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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升华两岸情缘

▶诏安籍海洋考古学者许路先生与漳州
读者分享他的新作《造舟记》 吴瑜琨 摄

海道针经，作为航海指南，是一种
工具书。从明朝开始，海道针经逐渐

引起了关注，开始被编入有关
的私人著述中，更有一些海

道针经被收集编辑成
册，成为专著，传留于

世。出生于诏安的
明代爱国史学家

吴朴所著《渡海
方程》《指南正
法》便是这样
的专著。青年
时代的吴朴
身处海商、渔
民、船工和市
井百姓之中，
听 闻 海 上 之
事，谈天文地

理 ，听 古 今 故
事，将所见所

闻 付 诸 笔
端。《渡海方

程》被称为中国

第一部“刻印水路簿”，记录了明朝南
北航道和往东、西洋的海路，表达了吴
朴对于海事、海防的见解。400多年后，
在诏安东湖中学，师生们依旧学习感
悟着布衣爱国学者吴朴的海权思想及
家国情怀。

几百年来，漳州人片帆渡海，筚路
蓝缕，不仅在台湾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同时也把闽南文化和民间信仰带到台
湾并广为传播。台湾与漳州地缘相近、
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
相循。翻开史料，赴台的漳州名人数不
胜数，其中清代诏安人谢琯樵被誉为

“台湾美术开山祖”。谢琯樵在台湾从
事书画艺术传播，对台湾画坛产生了
重大深远的影响，其作品被台湾历史
博物院作为镇院之宝收藏。

谢琯樵的姐姐谢浣湘是一位诗
人。她幼承庭训，饱读经书，39 岁设
帐授徒，依靠学费维持生计，开创诏
安第一所由女子主讲的私塾，是诏
安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谢浣湘诲
人不倦，循循善诱，从教 30 年，她的

学生包括邻县、邻省的负笈求教者，
有不少成为秀才、举人或书院、私塾
教师。

诏安书画之风始于唐代，盛于明
清，因其独特的画风，形成影响遍及
闽、浙、台、粤及东南亚地区的独具风
格的“诏安画派”。诏安县政协文史委
原主任吴友元认为，诏安书画得海洋
贸易与文化交流之便，具有明显的海
派风格。早在清代，沈锦州、马兆麟等
在诏派画坛影响甚大，与外界多有交
流。1998年底，沈锡纯等 6位知名画家
应邀踏上宝岛台湾，在台北市举行了
诏安县书画作品展，实现了诏安书画
艺术赴台交流的新突破。与此同时，许
多台湾书画家也纷纷到诏安交流。“台
湾当代十大名画家”之一的国画大师
沈耀初是诏安人。1990年，他回到家乡
斥资兴建“沈耀初美术馆”，并将其一
生力作予以陈列珍藏，让美术馆成为
闽台文化交流的平台。频繁的书画交
流活动，大大增进了两岸同胞对中华
文化同根共源的认同。

诏安是目前漳州发
现阴沉木最多的地区之
一。“木材因地层变动
而久埋于土中者，
称为‘阴沉木’。一般
多为樟木、柏木等，质坚
耐久，旧时为制棺木的
贵重木料。”吴友元介
绍，地震造成的地裂、
地陷、山体滑坡很可能
是造成古木被深埋的原
因之一。乌山、九侯山、
河港山上的古树，因地
震、泥石流等原因，被冲
激带入海湾，迅速被泥沙深
埋。因为无法冲出西埔山、虎
蹄山、南山等重重障碍，大树不
易被海水带走而在旋涡中沉埋下
来，形成了珍贵的阴沉木。诏安古河道
的地理特点和阴沉木形成的时间都能印证
这个说法。

悬钟古城位于诏安梅岭南门村的诏安湾西岸，因
地形酷似悬钟而得名。明代在此设置卫所——悬钟千
户所，隶镇海卫。在抗倭斗争中，悬钟千户所是东南沿
海的要塞之一，一代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都曾屯兵于
此。古城背后是郁郁葱葱的果老山，果老山上下及周边
有摩崖石刻 37方，被誉为“漳州第二碑林”。山上有明
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驻守的武将、文士及巡查官员
留下的题咏，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吟咏唱和。近年来，
央视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在诏安摄制了《悬钟迷
城》《悬钟古城抵御台风的秘密》等节目，通过专家科考
的形式对悬钟古城形成的背景、所处的地理优势等进
行挖掘，详细展示了悬钟古城的前世今生。

“诏安港口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形态是‘口小
肚子大’，可以形成一个天然避风港的形态。”在央视科
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摄制的《梅岭镇的宫口港因地
形而繁荣》《梅岭镇的蛇形巨石》节目中，专家介绍，避
风是港口选址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它可以让船只在暴
风雨中得到掩护，减少对船只的危害。在古代，丝绸、陶
瓷、茶叶等物资，就通过宫口港送往世界各地。诏安梅
岭港，自宋朝以来就是闽南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天
然避风良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
一，明代更是“千帆云集，商贾咸聚”盛极一时。中央四
套《远方的家》栏目组曾到梅岭镇摄制《海上丝绸之
路》。据梅岭镇渔民吴友江介绍，他在距离陆地约 200
米的内屿发现“钓矶”“天南砥柱”“海国燕然”“天风海
涛”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在新旧版本的《诏安县志》均
未见记载，最近也引来不少学者前来探访。

“造一艘中国古代的船，航向世
界。”近日，诏安籍海洋考古学者许路
来到漳州古城，与漳州读者们分享他
的新作《造舟记》。童年时诏安老家关
于大帆船的回忆，永久地影响着许
路。“寻觅、挖掘、研习、复原、建造、下
水，一个人的梦想变为一群人的事
业”，关于海洋文化那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在字里行间铺陈开来。

许路自 2000 年起进入中国海洋
历史与海洋文化研究领域，先后发起
并主持福建海岸线踏勘、福建沿海传
统造船地田野调查、金华兴号传统广
船发现与保护、清初福建赶缯战船复
原研究、大理洱海传统帆船田野调查、
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自由号寻根之
路中国站航海活动等项目。其中，2008
年太平公主号复原帆船成功横渡太平
洋，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唯一在海外再
现的中国传统帆船，引起国际社会的
关注，被誉为“一座中国海洋文化遗产
的浮动博物馆”。10多年来。许路先后
为《中国海洋报》《中国国家地理》《海
交史研究》等刊物撰写大量的普及性

文章，参与拍摄《福建海岸行》《一个人
的航海》《寻找中国帆》《造舟记》等海
洋题材纪录片。

“1949 年，诏安城关调整区划名
称，划分成第一街至第八街八个街区。
我的父亲便是从第七街的许厝寨走出
……从漳州诏安老家来的大帆船经常
停靠在离我住家不远的鹭江道码头，
这是我记忆中最初始也是最深刻的中
式帆船印象。”许路说。重新拾回开一
艘中国帆船航向世界梦想，许路的第
一站回到诏
安 做 田 野
调查，向父
辈的船员
朋友和造
船 师 傅
朋 友 采
集 口 述
历史资
料 ，重
新 勾
勒 出
诏安

帆船的船型模样。
许路介绍，东山造船师傅小组参

与了明清赶缯战船复原研究和设计，
海澄郑氏造船家族承担赶缯战船复原
实验船太平公主号的涂装，诏安林厝
造船师傅承担了太平公主号在厦门和
香港的三次改造，云霄金华兴号的汤
裕权船长和水手阿才出任太平公主号
的执行船长和专业船员……这些印证
了明代古籍里屡屡出现的“漳人善驾
舟”的说法。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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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想而坚持的故事

▶探秘悬钟古城，来一场古与
今的对话。 本报记者 闫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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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处福建南端的诏安，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长

寿之乡”“中国青梅之乡”“中国海峡硒都”，也是著名的侨乡
和台胞祖籍地。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包容与开放的传统，领略
绵绵不绝的文脉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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