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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世遗点 发现宝藏泉州”优秀作品选登

蔡鸿鑫（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

莲宫梵宇，飞檐翘脊，刺桐掩
映，古榕垂荫。暑假期间，与家人
再次邂逅开元寺。这座清幽宁静
的唐朝古刹依然深深地吸引着
我。历经千年的岁月洗涤，依旧
保存完好，倘若开元寺有颜色，它
一定是多彩的。

倘若开元寺有颜色，它一定
是金色的。金色代表阳光、光
明、庄严、尊贵，开元寺便能给人
带来这样的感觉。作为福建省
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元寺建
筑宏伟，风格别具。一脚迈进寺
门，开元寺严谨匀称、宏伟壮丽
的古建筑便映入眼帘。寺内，大
雄宝殿作为主殿禅意深远，“此
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木
制对联悬挂于殿门前，斑斑驳
驳，刻满岁月的痕迹，仿佛在诉
说那一段辉煌的历史。信步闲
庭，没有其他嘈杂，我们只听到
木鱼敲打发出“咚咚”的声响，
和着和尚们朗朗的念经声。如
此禅音，节奏分明，轻轻地拂
去我们内心的烦恼，令人心
静。此刻的殿内，人们跪地虔
心祈祷，将各自的心愿化作
缕缕青烟飘向空中……

倘若开元寺有颜色，它
一定是蓝色的。蓝色，象征宽广
的胸怀和长远的视野。泉州临
海，纯粹的蓝浩瀚无边，无声地
点缀脚下这片净土。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宋元两
代盛极一时。海上丝绸之路，不
仅为泉州带来经济的繁荣，也使
泉州的文化和宗教营造出多元
化、国际化的盛景。而开元寺正
是体现这种多元宗教文化因素
并存的集大成者。对泉州历史
颇感兴趣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
一段灿烂的过往。瞧，殿前的须
弥座上有数十幅青石浮雕，它们
刻有印度教中传统的狮子身人
面图案。大殿后的两根石柱上，
也雕绘着印度教的传说。开元
寺中，像这样有海外宗教元素的
建筑和神祇形象数不胜数，缓缓
地摩挲其中，我分明感受到当时
泉州的海纳百川。

倘若开元寺有颜色，它一定
是白色的。在庄严的佛国古寺，
一群活泼的小精灵伴随着我们好
奇的目光和虔诚的诵经声，在殿
外的石板路上，在翠绿的枝头，自
由自在地嬉戏。它们近乎白雕，
藏身于东西两塔的塔檐，似乎在
守护着这千年古寺。它们也足够
幸运，当它们飞向更高远的天空，
总有归处等它们回来。这里的人
们喜爱这白，这白也为开元寺带
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时光长河奔流不息，穿越风
平浪静，淌过激流险滩，带来诸多
变化。而开元寺在岁月中沉淀色
彩，它内在的历史文化厚重，它身
上的故事很多、很长 ......

指导老师 王世忠

叶桐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历
史上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自然少不
了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足
足有 22处遗产点，而我最喜欢的是泉
州府文庙，俗称“泉州孔庙”。这里曾
经是桃李的殿堂，成功的起点，莘莘学
子的希望之地。

府文庙位于泉州旧城内，南临涂
门街，北靠打锡巷，东西邻于百源路与
中山路，那可是泉州城最繁华的又是
闹中取静的所在。府文庙是福建省目
前已发现的保存最完善的学宫建筑
群，也是人们对古典儒学研究的重要

“标本”。1985年 10月，泉州府文庙申
遗成功，列入第二批福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在这古蕴犹存的文庙里走走，是
件有意思的事。恰逢傍晚时分，游客
渐少，却见一名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步
入孔庙广场，我就和他们一起走了进
去。只见清澈的泮池前有两株茂盛的
榕树，而层层叠叠相连的枝叶像极了
后方大成殿的守卫者，清一色的花岗
岩铺就的地板，走起来倍感轻松。

立于大成殿外，那厚实的三脚香
炉上，一炷炷香火轻烟萦绕。许多游
人是作为香客而来的，他们带着对孩
子的梦想和期望而来。在虔诚的信众
中，一份是怀着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崇
敬之心，一份是怀着对先圣孔子的景
仰之情，一份是怀着对未来前程的期
冀之梦!

“老师，这些龙好可爱呀！”“是
呀，孩子们，这六根浮雕盘龙檐柱，保
存古朴的风格，所以你们觉得可爱。
它们是闽南建筑较早的实例，在全国
的现存孔庙都十分罕见。接下来，我
们进入大成殿，小朋友们说话要小点
声。”

入得正殿，上有“道洽大同”和“万
世师表”的字样，一尊古人塑像端坐中
厅，这就是被尊称为“圣人”的孔子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和文学家。他面容慈祥，双目炯炯有

神，仿佛正在谆谆教导他的弟子
们。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耳熟能
详的《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身旁的小朋友马上异口同声地往下
接，我们不由得相视一笑。“孩子们，
你们看，大成殿采用的这种抬梁式
木构架，是宋元时期传统规制，殿上
的彩绘，色彩鲜艳，极具闽南特殊风
格。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庙各类彩绘
配件，是研究古建筑彩绘的重要遗
存。”老师笑中带着自豪的语气向大
家介绍。原来我们泉州府文庙历史
这么悠久啊！我抬起头不禁“哇
——”的一声，那群小朋友也跟着我

“哇——”地发出惊叹声。
那位老师还告诉我们，在越南首

都河内、日本的冲绳岛等地的许多儒
学史迹，都有泉州府文庙的影子。中
国的儒家文化，传遍东南亚，并走向欧
洲，进入世界，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儒
家的本身，已远远不止代表一个民族
和一群读书人，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文
化脉络，其影响深远……

怀着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我站在
铜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微风徐徐，传来一阵孩童的声音：
“老师，这连接牌门与广场的桥，为什
么取名洙泗桥？”“这座桥是以咱们的
万圣先师孔子家乡的洙水和泗水命名
的。这洙水和泗水流经孔子的墓前，
人们便以此纪念孔子，故称‘洙泗
桥’。”听完老师的解释，孩童们蹦蹦
跳跳地往外走去……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今天得遇这样耐心为学生
讲解的老师，让我的府文庙之行收获
满满。

古代泉州文教昌盛、英才辈出，
社会开放多元，泉州府文庙及学宫
这一绵延千年的文脉，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会忘记，中国
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传承和
发扬儒家文化的地方，我们期望，
它能继续领跑世界文化，让儒家思
想蓬勃发展!

指导老师 黄双鹏

看泉州古城之府文庙

蔡嘉芸（晋江东石金山中心小学）

泉州，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称为“光明之城”；朱熹也曾说过：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在古代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
泉州港的兴盛,带来了商业贸易
的繁荣，也带来了宗教文化的传
播，多元文化的碰撞、互相交流与
融合。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
教、民间妈祖信仰……在泉州各
地和谐相处。晋江草庵，是世界
上现存最好的摩尼教遗址，是宋
元泉州东西方文化包容与融合的
见证。

踏着落日余晖，爸爸载着我
们沿着宽敞笔直的世纪大道驱
车，来到华表山脚下，一座牌坊匾
额题刻“万石梅峰”映入眼帘，这
便是草庵的山门。进入园内，石
板铺道，林木葱郁，曲径幽深优雅
静谧，几座石构歇山顶燕尾翘脊
的红砖房，掩映在葱郁的丛林中
显得格外绚丽。我们一路沿着台
阶，拾级而上，迫不及待到达目的
地。游览草庵，重点看的不是庵，
而是世界上仅存一尊石刻摩尼光
佛造像。

走入庵内，只见庵中崖壁上，
有一个依山体岩石雕刻而成的圆
形佛龛，龛中刻有一尊高1.52米，
宽 0.83米的佛像，这就是著名的
摩尼光佛了。佛像留着长长的头
发披在肩上，身着宽袖僧衣，胸襟
打结带、无扣，结带用圆饰套束蝴
蝶形，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面相
丰满，神态安详，背后雕着十八道
毫光。更神奇的是，佛像依石质
不同颜色浮雕而成，脸部草绿色，
手有些粉红，身体是灰白的，颜色
设计得很恰当，巧夺天工。

参观着摩尼雕刻，脑海中不
由想起了妈妈同我讲过的草庵历
史。草庵的前世今生犹如电影，

一幕幕缓缓拉开。公元3世纪中
期，波斯人摩尼创建了一个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宗教。唐朝初年，
摩尼教传入中国。后来，因宋元
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摩尼
教随之传到泉州，选择罗山华表
山麓建立寺庙。因寺庙最先为草
构，得名草庵。名字一直沿用至
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教义与
佛教、道教相融合。摩尼教崇尚
光明，提倡清净，反对黑暗和压
迫，也被称为“明教”。哈哈，原来
武侠小说中的明教总舵，不是昆
仑山光明顶，而是泉州晋江的华
表山的草庵。

寺中一位阿婆虔诚地跪在蒲
团上拈香祷告，望着那袅袅香烟，
我想这和烧香拜佛的佛教不是一
样吗？妈妈经常在盛大的节日带
着我，到各大寺庙烧香，祈求庇佑
平安。我心生疑惑，问道：“妈妈，
摩尼教也烧香吗？”一旁的爸爸接
过话茬：“这摩尼教已经和我们本
地的信仰融合在一起了，和佛教
和谐相处了，所以看起来和佛教
没什么两样了。”摩尼教历经千
载，文化融入很是自然和谐。或
许正是泉州对各种文化信仰的极
大的包容，摩尼光佛造像才得以
很好地保存至今。

泉州号称“世界宗教博物
馆”，摩尼教能融入当地，与其强
大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这种能
包容多元文化的特质，彰显了中
华文化强大的融合力和容纳力。
晋江，秉承这种特性出台了很多
优待政策，鼓励来晋人员参与公
共事务、社区生活，消除“打工”

“过客”心态，真正成为“新晋江
人”，深度融入晋江发展当中。

草庵延续千年的包容，晋江
传承并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开启

“一带一路”新篇章。
指导老师 许美芳

包容与融合，传承和发展

鲍函榆（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在宝藏泉州，有许多举世闻名的遗
迹。从庄严威武的真武庙到恢弘神圣
的府文庙，从古朴典雅的清净寺到神秘
华美的伊斯兰圣墓，从兴盛辉煌的安溪
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到连通两岸的洛
阳桥……这些世遗点都见证过泉州千
年的变迁。生于现代的我，带着心中的
激动与向往前往另外一个世遗点——
天后宫，想要一探其神秘而美好。

在参观之前，便听闻泉州天后宫是
海内外现存规格最高的祭祀妈祖的宫
庙。今日一见，果真不同凡响！此时，我
想起了今日来此的任务，便是感受其独
特的魅力。信步走入其中，古色古香的
建筑令我倍感肃穆，黄瓦朱墙的摆设让
我心怀敬重。信步走入其中，我心中愈
发疑惑，为何前面还是圣殿，后面就成了
寝宫了呢？妈妈看透了我的心思，便告
诉我：“这是妈祖庙‘前殿后寝’的建筑布
局。据说，这也是后世建造妈祖庙所采
用的一致标准。”妈妈一番话，让久藏在
心的疑问彻底烟消云散。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它可以被选入世界文化遗产？就
是因为它是庙宇建造之领头者。

走进庙内，我就被供奉在正厅的“天
后”所深深地惊艳到了。一位浓眉大眼、
面目慈祥的女神凝神静望，俯视着每一
个前来祭拜的人。我盯着她看了一会
儿，一种母仪天下之感如同漩涡一般，将
我卷入其中。在金光灿烂的雕像顶上，
还写有“天上圣母”的对联。凝神遥想，
确定了心中感受。就是它，让我对一股
未知的力量充满了敬畏。漫步于其中，
观赏着富丽堂皇的雕梁画栋，凝视着气
宇轩昂的斗拱飞檐，抚摸着丰富多样的

祭祀供品……我逐渐出了神。呆滞时，
一位导游模样的人来到我身边，朝我们
微微一笑，主动搭茬道：“你看，来这里的
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感恩的神
色，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
摇了摇头。紧接着，导游合上双
手，虔诚地说了这么句话：“历经风
雨的天后宫，会保佑每一个前来祭
拜的人。”

在我小时候，就经常依偎在奶
奶怀里，听她讲妈祖的故事。自古
以来，泉州就是重要的交通贸易港
口。人们在港口中讨生活，出海经
商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求生手段。在
科技不发达的时代，每一次出行都
是一次充满变数的探险之旅。面对
着无法估计的风向与变化莫测的海
浪，人人都有葬身于大海之中的风
险。无助的人们心中逐渐出现一个
共同的信仰——妈祖。我常常想，现
如今的泉州人豪爽、霸气、不拘泥小
节、敢说敢做，一定与妈祖庙有某种
关联。守护，创造了一个令人安心的
精神环境，使我们得惠至今。

对它了解得越多，对它的敬畏也
就愈发深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站在这圣洁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
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在我恋恋不舍
地与它作别之时，也向它许下了最虔诚
的愿望，希望它继续焕发风采，保佑人
间风调雨顺。

红砖古厝，古朴典雅；寺庙宫殿，气
势宏伟，无一不体现着泉州古代劳动人
民的勤劳、善良与智慧。天后宫，像神话
般，令人向往；像诗歌般，被人传颂。游
一个宫殿，懂一座古城……

指导老师 黄英姿

一宫 一古城
倘若开元寺有颜色

李想（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

风风雨雨八百多年，依然屹立不
倒。她如长龙卧波，气势磅礴，闪烁着
岁月的光泽，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历
史。于我们而言，唯以爱守护。

——题记
“妈妈，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文物

志愿者，用自己的行动保护好、传承好
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我擦了擦头上
的汗水，拍了拍穿在身上的志愿红，信
誓旦旦地说。妈妈听了，欣慰地笑
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朝我竖起了
大拇指……

暑假期间，妈妈和我驱车前往
安海安平桥，参加一个有意义的活
动——“爱安海”志愿服务活动。在
来的路上，我从妈妈口中得知，泉州
是公元 10—14 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
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
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它以多
元包容的态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安平桥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是中国东南

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是古代桥梁建
筑的杰作，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
誉。此次交流简短而深刻，直抵我的
心扉，一种守护历史遗产的念头在我
的心中久久徘徊。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便到达了目的
地。一下车，一座长长的石桥便映入我
的眼帘。走上安平桥，脚踏在结满岁月
皱纹的大石板，手抚着写满历史沧桑的
石栏杆，我分明感受到了安平桥此刻的
亲切和温柔……

在志愿之旅中，在倾听与交流
间，我对安平桥有了更深的了解。
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安平
桥的构筑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和能力。当年，克服
种种困难，工匠铺架石条，用船浮
载石梁，先在桥下定位，再利用潮
水的涨落，使石条升上墩面，并固
定下来。如此厚重的石条，即使如
今设备先进，也要费好一番工夫运
载。摩挲着眼前的石板，我万分感
慨。

古人的智慧还体现在桥墩的设

计。由于安平桥跨越中亭港、西姑港、
水头港等港道，设计者注意滩涂地质
的特点，根据海潮洪水的流速和流向
的不同，设置出了桥墩的位置和形
状。瞧，方形桥墩筑在水流较缓的浅
水上；双边船行墩，状如舟筏，筑在水
流湍急的主要港道……因地制宜，巧
妙运用潮汐涨落规律，我再次为古代
劳动人民点赞！

“大扫除”后，我和妈妈带上环境
保护宣传手册，走到游客中间进行宣
传。在我们热情耐心地讲解下，来来
往往的游客们意识到了守护文化遗产
的重要性，纷纷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表示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此刻，尽
管我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心里却极其
快乐！

文物古迹是不可再生的，它们是全
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名
泉州人，我们应当怀揣着对家乡的爱，
肩负起保护、传承泉州优秀文化遗产的
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绘就大美泉
州、大美中国而添彩。

指导老师 王世忠

有一种爱，叫守护历史遗产

洪书妍（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三里街，五里桥，烧塔啊，博状
元，点灯啊，读养正……”很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总会在耳边唱着那闽南童
谣。那抑扬顿挫的曲调，那有趣生动
的语言在这座名为安平桥（又名“五里
桥”）的石桥上绽放开来……

伴着明媚的阳光，我又一次踏上
了安平桥，旁边的古树轻摆树叶，似乎
在诉说着这座石桥的历史——它伫立
在石头之都水头和闽越第一镇安海之
间，全桥长 2255 米、宽 3~3.8 米，桥墩
361座，被誉为“天下无桥长此桥”。走
进安平桥公园，午后的安平桥畔，碧波
荡漾，安平桥横卧在水面上，放眼望去
就像一支离弦之箭，射向茫茫大海，像
一条银龙横卧碧波，像一条银链漂向
大海，环顾四周，只见满目绿意，桥、
亭、木栈道交相辉映。

走在安平桥上，“桥头”两层砖砌
的小阁楼，黄底上红，楼上的“望高
楼”石刻和底层门楣的“金汤永固”石

刻相依相伴，穿过亭子中的铁门，眼前
一片开阔，望着由一条条大石板铺架
而成的桥面，我十分好奇它是如何建
造起来的。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他
跟我说道：“古代的劳动人民利用潮涨
之际，载着石条的船只借助水的浮力
与桥墩对齐固定；在退潮之时，船又随
水面下降，石条就稳定在桥墩上了。”
爸爸望着桥墩，继续为我解释着，“看
那些桥墩，也是有奥秘的，安平桥跨越
中亭港、西姑港、水头港等五个港道，
港道有深有浅，水流有缓有急。桥墩
一端尖状、一端方形地设于较缓的港
道处; 而两端成尖状的叫双边船型
墩, 设在水流较急较宽的主要港道而
利于排水。正是这样的设计，赋予了
安平桥稳固的桥基。”听到这，我深深
感受到古人智慧的博大精深。

“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
此桥。”我和爸爸就这样一路聊着、
逛着，走过桥东的水心亭，再到西端
的海潮庵，品读着碑林、石雕、对联，
知道了“徐汝澜连升三级”的故事；

了解到在三亭中间，还有两座雨亭，
桥两侧水中对称的方形石塔和圆塔
供人民休息避雨……就这样，我了解
到海峡两岸的历史渊源；感受到海丝
文化的遗风。我为家乡有这安平桥
而自豪不已……

游走在安平桥上，凹凸不平、坑坑
洼洼；用手摩挲着石桥，八百年的风雨
让石桥柔和充满质感，我似乎一下子
被带回到宋元时候的安平桥。我仿佛
看到当初安平桥建造时人们挥汗如雨
的样子，看见风雨中商人、官员、僧人
乃至布衣平民渡桥的画面，看见八百
年前古人悠悠的身影立在桥上赏景，
看见来自印度、阿拉伯、非洲等地的商
人背着装有茶叶、瓷器、香料的行囊在
安平桥上走过。

泉州，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乃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
之路起点。这里的名山古刹、海潮涛
声，值得我们继续去探访；这里“爱拼会
赢”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去传承。

指导老师 蔡娜娜

行走在安平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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