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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参访，我产生了推动
妈祖分灵阿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的想法。”7 月 11 日，阿曼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会长刘影东如是表示。

当日，阿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阿曼福建侨商会访问团赴福建
省莆田市湄洲妈祖祖庙参访交流，
并与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林玉
美举行座谈会，就湄洲妈祖分灵阿
曼事宜进行深入探讨。

据悉，阿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成立于2020年，此后又相继成立
了阿曼浙江侨商会、阿曼福建侨商
会。刘影东透露，成立这些社团组
织旨在服务在阿曼的华侨华人，把
中国的文化带到阿曼，在阿曼讲好
中国故事。

“我是大连人，此前对妈祖文化
了解很少。”刘影东坦言，在阿曼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后，由于会
里有很多福建人、浙江人，他才开始
慢慢地接触和了解妈祖文化。

刘影东表示，他正在计划着手
筹备分灵事宜。“希望在阿曼的华侨
华人能以妈祖文化为依托，一起为
促进中国、阿曼两国的友谊与发展
尽一份力。”

妈祖，原名林默，是北宋时期福
建莆田的一位女子，因扶危济困，救
助海难，而被尊为“海上和平女神”。

妈祖文化是海外华侨华人联系
彼此的重要精神纽带，妈祖文化在
华人社会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目
前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

有1万多座，遍布五大洲49个国家
和地区，妈祖信众有3亿多人。

连日来，福建持续高温天气，却
挡不住华侨华人赴“妈祖故里”湄洲
岛参访交流的脚步。7月9日至10
日，澳大利亚澳中佛教总会会长般
若法师一行在澳大利亚莆田商会会
长戴秉凡的陪同下，赴湄洲妈祖祖
庙参访交流。

与般若法师同行的澳大利亚新
洲佛教会会长凯文是外国友人，在
参访过程中对湄洲妈祖祖庙十分好
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湄洲岛，湄
洲妈祖祖庙建筑群依山傍海，风景
优美，这里深厚的妈祖文化底蕴令
我印象深刻。”凯文如是表示。

“1994 年秋，我离开莆田，第一
次踏出国门到澳大利亚，随后发起
成立了澳中佛教总会。”般若法师在
参访交流过程中，向妈祖祖庙董事
会董事长林金赞介绍了佛教文化、
妈祖文化近年来在澳大利亚的传播
和发展情况。

般若法师说，妈祖是“海上和平
女神”，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
澳中佛教总会计划在澳大利亚举办
妈祖文化系列活动，推动妈祖文化
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和传播，弘扬了
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

（中新网）

“妈祖热”升温 海外侨团纷赴
福建湄洲岛参访交流

为营造“幸福工作、健康生活”的
工作氛围，提高职工生活品质，7 月 6
日晚，由县总工会主办的2023年闽清
县工会职工公益大课堂活动结业展示
在县文化馆举办。

据悉，此次公益大讲堂活动时间
为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开设声乐班、
舞蹈班、瑜伽班、八段锦班等4个文体
类培训班，全县共有90名职工参加培
训，还专门邀请了专业教练对职工进
行定期训练指导。

活动现场，歌曲《军人本色》《我和
我的祖国》，瑜伽《大鱼海棠》，健身气
功《八段锦》，舞蹈《三寸天堂》等文艺

节目相继上演。参加培训的职工们用
自己嘹亮的歌喉和优美的舞姿将此次
的培训成果展示地淋漓尽致。他们纷
纷表示，参加这次活动不但丰富了自
己的业余文化生活，还增加了他们的
身体素质，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激情投
入到今后的工作中。

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结业活动很好的将我县工会职工团结
一致、积极向上的精神展示出来。下
一步，县总工会将会举办更多提高职
工生活品质的公益活动。

（记者 许永鑫）

我县举办2023年工会职工
公益大课堂活动结业展示

暑期档禁毒题材电影《扫毒 3：人
在天涯》重磅来袭，日前在各大影院上
映，影片集结了郭富城、古天乐、刘青
云三位天王级影帝首次同台飙戏，影
片深受青年人的追捧，闽清县禁毒办
利用这一有利契机，组织禁毒社工和
志愿者到闽清百荣电影院现场开展禁
毒宣传。

禁毒社工和志愿者们通过展示仿
真毒品样品，发放禁毒宣传折页，面对
面讲解禁毒知识，进一步加强观众对
毒品知识及其严重危害性认识，也为
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营造了扫毒、拒
毒与涉毒犯罪做坚决斗争的浓厚氛
围，取得良好宣传成效。

（县禁毒办）

禁毒宣传进影院

7月以来，闽清气温一路“狂飙”，
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上，高温持续
在线。为落实落细全总防暑降温工作
部署，维护好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
及时把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爱
送到广大职工心坎上，近日，闽清县总
工会设立了多站点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坚
守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水送清凉。

据了解，全县共建成户外职工爱
心服务点22家，其中省级“户外劳动者
示范休息室”2家。小小服务站，发挥
大能量。爱心驿站配备有微波炉、烧
水壶、充电设备、饮水机、风扇、桌椅、
凉茶及药品等设备，让户外劳动者累

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
饭凉可加热，切实改善了职工的劳动
条件。

县总工会将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将站点建设为工会宣
传职工和服务职工的重要阵地、爱心
接力、传递正能量的活动平台，打通
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让
广大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工会“娘家人”
的温暖。一名户外劳动者告诉记者：

“非常感谢闽清县政府为我们提供这
么多爱心服务站，让我们在外面跑的
时候有地方喝水，有地方休息，还有空
调吹。” （记者 陈琪）

县总工会爱心驿站为户外
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绿荫”

义由村地处闽清县东桥镇西南
部，距镇政府 10 公里，全村总面积
17685亩，作为省级古遗址保护单位，
文化底蕴深厚。

根据资料记载，闽清义窑经历
1958 年、1983 年、1987 年和 2015 年四
次文物普查，并进行考古挖掘。

先后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我国
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厦门
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叶文程教授到实
地考察，挖出古窑的山头达20多座，绵
延 10 多公里，已发现 100 多个古龙窑
遗址。

义窑的古窑多为龙窑结构，在闽
清龙窑又称蛇窑，因窑炉呈长条龙形
而得名，是闽清县烧制瓷器产品最古
老的窑种。

义由村党支部副书记林华表示：
“我们义由村因窑出名，这边的窑址大
约兴盛于南宋晚期到元代晚期，时间
跨度近250年。近些年来，我们修建了

义窑文化园以及相关展示馆，希望大
家能够更了解义窑以及义由村。”

截止到目前，根据闽清县政府公
布东桥镇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
可知：东桥镇古窑遗址共36处，位于东
桥镇义由村、溪芝村、大箬村、安仁溪
村、山限村等。保护范围为五个村瓷
窑遗址，凡有暴露窑具、瓷器（包括不
成器、标本）堆积的山头，都均属保护
对象。

1991 年，义由村“井后岗”被列为

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义窑
36处古窑遗址列入福州市海上丝绸之
路史迹。而这其中，下窑岗一号窑是
义由村挖掘保护最完好的一座古窑，
至今已有640年的历史，位于村部东南
方向500米的山岗上。远远望去，此处
树林和灌木四季茂盛，一片青葱翠绿，
令人心神静逸。

闽清县文化部门为了更好地保护
古窑址，花费70万元在下窑岗一号窑
上方建了一个古窑保护棚，是一个长

80米、高5米的仿古长廊，两边挖设排
水沟，避免雨水侵蚀，古窑址两边砌筑
台阶，增设栏杆，便于行走。

如今，义由村以“义窑文化”为主
题设计的民宿、手工体验馆、文物展览
馆等，极具审美价值又趣味十足，装饰
之中随处可见的古瓷片，别有一番风
韵，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仿佛
让人穿越了时空，置身于800年前的古
窑场。

除此之外，义由村也会以“义窑文
化”为主题开展各式各样文化活动以
及研学之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自然
风光与瓷器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更
深入的了解古窑文化。

（记者 吴龙义）

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品味义窑文化
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感受乡村魅力

闽清古称“梅邑”，是一座有着
1100 多年建县历史的古城。孕育千
年的礼乐文化，一直是梅邑不曾割断
的历史传承文脉，成为这座古城的文
化之魂。

北宋闽清籍陈祥道所著《礼书》、
陈旸所著《乐书》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完
整的礼乐文化文献之一，代表了我国
古代南方礼乐文化的两座高峰。两部
著作以传承传统的儒家学说和优秀的
礼乐文化而光耀青史。

近年来，闽清县陈祥道、陈旸文化
研究会收集、整理了有关陈旸的民间
故事，汇编成《陈旸传说》，并以民间文
学类别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助力闽清传承发展“二陈”礼
乐文化，打造“礼乐文化之都”名片。

“二陈”双贤 礼乐同辉

北宋时期，闽清漈上（今闽清县云
龙乡际上村）出了两位名人——陈祥
道、陈旸两兄弟。二人学识渊博，治学
严谨，他们推制、深研上古礼祀乐制
度，并著书立说，成就斐然。

陈祥道25岁高中进士，但仕途并
不顺利，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有充足
的时间和精力，潜心著书。据《闽书英
旧志·陈祥道传》载：“尝著《礼书》一百
五十卷，近臣以闻，哲宗诏尚书给笔礼
抄录”。“近臣”指范祖禹，他曾协助司
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他将陈祥道著

《礼书》之事告诉皇帝哲宗，哲宗下诏
“给笔礼抄录。”范祖禹评价《礼书》说：
“用意专精求之，诸儒未见其比。”而陈
祥道也因《礼书》而受赏识，官至太常

博士。
闽清县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

原会长陈梅旺告诉记者，陈祥道撰写
《礼书》时，已经收集了不少关于“乐”
的文献资料，但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有
限，便鼓励比自己小24岁的四弟陈旸
继续完成未竟之事。

陈旸27岁登“贤良科”进士，世称
“陈贤良”。他勤政勤学，终不负仲兄
陈祥道嘱托，著成《乐书》二百卷。

史料记载，陈祥道的《礼书》对《周
礼》《仪礼》《礼记》“三礼”经传做了系
统的整理与总结，不仅全面介绍了古
代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礼节，还对
礼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意义做了说
明。《礼书》注重讲求“礼”的质及其对
社会生活的制约作用，构成了古代伦
理学的核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大贡献。清乾隆年间《礼书》被收入钦
定《四库全书》，后亦被国务院列入首
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陈旸所著《乐书》详尽说明了雅
乐、俗乐、胡乐及乐器，并附插图 540
幅。该书渊博宏大，对当时的中外音
乐资料几乎无所不包，尤其可贵的是
收录了许多民间及外来的音乐资料。

《乐书》最有价值、弥足珍贵的部分是
“乐器绘图加说明”，因为许多现今已
失传的乐器可在《乐书》中找到记载。

与《礼书》一样，《乐书》在清乾隆
年间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亦被国
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两部巨著 影响深远

《乐书》与《礼书》相呼应相配合，

构成了“二陈礼乐文化”。两部巨著分
别是宋代礼乐文化水平最高的专著之
一，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鲜
明的特征，即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

专家学者研究认为，陈祥道的《礼
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南宋朱熹
的《礼书仪经传》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
的最高研究水平。朱熹非常推崇陈祥
道的《礼书》，他在湖南的长沙举办岳
麓书院时，订立“学规”，把陈祥道一百
五十卷《礼书》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礼书》对朱熹提出理学理论“三纲五
常”有着直接的影响。

陈旸的《乐书》则创造了多个“第
一”，正因为这部巨著是世界上第一部
音乐和表演艺术百科全书，所以陈旸
被后人尊称为“乐圣”，他对中国乃至
世界音乐学的发展都有重大贡献和影
响，称得上是北宋时期的“世界乐学第
一人”。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冯洁轩教授评价：“检阅陈旸

《乐书》，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两千年
来一脉相承的儒家的艺术观、音乐思
想。即使历代《乐书》基本失传，我们
也不难通过陈旸《乐书》的章节安排和
内容而略知它们的大概面貌。就这点
而言，陈旸《乐书》是一个可供学者解
剖、分析、研究的典型，这是中国长期
的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一株完整的
标本。”

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廖辅叔
在 1964 年编著的《中国古代音乐简
史》中评价陈旸：“他给我们留下了一

部经过整理的音乐百科全书式的纪念
碑性著作。”

历史文脉 千年传承

“二陈”不仅为古代礼乐制度建设
和礼乐文化传承作出卓越贡献，而且
他们为官清廉、正直，关心民生疾苦，
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

在闽清，流传着许多有关陈旸的
民间故事，如《陈贤良与皇帝辩宝》《贤
良陂》《陈贤良拜石得泉》等。经收集、
整理，闽清县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
将这些民间故事，汇编成《陈旸传说》。

闽清县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
会长陈世泽是陈旸二十九代裔孙，他
长期参与“二陈礼乐文化”研究。他
说：“《陈旸传说》作为梅邑民间文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闽清十分珍贵
的文学遗产，也是深入研究‘二陈礼乐
文化’的重要内容。将《陈旸传说》申
报市级非遗，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保
护礼乐文化。”

一直以来，闽清县对礼乐文化都
非常重视。据《闽清县志》记载，宋朝
以来，在旧县衙旁边就建有“状元坊”

“贤良坊”“七进士坊”等，文庙后盖有
“二陈先生祠”。后因水患等故，“二陈
先生祠”屡毁屡建，几度搬迁，最终迁
至闽清城关城南盘古之麓，也就是现
在的“陈祥道、陈旸纪念堂”。

2001年9月，陈祥道、陈旸纪念堂
竣工落成；2006年，闽清县陈祥道、陈
旸文化研究会成立，恢复春秋祭祀活
动，重现梅邑灿烂的礼乐文化史迹胜
地，彰显闽清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二
陈礼乐文化”的影响力持续凸显。

近年来，闽清县委县政府实施礼
乐文化“八个一”工程，积极推动“二陈
礼乐文化”研究向诗词、戏剧、小说等
方面发展，举办了纪念陈旸诞辰 950
周年暨礼乐文化周活动、“二陈礼乐文
化”征诗等活动，促成闽剧《乐圣陈旸》
的成功创作，并在2021年第八届福建
艺术节获得多项大奖。

此外，闽清县还成立了闽清县瓷
乡艺术团、闽清县映山红艺术团，编排
编钟乐舞等礼乐歌舞节目进行表演；
成立九州礼乐文化传播公司，专门从
事闽清礼乐文化的宣传推广。

闽清礼乐文化是福文化和闽都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闽清”是闽
清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如今，闽清县
致力于“乐圣陈旸”“乐圣故里·中国闽
清”文化 IP 品牌的打造，让更多人了
解“二陈礼乐文化”，传播中华礼乐文
明；致力于推动闽清礼乐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将闽清打造
为“中国礼乐文化之乡”，乃至“世界礼
乐之都”。

（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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