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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仙游留下
了许多抗倭战争遗迹，如
位于鲤城镇柳坑的虎啸
潭、洪桥的十八战，以及城
东镇龙泉村的九战尾等，
抗倭英雄故事流传至今。

明嘉靖年间 (1522—
1566 年)，倭
寇 数 次 大 举
袭 扰 莆 仙 沿
海一带，在当
地 造 成 了 极
大 危 害 。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 公 元 1563
年）十一月初
七，1 万多名
倭寇乘 68 艘

船只，趁海潮上涨时从莆
田东沙登岸，其中 4000多
名倭寇一路烧杀淫掠，直
扑仙游城下。因城内早已
做好御倭准备，倭寇一时
攻不下城池，就在城外四
周安营扎寨，将仙游县城
团团围住。戚继光的前锋
童子明带领 300多名战士
抵达仙游南门。随后，戚
继光率大队人马从东、南
两路杀到，直捣敌人营寨，
救出被俘的群众 3000 多
人。

仙游县博物馆茅馆长
介绍，在这次守城大战中，
虎蹲炮等武器发挥了重大
作用，令倭寇闻风丧胆。

工地施工 惊现戚家军“虎蹲炮”
这是莆田首次发现明代抗倭火炮，见证了那段英勇的历史

近日，在仙游县鲤城街道南桥社区，工人进行污水管网改造施工挖土时，发现了一个
锈迹斑斑的老物件，家住附近的市民叶慧星立即通知了文物部门。经专家鉴定，此为明代
戚继光抗倭时使用的武器“虎蹲炮”。据悉，这是莆田首次发现的明代抗倭火炮。

N海都记者
黄义伟 文/图

“戚继光抗倭时使用的火
炮，种类很多，虎蹲炮是其中的
一种，此次发现的虎蹲炮是不
完整的，没有炮架。”仙游县博
物馆馆长茅玉香告诉记者，为
了便于射击，戚家军会把炮摆
成一个固定的姿势，很像猛虎
蹲坐的样子，故得名，因此完整
的虎蹲炮，应该还附有一个帮
助炮身固定的炮架。但由于
周边民房林立，沟壑纵横，没有
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经测量，此次发现的虎

蹲炮，仅有炮身，长 50厘米，
炮口外径 13厘米，内径 6厘
米，炮身有 5道炮箍，离炮底
6.5 厘米处有一个点火的火
门，火门长 4 厘米，宽 1.3 厘
米，是点火的位置。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
绍，这尊炮有 50 斤，如果连
炮架的话大概 70斤，一两个
人合力就可以使用，比较轻
巧便捷，适合步兵肩扛携带，
在田里、草丛、山林甚至水
里，都可以发炮打击敌人。

炮身重50斤 可在田间水里隐蔽发射

仙游守城之战
“虎蹲炮”令倭寇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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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整场晚会分成 4
个章节，以“福”字贯穿。

从两年前开始，“古泉
州（刺桐）史迹”项目就在申
报世界遗产。在本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

目将接受审议。
谢南透露，开幕式中有

特设的“泉州 8分钟”环节，
“惠安女”等泉州符号也会
呈现。

谢南说，世遗大会的开
幕式演出只有35分钟，相对

紧凑，在有限的时间里，演
职人员要体现自身的艺术，
还要让观众感受到东道主
的期待和热情。他们从
2020年1月1日就开始筹备
此次晚会，表演时长从原先
的 50分钟浓缩至 35分钟。

“整个演出将有超过 500名
演职人员，其中表演者大都
是来自艺校以及专业的歌
舞团队。”谢南导演表示，16
日晚，他和所有演职人员将
用一幅绚烂的画卷，让世界
了解福建、了解中国。

“35分钟画卷 让世界了解福文化”
海都记者专访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开幕式总导演谢南，探访演出的福建元素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福州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茉莉花”淡
紫色的夜景灯光与深蓝色的天
空交相辉映。

7月16日晚7点55分到8点
30分，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
这座现代时尚的建筑上，因为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开幕演出将
在这里举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的网友，能在网络上看到开幕式
的直播。7月14日，海都记者独
家专访了开幕式总导演谢南，揭
秘35分钟的“福”文化之旅。

这几天晚上，不少市民
驱车前往福州三江口，在

“茉莉花”——海峡文化艺
术中心欣赏落日和晚霞的
同时，也能感受这里柔美的
夜景灯光。

五瓣“茉莉花”建筑的
外墙，呈现出淡紫色的灯光

幕墙效果，镂空的世遗大会
会徽，也融入到幕墙中，预
示着大会临近。

谢南导演告诉记者，开
幕式在中心的茉莉花剧院
上演，从本月初开始，演职
人员就进行了多场彩排。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指挥

演出，上一次是指导《茉莉》
音乐剧。这一次的演出，同
样会有茉莉花元素。”谢南
导演说，演出时间不长，为
了能让各国的观众了解福
文化，他不希望用字幕去分
散观众的注意力，而是用音
乐、舞蹈等“国际语言”，让

不同国家的观众感受福建
的文化特色。

“我们会用软木雕、油
纸伞、茉莉花、马鞍墙、杂技
这些福州元素，也会在背景
中融入中国的亭台楼阁，切
中晚会‘福迎八方’的主
题。”

福建元素融入音乐舞蹈

8分钟展示古泉州符号

距离开幕式倒计时1 天

海都讯（记者 刘露）
年龄 10 岁，性格阳光，会
捕鱼，会狩猎，还养着一只
可爱的小狗……这一切你
能与距今数千年的福州闽
族先人联系在一起吗？近
日，位于福州闽侯的昙石
山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与福
州首邑文化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联合打造了昙石山原
始人 IP形象。此次发布的
两个 IP形象包括一个小男
孩“喜昙”和一只小狗“淘
气”，其设计灵感及采用元素
均来自于昙石山遗址中出土
的文物。今后，市民们将在
昙石山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见
到“活起来”的原始人家族
IP，并能与之亲密接触。

昙石山遗址距今约
5500 年至 4300 年。福建
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副馆
长王有为介绍，从昙石山
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骨角
器、贝器等物件可以推断，
距今 5000多年前，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已经会种植水
稻，日常以狩猎、打鱼为

生。从出土的大量陶器及
贝壳等可以推断，当时的
人们已经会使用陶釜炖煮
海鲜、河鲜等，说明福建人
喝汤的习俗由来已久。而
且当时的人们还会使用贝
壳、海螺等作为项链、吊坠
等装饰品。

福州首邑文化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柄
强表示，希望借由更加年
轻时尚的 IP形象，让更多
的人认识了解昙石山悠久
的历史文化。

此外，昙石山特色历
史文化街区也将借此打造
为福州首个自有 IP 形象
的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并
将在街区内举办线下揭幕
活动。

IP形象让闽族先人“活”起来
昙石山打造福州首个自有 IP

形象的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N海都记者 石磊磊 包华
见习记者 陈琦 文/图

开幕式晚会总导演谢南 晚会现场架设了不少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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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里发现的虎蹲炮炮身重达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