤，白铁皮在高氏兄弟的
手中焕发新的生命。随着塑料的盛行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白铁制品也逐渐淡出了
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但高氏兄弟还是放不
下这门祖传的手艺，每天坚持来店里“打
卡”。平日里，也时常会有街坊来修补铁
具。对于老辈人来说，这是他们用习惯的老
物件，保留了很多生活记忆。因此，高家兄
弟修补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水壶，更是一段
珍贵的回忆。而在他俩看来，只要有人找上
门，不管是什么要求，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地
去满足。看到自己还能做出顾客满意的产
品，便是他们当下最开心的事情。

对于很多在外游子而言，红砖古厝是浓浓的
故乡情，是最美的“闽南红”。因此，红砖也承载
着闽南建筑独特的文化。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安海有一个村庄自古以来就以烧制红砖而闻
名，它就是安海赤店村。

据了解，赤店村所传承的闽南红砖瓦传统制作
工艺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较高的工艺
价值。相传，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因村庄四周
环绕适宜烧制红砖的原料赤埔，赤店先祖便开窑烧
砖，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动荡而窑火连绵不绝，此地
所产的红砖不透水、不易碎，曾被称为“晋南之冠”。

上世纪50年代，因赤店村南部与北部的草洪
塘水库与溪边水库动工兴建，库容面积增大，淹
没了原属赤店村的大片农田，赤店村面临少田耕
作的困境。政府便鼓励村集体创立村办企业，另
谋生路。村民便以此为契机，传承祖辈手艺。
1963年，村集体先在村北部开设一处砖瓦窑，后
又增设制陶龙窑，使得窑火在赤店村重新燃烧。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活力大大提升。随着各种
房建对砖的需求，建筑用砖猛增，原有村办企业
的经营模式已与社会发展脱节。赤店村砖瓦窑
业顺应时代潮流转变为由个人承包、股份制经营
模式，并由此迎来一个发展高峰。

赤店苏厝自然村老人会会长曾华体告诉记
者，自己 20多岁就跟着父亲烧红砖，如今已 67
岁，而村中大多数同龄人也都能掌握红砖烧制的
技艺。

曾华体介绍，闽南红砖瓦烧制技艺的生产工
序包括练土、制坯、阴干、装窑、烧窑、出窑等。

从练土开始就十分讲究：选取适合的泥土并
进行加水养护。过去练泥是将粗糙的原料土进
行沉淀过滤，再经人力踩踏加工。使其成为黏密
细腻泥料的过程，一般需要花费一昼夜的时间。
如今，这一步骤已可通过半机械化取代。

其后便是制坯、阴干。砖瓦坯讲究阴凉通
风、自然慢干，一般需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与此同时，有一些泥坯在阴干时还会增加釉
面。釉面分为刮坯和推光两道。

紧接着便是装窑。装窑也是技术性最强的
步骤，装窑不牢就会败窑，损失巨大，有“七分装，
三分烧”的说法。赤店砖窑通常是砖、瓦坯混烧，
一个窑中瓦片、墙砖、地板砖各类产品兼有。因
此，装窑时要根据窑的结构特点及坯料特性进
行，一个窑内往往可以放上二三万片砖瓦。

装窑完成后，也就来到了最重要的烧窑工
序。第一阶段先用小火烧9~10天，燃料主要是木
头。小火烧的目的是慢慢脱去泥坯中剩余的水
分。第二阶段用中火烧9~10天，燃料可以使用建
筑板材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加热，使泥坯升温变
熟。第三阶段是用大火攻烧 15天左右。燃料是
木屑、谷糠或是花生壳等带有油脂的燃料。这一
阶段应关闭所有的天窗、眼窗，用白灰抹严边角，
不留空隙，窑门封闭，正中仅留一观火眼。在这
个阶段，观火是非常重要的，工人要时时注意从
窑门上的观察孔向窑内观望，监视火力的大小。
如果火力不够，窑温过低，砖就无法烧透；如果火
力太猛，空气对流太剧烈，窑内的火苗会被气流
卷起，这样会导致砖烧得过火，出窑后会变形，严
重时叠好的砖坯甚至会被强烈的气流推倒，造成
败窑。第四阶段是停火封窑，停火的时机和技巧
直接关系到烧制的成败，因此这个阶段是制砖过
程中最需小心谨慎的阶段。而停火后，砖瓦还需
在窑内冷却近半个月才可出窑，因此烧制一窑红
砖瓦往往需要花费2个多月。

据了解，赤店村所传承的闽南红砖瓦传统烧
制工艺是闽南红砖文化的重要技艺支撑，其制作
的传统红砖古色古香、形式多样，供应闽南、台湾
等地区，用于古建筑修缮等。

日前，安海庵前村游灯分烛民俗入选晋江市
级“非遗”项目的消息一传来，庵前村民无不欢欣
鼓舞，纷纷表示“十分骄傲与自豪”。

据悉，游灯分烛民俗在庵前村已活态传承了
200多年，深受村民喜爱。相传该民俗最早源于
清代嘉庆年间。当时，正月十二这天，庵前村有
一户人家为其长子操办婚事，同村族人皆来庆
贺，孩童欢呼雀跃，笑语连天。洞房闹尽，客人携
儿女回家，路黑难行，这户人家遂赠众人蜡烛，以
作途中照明之用。后来相沿成俗，另历经数年与
每年元宵节游灯在形式上碰撞，加之“灯”与“丁”
在闽南文化的特殊意义，经村中各族长共同协
商，后将新婚人家分烛的民俗融合到每年的正月
十五元宵游灯活动中，逐渐演变为庵前村一种元
宵节提灯游村分烛的民俗。

据庵前村中较年长的村民尤老伯介绍，此前
有庵前族人移居台湾后，不仅光大了家族遗风，
亦将元宵节分烛之习俗在台湾多地传承下来。

“厝边头尾贺新人，厅堂喜气人挤人。阿公
伯叔分烛忙，提灯游村点点红。”这几句闽南诗话
生动地道出了庵前村游灯分烛民俗活动的特点
及热闹场面：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晚，只要是前一
年家中有迎娶新人的庵前村民家中都会祭祀点
灯，并备好红蜡烛、糖果饼干等。晚饭过后，村中
孩童会点亮花灯，呼朋唤友展示自己别样的花
灯，孩子们三五成群并在家人的陪伴下，提着花
灯游走于乡村小路寻找新婚人家，寻得后便上门
念闽南四句吉祥语，为新人送祝福。新娘新郎和
家人们则会回赠孩童一对蜡烛及一些糖果饼干

等，以示感谢。
“打从我能记事起，每年的元宵节，村里都会

举办游灯分烛活动，很热闹。村民盼着这一天，
也都会主动地来参加。它不仅是元宵节的特色
民俗活动，更是庵前人无法忘却的乡愁记忆。”庵
前村村民沈先生告诉记者，之前有邻里之间偶发
小矛盾，还借由元宵节提灯游村分烛的活动“相
逢一笑泯恩仇”。

“该活动不仅促进了村民间的良性交流互
动，对传承优良家风及营造文明乡风都具有重要
意义。”庵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尤芳巧表
示，庵前村将珍视游灯分烛这一“非遗”民俗，不
断加大保护传承力度，深挖其文化内涵，同时积
极推动与该民俗相关的闽南四句方言、花灯制作
等进校园，着力延续悠久的历史文脉。此外，也
借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乡村文化土壤，培
植文明乡风，助力庵前更好地发展。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庵前小学都十分重
视将“非遗”文化、当地民俗文化融入校园课堂。
此前，结合庵前村游灯分烛民俗，该校都会在元
宵节前提前组织学生了解此民俗，并教导他们学
习吟诵闽南四句方言及花灯制作技艺等。庵前
小学校长曾木忠表示，此次庵前村游灯分烛民俗
入选晋江“非遗”名录，该校也倍感荣光，并将积
极参与“非遗”特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坚持校内
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紧密结合，通过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做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丰富课余生活并重。

“顶街汤点有杰作，牛肉系列卖鸡福”，
这句出现在“安海小吃方言对”里朗朗上口
的话，只要问起老安海人，都知其意，并会热
情地指引你至安海中山北路一家名为“大华
福记”的牛肉店，推荐品尝该店的牛肉羹。

上午 6时许，位于安海镇老街的“大华
福记”牛肉店已开门迎接新一天的忙碌。新
鲜的牛肉送至店里，店主林玉妹及其员工便
开始忙着处理食材、熬制高汤等，为繁忙的
午市做准备。牛肉店的大厅摆放着日前晋
江市人民政府、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颁
发的“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

说起此次入选市级“非遗”项目，林玉妹
难掩内心的激动。她告诉记者，自己从 12
岁起便开始跟着父亲林添福摆摊卖羹汤，一
干便是50年。如今，其子跟随学习，并积极
推动将品牌做大。从沿街摆摊到开设门店，
再到如今打造连锁品牌，将门店开到了厦
门。

虽然店越开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但
林玉妹心态却很平和，并始终牢记父亲所
说的“凭良心做放心食品。”店中的牛肉羹做
法一直沿袭古法，深受新老顾客喜爱。同
时，其真空包装产品更是远销我国港澳地区

及东南亚，被旅外乡亲称为“熟悉的家乡味
道”。

一碗看似简单的牛肉羹，制作工艺却并不
简单。林玉妹告诉记者，要做好牛肉羹，从选料
到烹煮都要十分用心。要精选黄牛的后腿肉，
清洗去杂后将一部分肉切片，一部分切碎，再用
木锤不断捶打至糜烂。而在捶打的过程中需
要一边放盐、一边放地瓜粉。这一过程全凭经
验，同时还需纯手工制作，虽较耗时，但也决定
着牛肉煮后的口感与味道。同时，汤底也至关
重要，需要选用牛筒骨熬制高汤，加入秘制祖传
药包慢慢熬煮。至今“大华福记”仍采用煤炭烧
煮高汤，确保熬出地道的老味道。

为了确保品质，林玉妹一直坚持亲手制
作或亲自把关。在她看来，牛肉羹制作技艺
是一代代传承而来的，更需用心守护。

据介绍，该门技艺的由来还有一段佳
话。清咸丰年间，先祖林瑞佑往吕宋（现属
菲律宾）谋生，后又转至上海经商。因乐善
好施，受惠者报恩，将一份牛肉秘方相赠予
他。后瑞佑返安，将秘方带回，作为家宴请
客过节的主要菜肴之一，并接续流传，历嵩
华、百胜、天顺三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
玉妹的爷爷林天顺经营的粮食商行被充
公。父亲林添福为了生计，只能摆摊做点小
吃买卖；后来创立了“大华福记”，凭借家传
秘方制作的牛肉远近闻名，深受顾客喜爱。

如今，安海“大华福记”牛肉成功入选
“非遗”项目。林玉妹表示，虽然从事餐饮行
业很辛苦，但是自己也将坚持传承，让安海
人能一直吃到熟悉的味道。

本期策划：方锦枞 钱健铭 张志耐 本期执行：本报记者 林伊婷 秦越 通讯员 陈钧 吴输进 文图

日前，赤店村制陶烧制技艺成功入选
晋江市“非遗”项目，这让至今仍坚守着这
门手艺的曾华图十分激动。他表示，这是
政府对手艺人的重视和支持。

在安海赤店村，制陶文化曾经盛极一
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赤店村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红砖及土陶制作。村里家家户
户从事相关生产，而土陶烧制出的水缸、米
缸、酒缸、谷缸、花盆等生活用品远销福州、
厦门、泉州等地。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陶器因笨
重、易碎等缺点，市场份额逐年下降，渐渐
被各种更加轻便、牢固的新材料取代。由
于陶瓷的需求量一路下滑，赤店村的陶器
厂也由原来的村办转为私人承包。很多陶
艺作坊都转行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
艺人仍然坚守，今年 55岁的曾华图就是其
一。

曾华图回忆，自己 20多岁便开始学习
制陶，当时主要跟随自己的哥哥学艺，而这

一晃就已 30 多年。“过去村里制陶厂有 8
家，如今还有在做的也只剩2家了。”

“赤店村土陶烧制至今仍沿袭古老、原
始的制作方式，采用龙窑传统柴烧。虽然
看起来古朴、笨拙，土陶制作过程却须十分
用心与精细。”曾华图娓娓道来，制陶工艺
流程包括有练泥、拉坯、阴干、施釉、装窑、
烧窑、冷却出窑等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便
是烧窑的过程，烧制时温度要达到 1000
多℃，且烧制途中人不能离开，需要有人不
间断添火；而看火的人也十分重要，手艺人
全凭经验来看火，以此把握烧制的火候。

曾华图介绍，经过大约半个月的制作
煅烧，出窑后的陶器色泽光亮、胎薄质硬，
敲打起来声音清脆响亮。过去，土陶烧制
出的产品大多用于支农，如今更多用于群
众生活，例如炖锅、花瓶、水缸等。

据了解，由于内外环境的改变，传统制
陶的利润较低，如今赤店村制陶烧制技艺
的传承也面临着危机。以此次入选“非遗”

项目为契机，赤店村也在积极思考推动该
技艺的宣传及活态传承工作，通过把“非
遗”文化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实现文化产业
带动乡村振兴、富裕乡村百姓。

安海“大华福记”牛肉

留住古早味

安海白铁加工工艺

一把锤子传五代

赤店村制陶烧制技艺

让泥巴“活起来”

庵前村游灯分烛民俗

传递祝福与文明

闽南红砖传统烧制技艺

传承那一抹“闽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