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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当一天的“小娘惹”

晚上起意，第二天就直奔梧林。
近日，游客达达和女儿、朋友一行 6人，

从福清特地赶到梧林，体验当一天的“小娘
惹”。

薄如轻纱的可峇雅上衣，紧致修身的艳
丽纱笼裙，精致璀璨的珠绣鞋……她们身着
俏丽的娘惹服，在朝东楼、石板路、闽南古厝
等处游玩、拍照，笑得靓丽、明媚。

“‘小娘惹’体验非常独特，梧林又这么
近，我们说来就来了。”达达笑道，早前，她在
朋友圈、小红书上就看到过不少关于梧林娘
惹换装的分享。有天晚上，跟朋友聚会时，说
起“小娘惹”换装体验，大家一拍即合，第二天
就来了。

换装、拍照、吃美食……徜徉在古厝洋
楼间，感受着旖旎的异域风情，达达等人觉
得不虚此行。

“娘惹”，源自东南亚的“峇峇娘惹”族
群。

明朝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大批华人
特别是闽南人开始“下南洋”，马来西亚的马
六甲地区成为华人的聚居地。其中的一部
分人渐与当地人通婚，他们生育的子女，男
性被称为“峇峇”，女性被称为“娘惹”。特别
是“娘惹”，她们在宗教、饮食、服饰和婚俗上
保持着中华遗风，经数百年的文化交融，演
绎出独特的娘惹文化。

这些娘惹文化，现在在梧林就能感受
到。这让许多像达达一样的外地游客，专程
为了体验而来。

与外地游客不同，闽南地区的游客，可
能更多的是重温儿时“番客回来了”的独特
记忆。

8月初，返乡的TVB电视台主持人少玲，
就深有感触。

少玲是晋江新塘街道沙塘社区人，外出
学习、工作已有十余年。这次，她以参加堂
哥婚礼为契机，到梧林体验了一把娘惹服换
装。

穿上精美的珠绣鞋，感性的她不禁鼻头
微酸、眼圈泛红。

十户人家九户侨。小时候，少玲的父亲
像许许多多下南洋的晋江人一样，到菲律
宾、马来西亚经商打拼，一家人聚少离多。

被邻居称为“番客”的父亲每每回乡，总
会给家人、亲友们带回南洋的特产。

有一次回乡，父亲就带回 20多双娘惹
穿的珠绣鞋，分给亲友中的女性。少玲记
得，自己的那双是大红色，十分精美、璀
璨，羡煞了一众玩伴。那时，少玲常抱
着珠绣鞋睡觉，只有过年才舍得穿。这
双鞋对少玲而言，不仅代表着父亲下
南洋打拼的不易，更承载着她对父亲
深深的眷念。

枪楼、侨批馆、闽南风情馆……少
玲一边重温儿时的记忆，一边“打卡”
梧林各类建筑。镜头里，无论是红砖
古厝、水泥洋楼、番仔楼，还是绿榕
树、青石板，都让“小娘惹”装扮的少
玲十分出彩。

“梧林特有的侨村气质是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娘惹文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晋江梧林青普运营公司副总
经理洪绵绵介绍，梧林中西合璧的建筑
群，让娘惹换装有了适配的文化场域。

哪里拍摄最出片？几点的光线最
赞？什么动作最好看？在抖音、小红书等
网络平台上，也遍布着游人到梧林体验娘
惹换装的分享。

随着梧林娘惹体验的“出圈”，不久前，
优酷出品的综艺节目《是好朋友的周末》来
到梧林取景拍摄。明星张天爱、刘恋、张
俪，在梧林百年侨村欢乐相聚，全方位、沉浸
式体验了“小娘惹”的生活日常。

从当地人到外地人，从游人到明星，到
梧林“当一天的‘小娘惹’”这样的文化体验，
已成为文旅市场的新时尚。

为什么是梧林？
对于娘惹文化体验在梧林的火热，新塘

街道党工委书记庄晓芳并不觉得意外——依
托“南洋华侨博物馆、闽南文化后花园”的美
誉，2022年起，梧林就牵手新加坡旅游局，打
造了两届娘惹文化季活动。

一座古村落，半部南洋史。时间回到
2021年。作为福建著名侨村，当时的梧林把
突破的目光转向特有的南洋风情上。而彼
时，受疫情影响的新加坡也亟待激活文旅市
场，并希望以新加坡标志性的娘惹文化作为
媒介，吸引全球游客。

娘惹文化是华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三联生活周刊的牵线下，新加坡旅游
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兼执行署长潘政志，来
到梧林洽谈合作。

“初到梧林时，我就感觉这里十分熟悉
和亲切。”潘政志说，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
国家，且华裔居多。小时候，他就常听邻居、
亲友用闽南话交流。久而久之，他也学会了
闽南话。

听着熟悉的方言，看着似曾相识的洋楼
建筑，潘政志有种“此心安处是吾家”的感
觉。

事实上，潘政志对梧林的熟悉感，并非没
有来由。

“下南洋”曾经是一代代闽南人拼搏逐
梦的出路。在梧林，旅居海外的华侨就有1.8
万人，且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梧林蔡氏族谱》记载，自清康熙年间以
来，梧林蔡氏就陆续有人前往东南亚吕宋
（菲律宾）、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等地谋
生。

在南洋“探大钱”后，一代代梧林人回乡
“起大厝”，陆续建起保存至今的一座座闽南红
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洋楼、番仔楼
等建筑。这些建筑群，自然而然地带着厚重的
历史感和南洋异域的印记。如侨批馆的彩色
玻璃窗，五层厝、修养楼、朝东楼等洋楼的欧式
窗棂饰顶雕花，德鑨楼刻着“Chua Tek Le⁃
ong ”英文字样的门亭和科林斯柱外廊等。

因此，“意南洋”也成为梧林确定的保护
开发主题动线之一。

梧林有“意南洋”的土壤，新加坡有激活
市场的诉求。双方文脉相近、血脉相通、目
标相同，合作随即达成，且一签约就是3年。

2022年3月8日，以国际妇女节为契机，
首届新加坡梧林娘惹文化季活动成功推
出。 （下转2版）

文化交融“娘惹”争艳
——探秘晋江梧林新文旅IP的塑造

本报记者 方锦枞 许春 许金植

本报记者 林小杰

从前天夜间到昨天白天，受台风“苏拉”影响，晋江大
部分地区下起了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出现8~9级阵
风。据晋江气象部门统计，梅岭街道崎山测得全市最大
风力，为23.3米/秒。同时，晋江全市共有11个镇街降水
量超过50毫米，其中，6个镇街降水量超过100毫米。

截至昨晚7时，台风“苏拉”一路向广东“奔赴”，对
晋江的影响逐渐减小。不过，“苏拉”虽然远去，“海葵”
转眼又要来了。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昨日 20时，今年第 11号台风
“海葵”（台风级）中心位于距离台湾省台北市东偏南方
向约 7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2级（33
米/秒）。预计“海葵”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
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大可能登陆我国台
湾省，而后二次登陆福建。

据晋江市气象台预测，“苏拉”远去后，今天晋江雨
势暂歇。而随着“海葵”逐渐抵近，3日起晋江市将有
明显降水过程，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局部甚至有大暴
雨，沿海最大风力可达 9~10级、阵风 11~13级。晋江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朋友，“海葵”将给晋江带来严重的
风雨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另外，台风路径仍存在不确
定性，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最新台风信息。

今天中雨转小雨，25℃~30℃，沿海东北风6~7级、
阵风 8级；明天大雨转暴雨，26℃~33℃，沿海东北风
10~11级、阵风12~13级；后天暴雨，25℃~31℃，沿海西
南风6~7级、阵风8~10级。

时间：9月1日 星期五 天气：小雨
地点：晋江磁灶镇官田村

“保丽啊，村里发的垃圾桶你家也领了啊。”
“当然了，美化家园，人人有责！”
上午时分，官田村村道上，出门倒垃圾的陈阿伯，遇到

了同样拎着黄色垃圾桶的厝边李保丽，两人笑着打招呼。
近日，为进一步做好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营造更加

宜居的生活环境，官田村采购了一批垃圾桶并分发到每
家每户；一同发出的，还有一份“洁净家园行动”倡议书。

官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碧山介绍，此次村
里发放的垃圾桶共有 1100 个，发放对象包括全村村
民，以及村庄内沿街商铺、企业、出租屋等。

“别看这小小的垃圾桶不起眼，它承载的可是全村
的宜居梦。”村民陈美钰说，家家户户门前摆放着村里
发放的垃圾桶，就像一个“警钟”，时刻提醒着厝边要为
美化家园尽心出力。

陈碧山说，发放垃圾桶只是一种形式，除了可以为
群众处理生活垃圾提供便利外，关键还能借此引导群
众自觉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共同营造美好家园。

今年年初以来，官田村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推进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不少垃圾死角、脏乱空地经过整治提
升，已变身景观带或群众的休闲地。如何巩固好现有成
效并进一步提升，成了村里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重点。

“宜居环境不能只靠村干部，更需要全村上下的齐
心协力。”陈碧山表示，向全村村民发放垃圾桶和倡议
书，是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的新起点。下阶段，村里将根
据村情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垃圾不落地”及“门前三
包”实施方案，进一步引导全村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
使，努力实现全村共同的宜居梦。

官田村发放垃圾桶、倡议书的举措，也是当前磁灶
镇各村（社区）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在
岭畔村，村里正全力推进“最美庭院”评选，引导村民自
觉做好门前屋后环境整治，共建美丽家园；在洋尾村，
村里已先行试点打造一批“最美庭院”，正借此示范带
动全村形成合力，共助家园清洁行动再出新成效。

本报记者 赖自煌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上午，《福建省企业
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立法
调研座谈会在晋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陈
冬，泉州、晋江市领导赖清正、王明元、林仁达、张健龙、
王清龙参加会议。

会上，晋江市政府、泉州民营经济研究院、与会人
大代表和企业家代表围绕调研主题谈经历、提意见。
省人大调研组表示，大家所提意见站位高、举措实、可
操作性强，体现了浓浓的爱国爱乡情怀及强烈的发展
愿望。省人大调研组将认真研究、逐条梳理，充分吸纳
各方意见建议，推动《福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
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修改好、完善好，共同营造
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为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福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
管理者权益保护条例修
正案（草案）》立法调研座
谈会在晋江召开

瑞雪说天气

“苏拉”远去“海葵”抵近

小小垃圾桶 大大宜居梦
事实上，娘惹文化对闽南人来说并不陌

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息息相关。
厦门理工学院副教授黄婉彬对娘惹文化

颇有研究。她曾花费3年时间，与制作团队在
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采访拍摄，制作播
出了全球首部反映峇峇娘惹文化的纪录片《共
生缘——峇峇娘惹情》。

黄婉彬介绍，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其
中有五次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港口停留。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当时泉州的刺
桐港、漳州的月港及厦门港成为主要的出
海口。不少闽南籍的商人、水手跟随郑和
的船队，前往南洋做生意。

因为季风关系，下南洋的商人水手们，
至少需要等待八个月才能迎来返乡的机
会。其间，当地有不少富商、政界人士中
意于华人长相英俊、头脑聪明、善于经商，
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形成了“峇峇
娘惹”族群。由此，中国传统宗教、饮

食、民俗、服装等文化，也随之在南
洋落地生根，受到尊重，美美与共，
并成为娘惹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
州人在南洋”的系列展陈，也说明
了这一点。

半人高的供桌、大红色的刺绣
桌围，新娘披乌巾、穿霞帔，新郎戴
帽子、着长袍……馆内，通过影像和
真人蜡像还原的峇峇娘惹传统婚礼
场景，就有不少中国风。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学术部主任骆
曦介绍，娘惹文化是华侨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他
们的生活、习俗中，都带有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
色彩。他们会过中国的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
不少讲究的家庭还曾特地向景德镇定制餐具和
观赏瓷器，被称为“娘惹瓷”。就连他们的语言，
也受到汉语方言，特别是闽南话的影响。

在潘政志看来，新加坡梧林娘惹文化季
活动的开展，也有助于将闽南文化在新加坡
的传承、融合与演变，展示给更多中国游客。

而溯源娘惹文化的诞生，还留有泉州向
海而生的印记。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陈颖艳
介绍，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
市，宋代《泉南歌》有言“泉州人稠山谷瘠”

“每岁造舟通异域”。
向海而生推动了泉州造船业的发达，造

就了泉州港海洋商贸的繁荣，也孕育了泉州
人勇于开拓、爱拼敢赢的精神。

风帆动力时代，每当季风吹向海洋，泉
州人就开始出海。宋代记载的官方祈风仪
式，就是祈佑海上船舶顺风平安的典礼。

如今，“后疫情时代”到来，国际交流恢
复，娘惹文化的“季风”又吹回泉州。

除了梧林娘惹文化体验火爆，在泉州街
头，也有不少娘惹换装的游人。

今年 5 月，在国际博物馆日，泉州华侨
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体验娘惹文化活动，穿娘
惹服、品南洋美食、赏印尼昂格隆乐器……
游客感受了别样的东南亚风情。

今年7月至8月，泉州海交馆与马来西亚
马六甲郑和文化馆携手，在泉州和马六甲这
两座世界遗产之城，同步推出“福船的故事：
从泉州驶向马六甲”展览，讲述福船、泉州宋
船、郑和船队、马六甲的郑和遗存及中马混血
的峇峇娘惹文化等方面的动人故事。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
年。无论是梧林的娘惹文化体验还是博物馆推
出的展览活动，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与
公众的链接、交流和互动，更好打造中外民众友
好交流的窗口，助力‘一带一路’文化、经济、商贸
的繁荣。”陈颖艳说，这也是对以“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
神”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许春

缤纷八月，季风吹拂。
晋江市梧林传统村落，悄然变身“娘惹村”。
走进新塘梧林古厝洋楼，随处可见一个个换装的“小娘惹”。她们衣着鲜艳、身影婀娜，勾画出梧林新的靓丽风景线。
今年3月以来，随着第二届新加坡梧林娘惹文化季活动的打造，梧林“意南洋”之风吸引八方游客。
数据显示，今年1—8月，梧林游客量突破80万人次。该数据已远超3年前梧林预计的2023年游客量达到40万人次的目标。今年7月，梧林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从节日打造到文旅品牌的塑造，继“梧林闽南年”文旅IP火上央视后，梧林在娘惹文旅IP塑造和文旅经济激活上，又走出一条新路。

娘惹文化里的“中华情”记者观察

游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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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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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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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少玲在梧林体验娘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