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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西街，肯定是去泉州的第
一站啊。”

“ 为 什 么 大 家 都 说 西 街 很 好 玩 ， 真 的
吗？”

“跑这么远来看西街，怎么让这趟旅游
更值得呢？”

……
泉州成为世界遗产城市，全国各地乃至

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泉州，作为认识泉
州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西街往往被选为第
一站。如何以正确方式“打开”厚重、多
元、鲜活的西街，恐怕很多人还不得其解。

西街千年的积淀，藏在两侧纵横的古巷
中，只有走进去，才能读懂。千年西街，被
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她的故事太
多、太长，要读懂、读透太难了。记者提供
几个认识西街的视角和途径，抛砖引玉。如
果您有机会慢下脚步、认真聆听、仔细品
味，也许，您与西街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记者 黄宝阳/文 泉州晚报社资料/图
古韵西街：完整保留古城肌理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西街不只是一条

街，不是只有开元寺所在的东段，不只有一
条1700多米的长街，西街是一个历史文化街
区，包含着丰富的肌理——街面两侧蜿蜒纵
深的20多条老街古巷，一千多年来，小巷里
走出的人、发生过的故事、留下的足迹，都
层层叠叠地寄存在小巷里。

西街片区迄今仍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古城
肌理格局。西街片区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
多处，还有未列入级别但保护较好的古建
筑、古民居12处，古大厝34处、洋楼3处、宗
祠1座……在这里，你走三五步就有一个文物
古迹，三五步就能看到一个名人故居，三五
步就可听闻古街巷里的遗闻轶事、民间传
说。

西 街 小 巷 中 ， 自 唐 开 始 ， 几 乎 每 个 朝
代，都走出过影响时代的著名人物。东段的
象峰巷、古榕巷、三朝巷、台魁巷、井亭
巷、旧馆驿巷、裴巷、金钗巷、新街等；西
段的甲第巷、曾井巷、甘棠巷、孝感巷、奉
圣巷、打铁巷、五夫人巷、文魁巷等，巷子
里，有唐代泉州登科甲第一人欧阳詹，著名
理学家蔡清，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军火家、思想家曾公亮，近代著名高僧弘一
法师……

西街小巷多，街中有巷，巷中套巷，从
街口往小巷深处走去，起初不到半米的狭窄
巷子，走着走着，可能就别有洞天、豁然开
朗；看似平平无奇的小巷，却名人辈出、历
史悠久……不走进去，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将
遇到哪个朝代、哪段历史的碎片。

所以，答应我，来西街，不要只在街上
走走逛逛，一定要走进巷子里。

厚重西街：不止有开元寺
一日西街一千年，西街不止有开元寺，

作为泉州最早开发的街道、区域和中心市区
保存最完整的古街区，西街自唐宋早期起，
便长期作为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
中心，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除了开
元寺，西街还有许多历史古迹。

开元寺被视为泉州历史文化积淀的集大
成者，然而，不少人来到开元寺，只是将其
当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来游览，这也非常令
人遗憾。“先有开元寺，后有泉州城，一部
开元寺，半部泉州史”，开元寺比1300多岁的
西 街 更 古 老 ， 开 元 寺 有 多 个 “ 中 国 之
最”——作为世界遗产点的开元寺，不仅有
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东西塔、我国
现存最完好的古戒坛甘露戒坛，还是中国唯
一拥有印度教遗存的佛教寺庙。

除了开元寺，西街片区还有星罗棋布的
古迹，时间坐标往远一点拨，这里有世界遗
产点南外宗正司遗址，唐代泉州登科甲第一
人欧阳詹府邸，宋代状元、一代贤相曾从龙
出生地的状元井，古泉州城的中心、建于明
万历年间的定心塔，明户部侍郎庄国桢故
居，明代著名理学家蔡清故居……近一点，
有建于1895年的基督教泉西堂，有融合中西风
格、近百岁的泉州中心地标钟楼，有复旦大
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校长
谢希德、林祖赓、庄善裕、陈笃信的故居
……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承载泉州华侨文化的
番仔楼，如建于1915年的西街116号洋楼、八
角楼等等。

烟火西街：保留浓浓“乡愁”
泉州素有“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美誉。

在西街，从清晨到黄昏，只要放慢脚步，便
随时能感受“半城烟火半城仙”的鲜活，这
里还留有许多人怀念的属于乡土中国的“乡
愁”。

西 街 是 泉 州 “ 世 界 宗 教 博 物 馆 ” 的 缩

影，这里浓缩着泉州千百年来丰富多元的宗
教文化。泉州人重情重义，民间自古多崇奉
忠义英烈之士，西街除了开元寺供奉的佛，
还有许多深藏在小巷甚至民居中，被附近居
民视为保护神的各类“专职”神仙、铺境保
护神。裴巷内祀张巡和许远、拥有200年历史
的彩华宫，开元寺旁民宅内供奉的保护妇女
儿童的女神“奇仕妈”，西段奉圣宫供奉闽
台戏神田都元帅雷海青，三朝巷民宅中供奉
的李仙公和开元寺对面“菩萨巷”里的“大
哥公”……

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泉州拥有超过140
种的风味小吃，在西街可以找到大半。有别
于随处可见的“网红店”，街上许多老字
号，已经过泉州人挑剔味蕾考验过流传了数
十年、上百年，是地道的泉州滋味。每天清
晨，当开元寺内的诵经声响起，喷薄而出的
朝阳轻盈地落在东塔塔尖，西街的老店也会
陆续醒来，店门的木板一块块搬下来，一口
口锅热起来，香气便四处飘散，康庄满煎
糕、亚佛润饼菜、海丝金凤元宵圆、曾氏老
记面线糊、小时候味道的甜油餟、孟氏食品
的蒜蓉枝、山腰梅兰浮粿、西街田螺王……
都是泉州人光顾数十年的“古早味”。

原生态西街的烟火气，是很多人心中的
亲切时光。如果能早起，一定要到西街西
段，这里游客不多，市井生活气息浓郁。当
东段的喧嚣渐渐停下，西段做早点批发的店
铺们，开始升起这座城市的烟火。

天刚露白，西街早市便开始了一天的繁
华，四面八方的摊贩，披星戴月挑着担赶来
这里；街上两侧卖满煎糕、油条、花包、发
糕、馒头的店前，在一个个热气腾腾的蒸屉
前忙碌着，批发的小贩、上班族、买早点的
主妇们，见缝插针地寒暄几句，然后来去匆
匆…… 

在资深旅游达人们心中，西街是最中国
的“古早味”，市民仍然在这里如常生活
着，延续着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民俗，
以自己的节奏过着自己的生
活，这才是西街最令人着
迷的烟火气。因此，
如 果 你 走 进 西 街
的 人 家 ， 他 们
刚 好 在 泡
茶 ， 又 热
情地邀请
你 ， 不
妨坐下
来 喝
一
杯 ，
听 听
他 们
“ 话
仙 ”
（闽南
语 ， 意
为 聊
天 ） ， 品
品 泉 州 烟 火
气 中 的 茶 香
气。

鲜 活 西 街 ： 五
湖四海朋友谈笑风生

西街既是古老的，也是

年轻的。许多地方的古城、老街已人去街
空，而在西街，不仅住着当地居民，还有很
多出走并回归的年轻泉州人，也有许多从各
地慕名而来并驻留的“西街青年”，他们都
乐于交朋友，乐于将他们心中的西街故事与
你分享。

除了老宫庙、老建筑、老字号等富有时
光味道的“老”元素，西街还有风格清新、
装修独特的酒吧、咖啡馆、民宿、花店、烘
焙店等；小巷里，有许多文艺青年，他们创
作的关于泉州的音乐、手艺、画作等文创作
品，从这里走向远方。

人是城市最有趣的风景，如果你想全方
面了解西街，不妨随意走进西街街巷中的一
家小店，主人的话题，可能会纵横古今中
外，渊博得令你惊讶。你可以到被戏谑为
“西街最破的店”的“怀古堂”书店，听老
板老陈聊一聊，他如何从泥水匠成为书店老
板，淘一淘他店里关于泉州文史地理的老书
旧物；可以到台魁巷保和堂老铺，听明朝著
名理学家蔡清的后人说这贴从1796年传到现在
的老膏药背后的故事；可以到象峰巷许天恩
的家里，欣赏下他雕刻的1∶100的微缩东西
塔，听他说说老西街的模样……

如今，西街还聚集了许多热爱古城、热
爱西街的青年，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西街青年”。你可以到井亭巷路口的井间
茶寮，听听青马为何走过大半个中国后留在
西街；可以到“美好生活”小酒馆，听听土
生土长、出走后回归的泉州青年郑达真，说
说她小时候的西街什么样子；也可以到芥子
书屋，跟主理人彬彬聊聊，为什么她一个外
地人在泉州，却有落地生根的踏实感；还可
以到西街奉圣巷赖氏华侨古厝洋楼，听蔡舒
翔如何从纪录片《看见西街》开始重新解读
西街片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西街留
下来，已不知不觉融入西街，成为西街故事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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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她的正确“打开”方式

(福建侨报供稿）

千年西街  “深处更香”

泉州网讯（记者蔡紫旻 通讯员黄胜锋）
记者从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泉州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分析数据中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市农业农村发展再上新台阶，呈现出
农业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农村面貌不
断改善的良好局面。

农业生产结构不断调整优化。2021年，全
市农业结构比重为38.9%，比2012年提高3.1个
百分点；林业结构比重为1.4%，和2012年持
平；畜牧业和渔业结构比重分别为22.5%和
34.5%，分别比2012年下降了2.1和1.4个百分

点。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连上新台阶，2015年、

2018年和2020年分别突破300亿元、350亿元和
400亿元关口。2021年，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422.73亿元，现价产值是2012年的1.55
倍。

粮食生产转向高效优质发展。粮食亩产
量由2012年的352.9公斤，提高到2021年的
386.6公斤，年均增长1.0%。2021年，全市粮
食 产 量 5 0 . 4 2 万 吨 ， 实 现 粮 食 产 量 “ 五 连
增”。

农业产业链条延伸，生产、加工、冷链
物流、销售一体化发展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持
续增长的重要途径。2021年，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5911元，是2012年的2.19倍。

农 村 居 民 食 品 衣 着 消 费 ， 从 “ 吃 饱 穿
暖”向“健康安全方便”转变。恩格尔系数
逐年回落，从2012年的42.7%下降到2021年的
38.4%，已步入初步富裕阶段。2021年，每百
户农村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为31.9辆，是2012
年的3.1倍。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不 断 完 善 。 全 市 所 有 县

(市、区)通高速公路，所有乡镇通达三级以上
公路，行政村之间100％通硬化路；县、乡、
村三级物流网络节点数覆盖率分别达100％、
100％、95％，“快递进村”超80％以上。

乡 村 振 兴 持 续 推 进 ， 农 村 投 入 不 断 加
大。2021年，全市筹措财政资金51.01亿元投
向乡村振兴领域，其中，市级财政统筹整合
2 6 个 部 门 专 项 资 金 1 0 . 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7%；安排土地出让收入32.61亿元投向农业
农村领域。

好客的西街人讲述西街故事 西街两侧的巷子，沉淀着历史人文。

西街烟火气浓郁 传统美食创作技艺引人驻足观赏

越来越多年轻人为西街留下来

千年西街故事多

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