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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山、东西塔、老君岩……走进
泉州工艺美术大师吕照明的工作室，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22个遗产点刻画作品整整齐齐地摆
放在桌子上，每一件都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

对吕照明来说，刻画是他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对泉州这个多元文化之城的热
爱，对泉州丰富历史底蕴另一种形式的
展示。

吕照明出生于泉州提线木偶表演世
家，父亲是泉州木偶剧团老团长吕赞
成。从清代道光年间算起，吕家先后有
5代人从事木偶表演。高中毕业后，从
小喜欢美术绘图的吕照明进入印刷厂工
作。在印刷厂的工作经历让吕照明学会
了印刷设计，后来他离开印刷厂自己创
业。1990年，吕照明在市区后城一地摊
上看到童年时期玩过的刻纸，便萌生了
重拾刻纸技艺的念头。随后，吕照明潜
心钻研刻纸艺术，并在探索中加以创

新。当时，传统的手工印刷基本已被电
脑印刷替代，大量的手工印刷原材料菲
林片被弃用。吕照明突发奇想：“既然
要 扔 掉 ， 倒 不 如 试 着 在 菲 林 片 上 刻
画。”经过一番尝试，出乎他意料的
是，用菲林片刻出来的作品线条灵动、
流畅精细，让人颇为惊讶。

聊起最近完成的世遗泉州22个遗产
点刻画作品，吕照明颇为兴奋。据介
绍，为了完成这组作品，他多次实地走
访遗产点，并翻阅大量资料，力求通过
原物原景的刻画展示，再加以艺术的创
作，让“世遗泉州”在菲林片上栩栩如
生。“九日山碑刻上的字呈现在底稿
里，一个字仅2.5毫米大小，刻起来比较
费劲。草庵底稿上的砖比较多、比较
密，也刻了三四天。”吕照明说，未来
还将根据22个遗产点的故事，创作出更
多延伸作品，在刻画的世界里表现家乡
风物。

泉州网6月18日讯（记者 林达鑫 通讯员 
儒昭）盛夏正开始变得炽热，非遗却从冰冷
的橱窗展示中走进人们的生活中。端午节期
间，由丰泽区政府主办，丰泽区委宣传部、
区文体旅游局以及文武坊联合举办的丰泽区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开幕
式在文武坊拉开序幕。

开幕式上，多个非遗项目进行了精彩的
展演。南少林武术表演《少林雄风》刚劲雄
浑，展现少林绝技；民乐合奏《江南风韵》
曲境雅致，仿佛美景近在眼前。梨园戏《梨
园新蕾》中，小演员们身段柔美，举止间透
露出细腻与优雅。南音《直入花园》曲调悠
长，节奏轻快明丽。古琴演奏《平沙落雁》
琴声悠扬流畅，尽显和谐恬静。本次展演形
式多样、动静结合，为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
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除此之外，现场还举办了文化遗产项目
（非遗、文物）图文静态宣传展示、“守护

遗产、传承文明”签名活
动及拍照打卡互动、主题
纪念品宣发、“全民长卷

颂 百
年”暨“泉州海丝史迹”主题公益涂鸦艺术
活动、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泉南处处少林
风”武术课堂、茶会雅集、非遗研学暨非遗
美食等，吸引众多居民群众动手体验。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人类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
化资源。丰泽区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与历史
内涵，文物遗存荟萃，海丝史迹众多，非遗
项目独具特色。

目前，全区有清源山石造像群等4处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弘一法师舍利塔等8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包括民间文学、曲艺、
民俗、传统音乐、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
统美术等共计7个门类23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泉州鄉情 25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農曆七月十三）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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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惯看秋月春风。一壶
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

樵江渚上，都付笑谈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泉州开元寺内的凤凰木花开正艳，火红
夺目，成为夏日美景，吸引游客们争相打
卡。（王柏峰 摄）

“承文演武 研学少林” 泉州鲜活非遗精彩上演

七家泉企上榜中国服装百强

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又有“西桥”
“安海西桥”等称呼。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
年（1138年），横贯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
安水头，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
长久以来，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
所称赞，以“卧龙”“巨虹”等壮丽称号闪耀
于志书、文献、诗赋之中。多少高官名士亦留
下了与桥联系紧密的传奇典故。

港海贸易繁荣促造桥愿景
安海位于晋江与南安的交界处，倚山濒

海，与南安水头镇隔海（溪）相望，古名“湾

海”。宋时，随着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逐步发
达，这里船舶云集，市场繁盛，其西曰“新
市”，东曰“旧市”。海泊至，州遣吏攫税于
此，号“石井津”，扼晋江、南安两县的水陆
要冲，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安海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成为交通枢纽，亦
为日常贸易互通的货物集散地，港海贸易十分
繁荣：“斯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
入海门之间；渡头风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
货物山积，市镇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然
而，在安平桥未兴建之前，这里的港湾，由于

海潮从石井江、东石港而来，山洪由九溪、大
盈而下，汇合交流，形成鸿沟阻隔，行人过
往、货物运输，端赖舟楫摆渡，甚为不便。每
逢狂风巨浪之日，更是危险至极。

因陆路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安海、水头货
物的流通交易，建造跨海桥梁连通两地，解决
“马舆安行商旅通”的问题，以适应海内外贸
易与交通发展的需要，成为当时民众的迫切愿
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安平桥应运
而生了。

兴修跨海大桥的“六功臣”
说到安平桥兴建的“功臣”，有六个人不

能不提，即祖派、黄护、智渊、赵令衿、黄逸
和惠胜，如果离开了他们的贡献，可能如今我
们也就见不到安平桥屹立的雄姿了。

《安海志》援引《清源旧志》称：“宋绍
兴八年戊午（1138年），僧祖派始为石桥，镇
人黄护与僧智渊各施钱万缗为之倡。功将半，
派与护殁，起十四载未竟。二十一年辛未
（1151年），太守赵公令衿卒成之。其长八百
十有一丈，广一丈四尺，疏为水道三百六十有
二，自为记，榜曰‘安平桥’。”

祖派，南宋绍兴年间僧人，生卒不详，时
人称之“慈惠禅师”。据《枯崖漫录》和《闽
书》载，祖派为泉州人，在开元罗汉寺落发为
僧，后为承天寺的僧人。祖派还是一位水利专
家，绍兴六年（1136年），他曾受晋江县令洪
元英之委托重建晋江湮浦埭。清道光《晋江县
志·卷之八·舆地志·水利志》载：“绍兴六
年，邑人李密、李国表，复请筑于令洪元英，
仍以僧祖派、体柔领其事，凡三年而成。时守
刘子羽闻于朝，锡洪元英章服，祖派赐号慈惠
大师。民为洪立祠，以祖派、体柔从祀。州人
王瑀为记。”也正是因为祖派有修缮水利工程
的经验，故而黄护和智渊愿意跟随他建造安平
桥。兴建安平桥的消息传开，晋、南两地民众
纷纷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一股强
大的造桥力量。黄护不仅捐钱，还亲自参与监
理建桥，操劳多年。可惜的是，在当时建一座
像安平桥这样的石桥，是个浩大工程。纷繁芜
杂的事宜耗尽了祖派、黄护的精力，他们竟没
来得及等到桥梁竣工，便相继辞世了。

祖派和黄护的过早去世，使得安平桥建设
工程注定要成为一场“接力赛”。该桥在建造
了近14年后，仍未落成。不过这一状况在绍兴
二十一年（1151年）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是
年，赵宋宗子赵令衿出任泉州知州，他应士民
之请，与新兴化县令黄逸（黄护之子）、僧人
惠胜再度筹集资金，续建安平桥。

据文献记载，赵令衿一向是位敢说敢做、
不怕事之人。靖康初（1126年）他在任军器少
监时，就曾因直陈见解而触怒皇帝被革职；复

官后，在坚持抗金主张的张浚被罢官时，他又
挺身而出“硬刚”朝廷，疏求挽留张浚，再遭
罢官；第二次复官后，赵令衿先至德安府当通
判，而后才到泉州出任知州。有这么一位敢担
当的“血性”官员主政泉州并续建安平桥，可
以说是泉州人的福气，也是安平桥的运气。

黄逸，字德后，是黄护之子。他在南宋绍
兴年间为兴化知县，为政“根于至诚，尤崇尚
学校，建议道堂”，是位“有贤名”的好官。
安平桥建造未半，祖派与黄护便相继离世，这
对建桥民众的士气打击颇大。所幸经郡守赵令
衿援促，黄逸秉承父志，再度倡修安平桥，为
安平桥的完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了赵令衿的主持、黄逸的倡建及董事，
尚需一位“高级工程师”来负责安平桥的具体
设计与建造，这项任务就落到了僧人惠胜的肩
上。历史文献对于僧人惠胜的记载稀少，但此
人在绍兴六年（1136年）就已崭露头角了。那
一年，时任泉州知州的刘子羽策划重修州学。
众所周知，古时州学乃州郡官办教育的主体，
修建州学非同小可。刘子羽不敢大意，故“命
浮屠惠胜等掌之”（《泉州重建州学记》），
即令僧人惠胜等负责重修具体事宜。这次州学
重修按左学右庙建制，增高旧基二尺余，在今
址建成大成殿，殿前置东西两庑，殿东建明伦
堂，殿后为议道堂。明伦堂前为东西十二斋，
“御书有阁，祭器有库，祠房燕亭宾次庖廪之
属，一新轮奂”。同时疏浚由东南方流经学宫
的南溪支流，“濬青草池，内潮汐于桥之
下”，使学宫见山傍水，“江山增丽，亘古无
前”。能把州学重修至“亘古无前”的地步，
足见惠胜对于承建工程得心应手。也正因此，
赵令衿在续修安平桥时，才会想到要请惠胜再
度出山相助。

果不其然，有了赵令衿、黄逸、惠胜等人
合力修建，安平桥终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十一月告竣。建成后的安平桥“其长八百
十有一丈，其广一丈有六尺，疏为水道者三百
六十有二。以栏楯为周防，绳直砥平，左右若
一，隐然玉路，俨然金堤，雄丽坚密，工侔鬼
神”。通桥之后，险恶的海湾渡口变成坦途，
与泉州内陆腹地紧密相连，可谓四通八达，为
安海港运输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吸引更多商船
通过安平桥将货物运输到泉州各地以及漳州、
广州等。（记者 吴拏云 陈起拓 文/图）色，穿
梭于历史与现代之间，感受从古至今开拓进
取、与时俱进、爱拼敢赢的晋江精神”。

下阶段，第三届泉州文创展文化产业游活
动将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选出5个“泉
州文化产业游最佳线路方案”，主办方将于今
年国庆节前向海内外进行全媒体推介，并向有
关部门推荐实施。

泉州文化产业游入围线路体验
点：晚霞下的石湖码头（郭增沛 摄）

泉州工艺美术大师精心刻画22个遗产点

泉州     世遗故事会：兴建安平桥的“六功臣”

“白塔”系安平桥的附属建筑

碑记石刻彰显安平桥人文之盛

名桥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参观

安平桥常以“卧龙”“巨虹”等壮丽
称号闪耀于志书、文献、诗赋之中。

日前，中国服装协会发布“2020年服装行业百强企
业”名单，泉州多家服装企业上榜，包括七匹狼、九牧
王、三六一度、大帝、特步、柒牌、劲霸等。

据悉，2020年中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分别对“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利润率”三项指标进
行排序，全国共有127家企业榜上有名。记者调查发现，
在营业收入百强中，泉州企业七匹狼、九牧王、三六一
度、大帝、特步、柒牌、劲霸分列第26、34、45、48、
52、63、74位；在利润总额百强中，泉州企业九牧王、
七匹狼、三六一度、特步、劲霸、柒牌、大帝分列第
22、30、32、44、50、53、85位；在营业收入利润率百
强榜中，九牧王、三六一度、劲霸、特步、柒牌、七匹
狼分列第12、20、27、44、51、62位。（记者温文清）

到2025年泉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力争实现产值100亿元
近日，《泉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十 四 五 ” 专 项 规 划 》 印 发 ， 提 出 到
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力争实现产
值100亿元，年均增长10%左右，现代中
药、海洋生物医药产值占比分别提升至
15%、10%；培育生物医药产值5亿元以
上企业1—2家，1亿—5亿元企业2—3
家，力争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企业增
长10%左右。

“十三五”期间，泉州市生物医药
产业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形成了中
药 及 天 然 药 物 、 化 学 原 料 药 、 生 物 医
药、医疗器械、海洋药物、功能食品和
生物农业等七大门类，涉及中成药、化

学原料药及制剂、海洋药物和天然药物
等265余个品种规格，相关企业47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12家；生物医药产业产
值由2016年的20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
51.32亿元。

为进一步推动泉州市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规划》详细分析泉州市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的 短 板 、 痛 点 、 堵
点，制定“十四五”时期产业的发展目
标、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并提出保障
措施。

其中，确定优先发展“现代中药”
“ 生 物 药 ” “ 海 洋 药 物 ” “ 化 学 原 料
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业”等六

个领域；明晰了若干个重点任务，如完
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产业新药研发、
促进产业人才发展、推进生物医药相关
学科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等。

在产业布局方面，《规划》结合各
县（市、区）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
提出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各具特色”的生物与新医药产业布局，
如泉州开发区医药产业园、石狮市海洋
生物科技园、永春生物医药产业园、泉
州台商投资区德润产业园、晋江医疗器
械产业基地等。

（记者王树帆 通讯员郑祖柏）

（记者 许雅玲 陈起拓 实习生 吴姗姗 文/图）
(福建侨报供稿）吕照明介绍22个遗产点刻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