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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我杜撰的”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里的摩尼光佛石刻造
像独一无二，为摩尼教这一古老宗教提供了复原
的独特依据。

据史料记载，摩尼教在我国旧称“明教”，其
教义是杂糅佛教、基督教、祆教而成，公元3世纪
中叶在波斯创立，唐代中前期传入中国。到明初，
朱元璋嫌其教名上逼国号，遂驱逐信徒、毁坏寺
院，摩尼教逐渐被其他宗教所融合。泉州草庵摩
尼教寺成为仅存的珍贵史迹。

记者到时正是初冬，闽中晴空下，气候宜人，
北风阵阵，却比北方的凛冽要温柔许多。眼前是
红砖和石头相间的“金包银”古厝，漫步在绿地和
古榕树间，触摸那一处处浮雕、石刻，感受历经岁
月洗礼的曲折沧桑，回想刺桐城 （古泉州） 过
去的古老故事。

上世纪 70年代末，草庵附近出土了一块标
有“明教会”的黑釉碗和 60 多块刻有“明”

“教”“会”等字样的残瓷片，一夜轰动世人。
许多人对明教并不陌生，是从金庸作品中得到
的科普。《倚天屠龙记》中曾多次提到明教，但
很多人以为是小说家云而已，真实历史中是不
存在的。

听闻泉州有摩尼光佛，2004 年金庸特地来
访，站在光佛石像面前凝视许久，连连说道，明
教存在有史迹的印证，“绝不是我杜撰的”。虽然
草庵摩尼教本无偶像崇拜，但是在 9世纪传入泉
州后，与民间信仰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造
像艺术。如今，造像成了昔日余韵的确证。

中世纪的“不夜城”

正是源于摩尼光佛石刻造像，草庵才真正
有名起来。

庵东边立有一块签名石碑，上面记述了草
庵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1991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
团参观了草庵。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多名历史
学家、考古学家和新闻记者看到庙里的摩尼光
佛大为兴奋，当即鉴定这里是世界上现存的最
完整摩尼教遗址，为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
成为泉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有力实
证。

忆古昔，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凭借季风、
洋流。秋冬之际，泉州当地多吹北风，满载着
中国陶瓷、丝绸和茶叶的船只，从刺桐港驶
出，沿着马六甲一直到地中海和西欧。第二年
的春夏之际，借助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风，欧
非和东南亚的商船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港。来来
回回，东西方的交流如涓涓细流，长久不歇。700
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泉州，他在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
口，胡椒进口量乃百倍于亚历山大港。”

昔日中西交流的繁华胜景依旧历历在目
——

“人群中，不但有土生土长、操着本地口音的
泉州人，还有身材高大、头发金黄、高鼻深目的外
国人。这些外国人中，有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
英国人、犹太人……在这座城里，他们有自己的
客栈和仓库，与本地居民和平相处。”这是南宋年
间一个叫雅各的意大利商人在他的游记《光明之
城》里记录的景象。

咸淳七年（1271年）8月，意大利东部沿海城
市的犹太人雅各，来到当时世界最繁茂的港口城
市刺桐城。他赞叹怀念自己在泉州度过的日子，
用古意大利文写下了《光明之城》手稿。雅各写
道：“因为街上有如此众多的油灯和火把，到了晚
上这个城市被映照得特别灿烂，在很远的地方都
能看得到它。人们称这座城市为光明之城。”《光
明之城》对南宋末年泉州海外交通发达、社会经
济繁荣和泉州的文化、宗教、民俗作了真实的记
录。

多元化才“生意满”

“光明之城”的称谓，跟明教的圣火崇拜有异
曲同工之妙。这里是中世纪的不夜城，也是当之
无愧的“世界宗教博物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带来迥异的建筑、器物与文明，使得泉州成为吸
纳海外文化和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门户，
这当中，宗教文化尤为显著。

不仅是草庵摩尼教遗址，在这里，全世界的
宗教你都能觅得踪迹。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
教、天主教、印度教……因为与“海上丝绸之路”
相伴随的，是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多
文化在泉州广泛传播，并与中原文化、古闽越文
化交汇融合。

从雅各、马可·波罗、拘那罗陀、亦黑迷失，到
郑和、李贽……千百年来，当年的刺桐城就像一
个世界大舞台，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演绎着泉
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美丽邂逅。

外国人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技术，也带来了
不同的思想。明代思想家李贽一生旗帜鲜明反对
封建传统，提倡个性解放，就跟泉州开放、多元、
包容的氛围息息相关。另据李贽《续焚书》自述，
他曾数次与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会面，成就了
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如今还有人信仰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吗？答
案是，在泉州已经凤毛麟角了。

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就曾先后在草庵住过两
段较长的时间，还在庵里留下了“草藉不除，便觉
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的对
子。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摩尼草庵已经“入乡随
俗”，吸收了本土佛教、道教的内容，融汇了当地
的民间信仰。每逢节日，不少信众都来此烧香、
祈福。草庵俨然成了泉州多元包容文化的典型
代表，完美印证了“草藉不除，便觉眼前生意
满”的喻意。

泉州草庵与“海丝”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任成琦文/图

行走在泉州，一不留神你就会跟历史撞个满怀。
且不说“佛国名传久”的开元寺，“威镇海邦”的崇武古城，满目宋元孑遗的涂

门街，单是晋江华表山南麓中的草庵，就够说一阵子的。

草庵外景，掩映在绿树草丛之间

草庵附近有宗教意蕴的“心”字石刻草庵附近有宗教意蕴的“心”字石刻

“海上丝绸之路”专家团成员签名石碑

闽台教育交流合作越来越
热 络 。 近 日 ， 福 建 省 宣 布 在
2015年已经引进132名台湾优秀
师资的基础上，2016 年继续引
进约200余名台湾全职教师。这
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不仅能让
台湾教师获得更大的舞台，也
将给大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早在“十二五”期间，引进台
湾师资就是闽台教育交流的一
个重点。2015 年，福建全省 69 所
高校与台湾百余所高校签署了
500 多份合作交流协议，名气最
响的厦门大学走在前沿，已经引
进了30多名台湾全职教师。

引进台湾全职教师对福建
的高校教育水平发展来说，有
很大好处。首先，在工业机器
人、集成电路、光电、工业设
计等几大类专业上，台湾走在
大陆前头，师资力量也有明显
优势，引进台湾老师就是一条
捷径，能帮助福建更快地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其次，因为受
开放式教学环境的熏陶，台湾
老师的教学方式方法更现代，
有利于激发出大陆学生的独立学习研究能力。再次，
台湾老师中很多都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现代职
业教育方面正好可以大展拳脚。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台湾教师的加盟，也激活了
闽台教育交流合作，让更多“牵手”成为可能。

在合作办学方面，台湾有鲜明行业特征的高校、
相关商会、行业、企业等与福建高校联办2至3所应用
技术类大学成为可能。去年4月，厦门理工学院与台湾中
华大学、台企冠捷科技集团摸索出的“校校企”（即福建
高校、台湾高校、台资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一个
有益探索。闽台高校还试点举办了2个二级学院，未来，
福建还将融合两岸之力，在平潭筹办高水平大学。

在师资教育方面，福建正筹备联合台湾高水平院
校，分别在两岸设立4个“闽台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每年
选派1000名骨干教师参加培训，提高整个福建高校师资
队伍的水平。

福建省高校“引进来”的热情高，台湾教师“走
出去”的热情也高。因少子化加上过去普设大学，导
致台湾的大学目前普遍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大学教
师的待遇也因此受到影响。此时福建高校再向台湾教
师抛出橄榄枝，于是，这群台湾无处“消化”的高级
人才，就在校园中掀起一股西进任教的风潮。

同时，闽台教育政策不断完善也保证了台湾老师
在福建教学、生活的权益。成为大陆“985”高校体制
内首个台籍编制内的教师——厦门大学的陈经超就曾
说过：“我的缘分在这边。来到大陆之后，我的生活越
来越好，路越走越宽广了。”

2016 年，福建还有望制定相关政策，从职称评
定、岗位职数、证书认定等方面为台湾同胞在福建从
事教育合作活动创造更多便利。届时，台湾教师来福
建发展，就更加容易“说走就走”、“落地生根”了。

海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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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清边防大队近日在江阴
自贸区下石警务综合平台举办“110 宣
传”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福清下石小
学的50多名小学生到“110指挥中心”等
地参观，让小学生们现场零距离感受

“110”接处警工作，提高处置和防范危
险的意识。 张 杰摄

▶1 月 12 日，福州边检站组织一
线执勤官兵参观连江可门电厂廉政教
育基地，认真聆听了讲解员对“崇
廉、明廉、敬廉”等方面内容的介
绍，使官兵牢固树立了“以廉为荣，
以贪为耻”的价值观。

罗 宏摄

据中新社福州电 （记者 龙敏）
“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分工。”正
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两会上，福建省
民进专职副主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郑家建认为，福建各地应将有
特色的朱子文化纳入到自身城乡文化
建设中，推动加强朱子文化遗存的保
护利用和宣传工作，使朱子文化优秀

内容全面得以传播。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

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近年来，
福建官方正致力于弘扬以朱子文化为
核心的闽派文化。

民进福建省委在调研中的发现，
伴随着朱子文化复兴，福建各地呈现
出各自为政，争相哄抢“朱子文化”
的局面。

记者梳理发现，福建多地已规划
投入重金打造朱子文化相关产业。其
中，作为朱子出生地的三明市尤溪
县，投资3亿元人民币致力于建设占
地 4.4万平方米的朱子文化园；南平
市建阳区是朱子墓地所在地，投资10
亿元建设占地 8000 亩的朱子文化旅
游度假区等；朱熹学习生活50多年的
武夷山五夫镇，则规划建设成为弘扬、
交流、体验朱子文化的第一重镇。

民进福建省委在调研后提出建
议，要改变长期以来将朱子文化看作
只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思维。福建省委

宣传部原副部长、福建省政协委员马
照南建议，根据朱熹在福建的理学足
迹，政和、尤溪、建瓯、武夷山、建
阳、延平、福州、厦门同安、泉州、
漳州、宁德等，策划开发覆盖福建全
省“朱子理学寻踪游”等活动。

郑家建则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加
强省内城市合作，也要联合省外有关
地市。他说，朱子在江西、湖南、浙
江等地都留有足迹，如其祖籍地婺
源、开风气之先的朱张“会讲”之地
岳麓书院、完成其理学思想转变的白
鹿洞书院等，都是朱子文化遗存不可
或缺的部分。

2015 年开通的合福高铁，途经
福建武夷山、建阳、安徽黄山、江西
婺源多个朱子文化要地，正串联起一
条“朱子之路”。郑家建举例说，目
前，武夷山到婺源的时间不到半个小
时，这意味着两地联合起来推广朱子
文化的时机已经到来。

正是看好“朱子之路”，福建省
旅游局已先行探路。2015 年，该局
邀请了200名欧美知名旅行商莅临武
夷山开展“朱子之路再出发”武夷新
发现活动，探访丝路茶路传奇，打造
朱子文化旅游黄金线路。

弘扬朱子文化亟须打破地域思维

本报电（李永贵） 福建省旅游局
近日表示，十三五期间，该局将进一
步加大旅游“精准扶贫”力度，大力
实施“511 ”发展战略：争取再扶持
50 个省内建档立卡的贫困村通过发
展旅游脱贫致富。力争到 2020 年
底，帮助 10 万名贫困村群众脱贫致
富，实现每个试点村乡村旅游年经营
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福建省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采取增加旅游
扶贫资金、开展扶贫村旅游产业培训
辅导、加大旅游扶贫村市场促销力度、
积极培育旅游扶贫创客基地、认真开
展统计监测等措施推进帮扶力度。

据悉，2015 年以来，福建省旅
游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省委领
导关于 “精准扶贫”的批示指示精

神和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扶贫工作
的一系列部署要求，通过采取八大有
力措施，积极推动全省旅游“精准扶
贫”工作。

2015年1月，该局联合省扶贫办
向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旅游局推荐上
报 58 个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5 月
底，得到批复同意将其中 52 个村列
入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名单。为了帮
助 52 个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的旅游
规划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省局积极
争取国家旅游局、福建省财政厅拨付
专项补助资金累计达700万元。

福建加大旅游精准扶贫
到2020年底助10万名群众脱贫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福建边防边检:

朱熹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