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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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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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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龙船”就是“赛龙舟”。每到端
午节，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都会举行
盛大的扒龙船活动。可福州市长乐区
江田镇三溪村的扒龙船是不同的，它在
夜里举行。

届时，全村灯火通明，溪边人潮拥
挤，溪上百舸争流。

一

三溪系历史文化名村。北宋时为
“四乡两隅”之一的二难乡，明清以来
成为福州府8个商贸古镇之一，自古是
当地的农贸产品集散地。“想要闲，嫁
到三溪石门前。水碓米，柴对行，担水
门前溪，快活水头田。”这是一首传唱
千年的古老民歌。物产丰富，环境幽
静，三溪人的生活过得富足而舒心。

龙舟夜渡，深受当地人喜爱。诗
友p君就是三溪人。今年，我们终于在
他的带领下，亲身感受了三溪“扒龙
船”的独特魅力。

路上堵车，等我们乘车赶到三溪
时斗船己经开始。P君的家就在溪岸
边，是幢六扇七柱出游廊的深宅大院，
整幢古宅就住着他一家。天井中还种
了些花花草草，很宽敞，也很自在。去
年，他又在西边空埕上盖了幢二层小
洋楼，阳台上撑着把大洋伞，伞下摆着
石椅石桌。坐在石椅上边品茉莉花茶
边看扒龙船，十分惬意。

二

夜黑了，只见南溪穿村而过，波浪

荡漾的溪面上数十艘龙舟云集。锣鼓
声、爆仗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倒映着
两岸民居的南溪灯火闪烁，如梦如
幻。此时天空中开始落下三五粒雨
星，但人们依然兴趣不减，只有个别人
打开手中的雨伞。岸边人潮涌动。两
岸5座建于唐宋年间的古老石桥上灯
光辉映，热闹非凡。

长乐龙舟分为静水龙舟与活水龙
舟。活水龙舟长19米、宽1.5米，载划
手32人，锣、鼓、舵手各一人，另有一人
站在船头放鞭炮，挥旗。静水龙舟长
16米、宽1.3米，每条龙舟载划手26人，
锣、鼓、舵手各一人。三溪划的是静水
龙舟，三溪的龙舟也别具一格。有的
龙舟巍峨壮观，专供成年人斗船，有的
龙舟小巧玲珑，是给幼童戏耍的。龙
舟夜渡，凡是能走动的三溪人都要下
水扒船，女子也不例外。那些喝着清
澈甘甜的溪水长大的三溪女子，个个
英姿飒爽，妩媚中透着刚毅，柔情中带
着信念。她们敢于打破世俗，登上龙
舟，挥舞手中的桨劈波斩浪，与男人们
一试高下，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P君往我茶杯续了点茶后说:“英今
晚也披甲上阵了。”英叫翠英，是p君的
妻子，在三溪中学任教。我略感惊讶，
在我印象中英是一个柔弱女子，身材
修长腰肢纤细。“划龙舟是费大力气的
呀！她能吃得消？”我问。P君听后哈
哈大笑起来:“你这是小看人了！三溪
人个个都是浪里白条，不会扒船不算
三溪人。”

“瞧！她们上阵了！”顺着P君手指
的方向望去，溪中央停着两艘龙舟。
左面龙舟的划手身着红装，红背心，红
短裤，头戴红帽子；右面龙舟的划手身
着黄装，黄背心，黄短裤，黄帽子。一
红一黄相映成趣，格外耀人眼目。

一声锣响之后，两艘龙舟如出弦
的箭般朝前飞驰而去。只见52支桨上
下翻飞，26双嗓子齐声吼叫。浪花飞
溅，溪水翻腾。“加油！加油！”溪两岸
的拉拉队大声呐喊，也有放鞭炮助威
的。整个村庄沸腾了。

经过一番拼搏，英所在的黄队以
半臂之差被淘汰了。不料p君竟击掌
庆贺:“真不简单，今年进前八了。去年
一开划就被淘汰了。争取明年夺魁！”

大人有斗船，小孩也有斗船。小
孩划得龙舟很小，有点类似舢板，当地
人称“鸭撇仔”，也有叫“鸭姆撇”的。
船上也有锣、鼓，可以坐五六人。此时
小龙舟出阵了。所有大龙舟全拢到岸
边，将水道腾出给小龙舟竞渡。一通
爆仗轰鸣过后，三四十条小蛟龙贴着
水面溅起浪花朝前飞去。快到终点
时，3条领先的龙舟撞到一起，船翻了，
十几个孩子全落水了。“快救人！”我赶
忙剥掉上衣、短裤，要将P君拉起来，谁
知P君悠悠地呷了口茉莉花茶后不慌
不忙地应了声:“这些孩子都是‘番鸭’，
将他扔到水里都沉不到底。”

不到半分钟，翻了的小龙舟又被
孩子翻了过来。落水的孩子又坐回小
龙舟中，将船舱里的水泼到溪里。等

这3条龙舟仓里的水泼净了，其余的龙
舟己冲过终点。溪岸上又是一阵爆仗
轰鸣，连鸣三通。

三

三溪龙舟夜渡由来已久。P君告
诉我，三溪周边有好多村庄，每年都有
新船下水。造新船仪式很隆重。每年
四月初一，整个村庄老老少少都聚集
在宗祠中。一通锣鼓擂过后，爆仗轰
鸣，惊天动地。这是在祭“香官神”。
祭过神后就开始造新船了。造船的钱
按灶(户)均摊，但孤儿寡母除外。这淳
朴的乡风流传至今。

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开划，俗称
“下水”。新船要先试水。新船试水极
隆重。下水后不能立即“开划”。新船
要先沿着周边各个村庄巡划祈福，发
帖邀请邻近各村的龙舟前来斗龙(斗
船)。初一，龙舟开划。在鞭炮声中村
民们纷纷把龙舟从各自祖庙中抬出来
放入南溪，下水前还要祈福祭天地。
宽阔的溪面上排列着上百艘龙舟，井
然有序。新船的龙船头上缠着红绸
缎。按照惯例每两艘龙舟编为一组展
开竞渡。一阵冲天炮鸣过后，斗龙开
始了。只见水面上旌旗招摇、锣鼓喧
天，岸上群情激昂欢声雷动，爆仗声震
耳欲聋。

“哟呀，哟呀，哟呀，哟呀……”划
手的呐喊声惊天动地。场面实在壮
观，下水的新船都要同旧船斗龙。有
时试水的新船多，斗龙结束时已经夜
深了。斗龙结束当地三溪人叫“散
河”，也有叫“洗港”，龙舟归去叫“收
香”。收香时常常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当天也是，雨点越来越密了，但岸
上没有一个人退场，直到最后一组龙
舟斗完，人们才心满意足地撑着雨伞
回家。

此时两岸浓密的山林间，早已响
起了知更鸟的叫声。

四

龙舟夜渡令我大开眼界，也初步
了解了三溪村纯朴的乡风民俗。三溪
又叫鼎溪，发源于长乐、福清交界的群
山中。溪水流到抟纱潭、龙潭后分南、
北两溪，与上游的潼溪鼎足而立，故叫
三溪，村也因溪而得名。溪水清澈见
底，游鱼清晰可见，民居夹岸，鳞次栉
比，粉墙乌瓦，一派典型江南水乡意
韵，素有“长乐第一溪”美称。P君告诉
我，三溪人一向勤劳。端午时节，日间

人们多半外出谋生，或出海捕鱼，或下
田劳作，或开市经商。夜幕降临，锣鼓
声一响，才纷纷从家里扛出桨登上龙
舟。夜晚的三溪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
洋。夜渡龙舟，劳作娱乐两不误。

观完龙舟，p君又连夜开车送我们
一家回福州。路上夜静人稀，p君在车
上咏起一首新作:“不寻遮雨处，争向碧
溪过。溪山烟似雾，柳岸客如梭。锦
绣三溪夜，欢声撼碧波。”（张端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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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闷热难当。我摇着纸扇倚窗而望，耳畔传
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眼前浮现出家
乡稻浪翻滚的丰收景象和乡民挥汗如雨的“双抢”场
面。

闽西北家乡一到盛夏时节就特别热，太阳像火
球一样烤人，连吹在身上的风都是火辣辣的。尤其
是中午时分，村子四周的树叶就软溜溜地搭拉下
来。成群的鸟雀从这树上飞到那树上。干张嘴巴，
痛苦地哇啦哇啦直叫；只有“知了”扯着叫个不停，连
狗也把舌头伸出来，尾巴搭在腿弯上，“嘿吃嘿吃”地
喘着气，没精打采地去找凉荫。正是在这酷热难当之
时，为了不耽误农时，乡民们却要在田间地头进行“双
抢”。

“双抢”就是在夏季特定的时间内把成熟的稻子
收割好，同时又必须把下一季的稻秧（双季稻）插下
去。夏收夏种既要抢时间割稻子，又要抢时间插
秧。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才需“抢”。我印象中，在

“双抢”时节，我们小学校也放暑假（农忙假），本是上
山采野果，下河摸鱼虾的大好时机，可是在那关键时
节，家家户户无闲人，男女老少齐动员。为了多赚几个工
分，减轻家里些许负担，也为了锻炼自己，我便主动跟着父
母参加生产队“双抢”大会战。

“双抢”季节是不等人的。天刚破晓，父亲便把我从甜
梦中叫醒。我懵里懵懂地拿起禾刀，挑着箩筐，跟着父母亲
来到田里割稻子。我在父亲旁边学着割稻，父亲把拿刀姿
势、开脚弯腰、抓稻子的地方等要领，边讲边示范，手把手教
我。我按父亲的要求慢慢割，割了一会儿功夫就觉得腰酸
背痛，汗流浃背。一抬眼，父亲已把我甩得老远，只听见

“嗦、嗦、嗦”的割稻声，父亲前面的稻谷便一排倒下，身后便
整齐有序地出现一堆堆稻谷。父亲虽身材矮小，力气不大，
但心灵手巧，干起技术含量高的农活来的确是把好手，常常
赢得乡民们啧啧的称赞，我心里也由衷地敬佩。我虽疲惫
不堪，但看到田里男女老少热火朝天，飞汗如雨，你追我赶
的战“双抢”场面，我便鼓起勇气拼命追赶，不甘落后。当我

们饥肠辘辘时，母亲便把早餐送到了田里，我和父亲
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解决早饭，稍作休息后继续割
稻，直到烈日当空的中午我们才挑着一担沉甸甸的
稻谷回生产队仓库，过称、记工分。

白天割稻，晚上插秧，这是“双抢”时常有的事。
若遇晚上要出工，生产队长便会通知大家晚餐到队
部统一吃饭。印象中集体吃饭很有意思，那大甑大
甑的捞饭特别地香，乡民们各带有霉豆腐、辣椒、豆
角、青菜等农家菜，三五人一围，就津津有味地嚼着
那又香又软的大甑饭，吃个饱。我看着大家吃得香，
胃口大开也会连吃几碗才罢休。

晚饭后乡民们便迅速到田里插秧。夏夜的天
空，群星灿灿，月光溶溶，颇有几分诗情画意。然而
乡民们无暇顾及这美好的时光，要在皎洁月光下辛
勤的劳作，抢时间把秧插上，种下一季的希望和收
获。田埂上站满了插秧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
的，他们绾起裤腿，撸起衣袖，当秧把“啪啪”站在水
田时，乡民们便争先恐后下田，一字排开，顺手抓起
秧把儿迅捷地插起秧来。我那时跟着父亲学插秧，

父亲插秧又好又快，他的左右手配合极为默契。只听水声
哗哗着响，手指撩起的水花从来不会间断。边插边倒退，我
插了一会秧，两腿发麻，两眼昏花。昂首远望，朦胧的月色
中，插秧的乡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弯着腰倒退着向着生
存前进。空荡荡的水田瞬间就被弯成了一片绿毯，难道说
乡民们那肉长的腰会不疼吗？父亲在田里像头不知疲倦的
老牛插在最前面，低头弯腰的姿势被定格在月光下，那是一
首永恒的劳动者之诗，那不是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最好诠释吗？夜深人静，我们完成插秧任务后，踏月而
归，第二天拂晓便听到队长催出工的长长“哨子声”，于是乡
民们便精神抖擞地纷纷走向田间，又开始了一天新的劳作。

没有汗飞洒，哪有稻米香？如今，每每盛夏时节端起白
花花、香喷喷的米饭品尝时，我眼前便会凸现出炎炎赤日下，
辽阔田野间那大汗淋漓、艰辛劳作的乡民。觉得用汗水浇灌
出的稻米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连允东）

在长乐南山顶端，圣寿宝塔屹立
千年。当年，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以
此塔为航标，通行太平港。驻泊期间，
郑和多次登塔，极目远眺。

上世纪30年代，距圣寿宝塔不远
处，一块石碑的出土，轰动海内外。这
块由郑和刊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
记录下空前绝后的航海壮举，成为弥
足珍贵的历史遗物。

抵达南山山顶，只见一座雄浑高
华的石塔建在近一丈高的平台上，塔
身八角七层，为仿楼阁式建筑，内设石
梯，各层塔壁刻有工艺精湛的飞天、伎
乐和佛教故事等浮雕。

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圣寿宝塔，又
名三峰寺塔。从宋代至明代，宝塔不
断得到僧人募缘、乡人舍财、官府拨款
重修。郑和下西洋时，见其颓圮，也多
次进行了修葺。

在第七次下西洋离国前，郑和组
织整修三峰寺塔、天妃宫，并在天妃宫
左侧修建一座三清宝殿。南山上，塔、
寺、宫、殿俱全，依照郑和的话来说，便
是“画栋连云，如翚如翼”。郑和修建
的这组南山建筑，在历史更迭中，仅留
下一座三峰寺塔。

1985年，在郑和奏建的天妃宫遗
址之上，建成了郑和史迹陈列馆。馆

内，郑和塑像神态威严，凝视前方。追
随这样的目光，似乎能望见当年太平
港上舳舻千里的盛景。

1961年，圣寿宝塔及《天妃灵应之
记》碑被列入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006年，圣寿宝塔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2
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福州遗址
地。 （蓝瑜萍 余少林

来源：《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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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长乐圣寿宝塔：

见证郑和七下西洋

 圣寿宝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