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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原画风——河南省优秀美术
作品福建展”在福州画院展出。展出作品
150余件，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
彩粉画、漆画等多个画种，集中展现了中原
人民包容宽厚、大气淳朴的内在品格，艰苦
奋斗、负重前行的实干精神和敢闯新路、奋
勇争先的进取意识；也展现了中原地区浓
郁厚重的地域风情、优雅静美的自然景观
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画展将展出至
10月30日，展览期间向公众开放。

（刘露）

10 月 26 日，在福州文庙大殿前，闽
都儒家拳传承人、福州市传统武术协会
会长潘立腾，带着他的三个学生在手机
屏幕前练起了儒家拳。屏幕另一端，是
远在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的一所国
际学校的数十名小学生，他们也跟着一
起练拳。

今年年初，由塞浦路斯华人之家协
会牵线，在当地的帕福斯国际学校里师
生开始了儒家拳的学习。“由于疫情防
控，我不便到塞浦路斯，通过视频的方式
教这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到现在学了
快一年，他们很喜欢儒家拳。”潘立腾说，
儒家拳是福州本土拳种，属于南拳的一
支，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2017 年 1 月，
儒家拳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

今年是中塞建交五十周年。塞浦路斯
华人之家协会在中塞两国大使馆的支持
下，拍摄一部《中塞建交 50周年》纪录片。
当天在文庙内的这场视频连线，正是为了
这部纪录片拍摄素材。“届时，福州儒家拳
也将出现在这部纪录片中，成为两国友谊
的特殊见证。”塞浦路斯华人之家协会秘书
长刘雅兰告诉记者。

（刘露 马俊杰 文/图）

村民意外发现
共经历十次考古发掘

如今的昙石山遗址面积 2万多平方米，其考
古发掘从 1954 年延续至 2009 年，共经历了十
次。遗址中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牡蛎
器等数千件文物，是迄今为止福建省发掘面积最
大、积累资料最丰富、开展研究项目最多的一处
考古发现。而这里被人们了解，源于一次意外的
发现。

1954 年 1 月 7 日，闽侯县恒心乡（今甘蔗街
道）昙石村村民，在村子周围修筑闽江防洪堤坝
时，意外挖出了一些样式奇特的陶瓦罐、石器和
大量贝壳等。经持续考古发掘及研究，专家们推
测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大约有 5500 至
4000年历史。

1996 年，昙石山遗址进行了第八次考古发
掘，这一次发掘成为昙石山遗址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一次，所获考古资料也最丰富，出土了陶器、石
器、骨器、贝器、玉饰等遗物，其中完整或可复原
的陶器有 500 件。昙石山博物馆在此次发掘的
遗址上方建设了“遗址厅”。

2009年，在对遗址厅进行改建过程中，又发
现了几枚彩陶碎片。随即，考古工作人员对现场
进行了保护性发掘，这也是对该遗址的最后一次
发掘。

“那些彩陶罐刚出土的时候，色彩鲜艳，非常
漂亮。”参与了这次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朱燕英
告诉记者，在第十次发掘过程中，他们在一处墓
葬内发现了三十多件陶制器皿，是昙石山所发现
的墓坑中，出土随葬品最多的一次。

如今市民们在扩建后的遗址厅内，透过玻璃
地板和围栏，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墓坑出土时的
样子，甚至可以看到属于不同时期的岩土层，一
窥5000多年来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福建人爱喝汤”
从这里可见一斑

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有为告诉记者，
昙石山遗址是典型的海洋性贝丘遗址，在该遗址
内，发现大量贝壳制作的器具、装饰品，以及带有
贝壳纹饰的陶器。

在昙石山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陶釜，大小
形状各异。工作人员介绍，其中大口、圆底的陶
制器具是一种炊煮器，用来炖、煮食物等。当时
的昙石山人生活在海洋与河流的交汇处，他们已
学会利用渔网进行浅水捕捞，获取食物，并将捕
捞的鱼、虾、牡蛎、花蛤、海螺等放进陶釜煮，吃剩
的壳被他们用来制作各种贝壳器具。

昙石山人就地取材，利用牡蛎壳制作了各种
生产工具。这些贝器有铲、刀、凿以及锛型器四
种类型，其中又以贝铲、贝刀占绝大多数。据介
绍，虽然福建沿海地区的贝器早在距今 6000 多
年的壳丘头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但数量很少，只
有在昙石山文化时期贝器的使用才达到繁荣。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昙石山人这种向河
海“讨食”和爱喝汤的饮食特异性，在陶釜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这也是昙石山文化区别于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同时代文化遗存的显著特征之一，
代表了鲜明的海洋性地方特色。

赏“中原画风”

福州严氏后人
纪念严复逝世100周年

N海都记者 刘露/文
宋晖/图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三
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国家
文物局公布了“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福建闽侯昙石山
遗址成为我省唯一一个入
选的考古发现。不少市民
疑惑，昙石山究竟有何神秘
之处，能入选这个“百大”名
单？近日，海都记者来到位
于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村
的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
馆，一探五千年前福建海洋
文明的起源，了解文物背后
隐藏的故事和传说。

南岛语族起源地
从这向海洋迁徙
副馆长王有为介绍，昙石山

文物的文化特征与我国台湾地区
的凤鼻头文化等内涵相似、年代
相近，某些文化因素甚至和南岛
语族所在的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很
多国家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有着
诸多渊源和联系。这一观点得到
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支持。

2010年7月，由法属波利尼西
亚独木舟协会发起的“寻根之路”
活动，从波利尼西亚的大溪地正
式启航，而终点则是中国福建。
六名勇敢的波利尼西亚船员，驾
驶一艘复原建造的传统风帆浮架
独木舟，沿着五千年前他们祖先
曾走过的路，“回归”他们的起源
地。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漂流，
2010年 11月，六位勇士在福州马
尾港靠岸。

昙石山作为福建海洋文明开
始的地方，也被认为是南岛语族
的起源地之一，因此成为这次寻
根之旅的终点。六位来自大洋洲
的独木舟勇士，在这里参观了昙
石山遗址，了解南岛语族在这里
的文化起源，找到了他们的“根
源”。

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
的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语
系，据统计，南岛语系包括 1000~
1200 种语言，人口约有 2.7 亿，是
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之
一。近年来，国际考古学界已有
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表明：福建沿
海是南岛语族离开大陆的最后栖
息地。福建是分布在南太平洋、
印度洋诸多岛屿上南岛语族的原
乡。福建史前先民就是国际学术
界所说的“南岛语族”或“原南岛
语族”的祖先。

今年 10 月 27 日是严复先生逝世 100
周年纪念日，当日，严复第三代外侄孙陈浩
然先生和妻子田冬梅邀请来福州严氏宗
亲、文史学者、诗文好友办了一场小规模的
纪念活动。

陈老告诉海都记者，小时候母亲就常
和他提起严复，也带他去严复墓祭扫：“那
时我看母亲很难过，但我却不知这位先辈
有多么了不起。此后，母亲参与创办了福
州严复研究会。福州阳岐严复故居修复
后，母亲 90多高龄还义务为福州学生讲述
严复事迹。母亲在暮年时和我提了她的心
愿：‘你要多为严复做点事！’这次办纪念活
动也算了了我和母亲的约定。母亲的名字
叫严珉。”

（宋晖 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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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儒家拳传承人潘立腾带着孩子练习儒家拳

1954年昙石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照

昙石山遗址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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