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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民间传统文化里面，狮子是吉祥
的 瑞 兽 ， 依 托 其 形 态 打 造 而 成 的 厌 （ 念
“yā”，通“压”字）胜物，也常被赋予安
居和镇宅的寓意。在泉港后龙镇虎石村中，

老街古巷的交界处或是红砖古宅的厝顶，就
有不少狮形的厌胜物，它们大多由红砖打造
制成，姿态各有不同，现今也成为村里一道
别致的景观。

护村镇宅添灵气
在虎石村的古厝屋顶之上，不但有厌胜

物被制成了风狮爷的造型，在屋脊的脊饰
上，也有狮子的装饰物。位于村中的古大厝
陶成楼，其飞翘的燕尾脊尾端，有一个狮头
形状的灰塑装饰物，很是威严。在黄建华看
来，在脊饰上雕上狮头，有趋吉避凶、帮助
镇宅的意义。陶成楼一侧的屋檐下，还可以
寻得两个雕刻精美的鱼尾狮排水口，每逢雨
水来袭，水流便会顺着房檐落入鱼尾狮的腹
中，随后从鱼尾狮的嘴里慢慢吐出，让沉闷
的古厝染上了一抹灵动的生气。

在虎石村闽南红砖文化展示馆里，访客
们还能见到一款带有狮形人面图样的红砖垂
珠。其作为古代传统建筑垂花门的一个部
件，通常会被雕上如莲瓣、串珠、花萼云或
石榴头等图样，但在这里展出的垂珠图样却
是狮形人面的样式。对此，黄建华介绍，这
是因为这款垂珠是过去留居泉州的锡兰
王子后裔建造大厝时来虎石红砖作
坊特别定制的，图样较为罕见，
当地的工匠便将样品悉心保留
至今。

另外，在虎石村的古街
旧巷中，也有不少与狮子有
关的物件，如在村口的道路
交叉处，能在高地处找到一
尊傲气的风狮爷。有别于立
于屋顶之上的风狮爷有着夸张
的表情，它显得更为沉稳，狮
头微微扬起，目视前方，犹如镇
守在村口的守护者，担负着镇风止
煞的任务。除此之外，据当地的村民
介绍，在一些古井、街巷对风处，过
去也常会被安放一尊风狮爷。当地
人常将风狮爷称为“虎狮仔”，
闽南语发音近似“厚塞啊”，听
上去像是普通话的“好事啊”，
因此这些风狮爷不仅有祈求风
调雨顺的寓意，还有祈福纳祥
的作用。

“风狮爷”还能辨风
“厌胜物又被称为符镇物、

辟邪物、禳镇物，是一种民间传统
文化产物，具有避邪祈吉之意。在泉
港的不少老建筑中都可以看到。”对民
俗文化颇有研究的虎石村老年人协会理事
黄建华介绍，村子里常见的厌胜物，大多是
狮子造型，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风狮爷”，
其既是一种镇宅的利器，隐含着沿海居民对
于风平浪静生活的诉求，也有荫庇、赐福等
美好寓意。同时，这种狮形的厌胜物，也被
当地人当成一种辨别风向的器具，尤其是置
于屋顶上的风狮爷，每逢大风吹进狮嘴中，
便会在狮肚中游窜，由此形成独特的哨音，
不同方向的风“吹”出的哨音也有所不同，
如此一来，当地人只需坐于屋中，便可听哨
辨风。

自明清以来，虎石村一直是制作红砖的
要地，村民们大多是制砖好手，在打造房屋
时，从墙砖、瓦当、瓦筒到护宅的厌胜物，
亦融入传统的红砖工艺。据了解，当地的红
砖所采用的原料取自本地特殊的稻田泥土来
制成砖坯再装窑焙烧，不仅质地较为坚韧，
且呈现出漂亮的暗红，犹如胭脂一般。如此
一来，有别于常见的以石头、灰塑、陶瓷打
造的厌胜物，当地制作的厌胜物在外观颜色
上更为醒目，尤其被安置在屋顶之上，日光
一照，甚是抢眼。

如今，隐匿在虎石村中旧巷里的黄氏旧
宅，因年久失修，屋面厝顶已有些破败，但
仍吸引了不少古建筑爱好者赶来“打卡”。
原来，大家都是为一睹置于厝顶上的一座别
致的红砖狮形厌胜物，其嘴巴张开，但牙齿
紧咬，狮鼻扬起，前面的双脚蹬地，后面的
双脚则微微弯曲，好像为一跃冲天而蓄力。
同样吸引访客们目光的，还有保存在虎石村
闽南红砖文化展示馆展厅中的一款狮形厌胜
物——吼狮。不同于常见传统的风狮爷造
型，吼狮的面部表情显得夸张一些，狮口大

张，远观像是正在对天大吼，甚是威武。为
何这一狮形厌胜物的表情如此特别？当地的
老人家回忆，这与一段传说有关，相传古时
候村里有调皮的孩子，常会爬到风狮爷身上
玩耍，有一次甚至尿在了风狮爷的头上，风
狮爷一怒之下，一甩头这孩子就从狮身上滚
落下来，并磕掉两颗牙。家长得知后，赶紧
带着孩子取了些盐巴和稻米，来到风狮爷跟
前，由孩子本人将旧牙、盐米一并放在风狮
爷的嘴里，行跪拜大礼祈求原谅，同时口吟
俗语：“一粒盐、一粒米，和您虎狮乞牙
齿。”风狮爷因被其诚心所感动，便将狮子
般坚硬的新牙赐予这孩子。传说代代相传至
今，人们便将能赐予孩童健康牙齿的风狮爷
打造成吼狮的样子，并安放在屋顶上，并由
此衍生出一个独特的习俗——生活在虎石村
的孩童，每当乳牙脱落，便会被家长带到吼
狮前，立正站好后，轻轻将乳牙抛进吼狮的
嘴中，祈愿能获得一口健康的牙齿，家长则
求吼狮庇佑孩子茁壮成长。

来到虎石村的村民会展厅中，还可看到
两座造型独特的红砖狮形厌胜物，一座为浑
厚庄重的风狮爷，端坐在刻有“永保平安”
等字的梯形柱体上，寓意家宅平安；一座则
是“武将骑狮像”，也为民间俗称的“瓦将
军”造型。黄建华介绍，借由将军与狮子的
组合，不仅造型更为霸气，同时隐意“法力
叠加”，让古厝能获得更多的庇护。

记者 陈士奇 通讯员 陈伟煌/文 陈英杰/图
（除署名外）

泉州网5月20日讯（泉州网讯 （记者庄丹
丹 刘倩）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
来，泉州市大力抓机制创新、招商推介、政
策落实、项目落地，利用外资提质增效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特别是近三年合同外资到资
比例居全省第一。

主要指标大幅增长。2022年1—3月实际使
用外资22.68亿元，比增40.4%；完成年度计划

42.6%，超时序进度17.6个百分点。1—4月实
际使用外资27.6亿元，比增31.4%；完成年度
计划51.9%，超时序进度18.6个百分点。

绩效考核居全省前列。根据福建省机关
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关于2022年度第一季度绩效
考核情况的通报，泉州市2022年度第一季度实
际使用外资增长率绩效考核列沿海地市首
位。省商务厅通报的一季度全省利用外资主

要指标排行榜中，泉州市近三年合同外资到
资比例全省第一，今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全
省第三。

项目质量有效提升。外资主要投向纺织
服装、机械装备、电子元器件等先进制造业
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兴产
业。资金来源以港澳台地区为主，覆盖澳大
利亚、韩国、新加坡等RCEP成员国家和地

区。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泉

州市将继续把招商引资工作摆在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位置，积极开展产业链
精准招商，确保投资不受阻、招商见实效。

泉州网讯（记者吴丽娇 通讯员陈尘）
日前，4000件花岗岩石制品在泉州港深沪
湾港区晋江太平洋码头装船出港，将由
“博威（BORE WAY）”轮沿着“泉州深
沪—鹿特丹—汉堡”出口。这也是深沪湾
港区首条欧洲线。

这批货物将直航出口至欧洲的荷兰和
德国。此航次装船仅用57小时，比原计划
时间提早12小时完成。3月疫情发生后，
泉州港克服困难保供促产，落实“三提三
效”，积极争揽新业务。此次在充分了解
集港、装船配载要求并做好防疫的基础
上，“一事一策”制定专题方案，在集装
箱运力紧张、运费高昂的现状下，采用散
杂货装卸模式，组织协调“船—货—港—
代理”等相关人员，通过预留场地集港，
优化装卸作业方案，合理调配一线作业人
员、拖轮、引航等措施，确保该轮顺利装
船离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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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港深沪湾港区
 新增首条欧洲线

风狮爷端坐在刻有“永保平安”等字的梯形柱体上，
寓意家宅平安。

红砖打造的狮形厌胜物，颜色更为亮眼。

传说能庇佑孩童成长的吼狮（陈伟煌 摄）

燕尾脊上的灰塑狮头装饰物 带有狮形人面图样的红砖垂珠

狮形厌胜物放置在屋顶上，被赋予了安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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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合同外资到资比例 泉州居全省第一

安居 镇宅 乡村里的红砖狮形“厌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