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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一座古城的
这里不仅有圆瑛文化、陈靖姑文化，还有特色菌菇、水果产业，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古田溪水电站的建成给古田带来了意外的“收获”。“食用菌产业的
发展，据说最初也是因水库移民图谋生计，‘靠水吃水’，在被水淹过的
木材中尝试种菌菇而发展起来的。”当地人告诉记者。

古田气候温暖湿润，自古便有种植香菇的传统。而今，作为闻名世
界的“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并
不断改革种植方式、改进生产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县域工厂化”的
古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20世纪70年代首创食用菌袋栽培技术，20世纪80年代创新银耳棉
籽壳代料栽培技术，20世纪 90年代实现黑木耳南方栽培……古田县食
用菌栽培技术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创新发展，如今已形成包括原辅料
销售、菌种供应、菌包生产、产品烘干初加工、产品运输贮存销售在内的
较为完备的食用菌产业链条。在此基础上，当地食用菌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逐渐成为古田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据统计，目前古田县 70%的劳动力从事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
70%的农业总产值来自食用菌产业。2022年全县共栽培各类食用菌 14
亿多袋，产值 62亿元，全产业链总产值 235亿元。银耳鲜品产量达 38.5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0%以上，可以说既“兴县”也“富民”。

“除了菌菇，我们还有甘甜的水果和美好的风景。”在古田县利洋
村，一树一树的澄黄柿子装点着艳阳下初秋的山坡。“这是我们这里最
有名的炮弹柿。”一户柿农递给记者一瓣切好的柿子，与我们印象中柿
子的软糯绵甜不同，古田的炮弹柿澄黄脆甜，嚼在口中汁水迸发，清甜
爽口。农户介绍说，不少水果会走线上电商平台，消费者轻点鼠标即可
享有，而村中也有不少挂着福州牌照的大货车前来收购。除了柿子，李
子、桃子、脐橙等甘美水果也在不同的季节里装点着古田的美丽乡村。

在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方面，古田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跨界融合正风生水起。一方面，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的古田旅游资源丰富，不仅是闻名世界的“中国食用菌之
都”，更拥有福建最大的淡水湖翠屏湖以及风景宜人的高岗草场、白溪
草场等。另一方面，以本次“圆瑛法师与宗教中国化论坛”活动作为新
的起点，古田县希望结合端上村圆瑛故里、极乐寺、天宫岭书画展等基
础资源，持续挖掘圆瑛文化内涵、加大文化弘扬。文旅相结合，讲好古
田故事，以更加精准、有力度、富实效的政策举措，推动文旅经济深度融
合发展。

将底蕴深厚的圆瑛文化、陈靖姑文化与优美风景、特色菌菇及甘美
水果相结合，打造出一个人们梦想中的“素食之都”，描绘更具特色与活
力的“诗和远方”——这是古田对文旅经济的美好期待！

古田县因何能走出圆瑛法师这样的爱国高僧？
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的古田县，至今已

有 1282年历史，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也是闽东第一侨乡。
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孕育了众多名人志士，不仅有
中国佛教界领袖圆瑛法师，有妇幼保护女神陈靖姑，还走
出了著名文学家张以宁、戍台名将甘国宝、治台平乱名士
曾光斗、人类学民族学泰斗林耀华、医学寄生虫学家陈心
陶……他们源自古田，贡献于中国乃至世界，是古田的骄
傲。

重视保护爱国人物、深入发掘爱国文化、培养爱国文
化基因，古田一直走在爱国文化传承的前列。一直以来，
古田坚持传承圆瑛文化，擦亮“圆瑛故里”的文化名片，深
度挖掘圆瑛文化背后的爱国故事，并将这一爱国文化基
因刻入城市肌理。

对于古田人民来说，爱国，不仅表现在对爱国文化的
研究保护、对爱国精神的传承上，更表现于群体的精神，
与生活的日常之中。

来到古田的游客，无不沉醉于翠屏湖峰峦如聚、碧波
如镜的如画美景。但若无本地人说起，游客不一定知道，
这个水域面积达37.1平方公里、蓄水量6.41亿立方米的福
建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下，淹没着一整座古田旧城。

1957年，国家“一五”规划建设古田溪大型水电站，围
湖蓄水。这个决定意味着要淹没整座城垣以及周围。
1958年建设古田溪水电站、1988年建设水口水电站，古田
县两次移民共 6.3万多人，淹没土地 8万多亩。其中淹没
最肥沃、耕作条件最好的耕地 3.74万亩。为此，8019户 4
万多名乡亲带着不舍，怀着乡愁，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
家园。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是福建省最大水库的建
成。1974年古田溪水电站落成后，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座

“地下水力发电站”。这里产生的丰富电能，输送到福州、
南平、三明、永安等 10多个城市，福泽八闽大地无数苍
生。古田移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这是怎样的“舍小家
为大家”的群体爱国精神！

作为“闽东第一侨乡”的古田县，素有“十口在内、十
口在外”之称，分布在43个国家和地区的33.6万海外乡亲
也常怀着爱乡之情。他们在海外发展，吃苦耐劳，又积极
反哺祖国，回馈家乡父老。如古田籍归国华侨、著名医学
寄生虫学家陈心陶，谢绝了美国知名大学的聘请和挽留，
毅然回国。从 1950年起，陈心陶在血吸虫病防治一线工
作了20余年，为中国血吸虫区系分类奠定了基础，为防治
血吸虫病和恙虫病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一大批
寄生虫学人才。

而今，无数默默无闻的古田人，依然将爱国奉献落实
在日常生活的大事小情中。在古田县的大街小巷时常可
以看到“志愿红”“环卫橙”“执法蓝”的身影。白天，他们
穿梭于大街小巷共建和美家园；华灯初上，他们披星戴月
仍活跃在一线，为激发治理活力、擦亮文明底色、提升城
市“颜值”默默奉献着。

宣扬人类和平共处的理念是圆瑛法师一生的追求。1907年至 1948年间，他的
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日本、朝鲜
等国家，为促进中国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凡抱爱群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但得佛教慈悲之
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圆瑛法师于新加坡工商学校《佛
法之精神》演讲中的这段话，深刻表明了他以和平运动为佛事的热诚信念。通过关
心社会、关注民生，圆瑛法师倾注了他一腔热切的和平情怀。

1923年圆瑛法师首次入台，用弘扬佛法、关爱民生的慈悲夙愿，努力推动大陆
与台湾的交流，到今年恰满百年。

借着“圆瑛法师与宗教中国化论坛”活动举办的契机，古田也希望搭建起开放
包容、融合发展的交流平台，以加强两岸交流，推进海峡两岸和谐共融，同胞心灵契
合。

两岸共通的文化除了圆瑛文化，还有陈靖姑信俗文化等。古田县此前还曾成
功举办多届海峡论坛·陈靖姑文化节，引领两岸民众共襄盛举；携手台湾建筑师团
队助力圆瑛故里端上村乡村振兴；举办“圆瑛杯”书画展，古田期待继承法师和平信
念，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增进两岸同胞情谊。古田县台港澳办相关负责人说：“除了
积极推进文化交流，古田县还推出了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高效服务台企。未来还
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招商引资。期待能够继续加强对台交流，深化经贸合
作，让两岸同胞合作更加密切、交流更加热络、亲情更加紧密。”

圆瑛法师心系国家与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泽被家乡古田。20世纪30年代，
古田县始建于唐的千年古刹极乐寺毁于战火，圆瑛法师募缘重建。在他的帮助下，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令古田县长完成扫尾工程。林森为新建造的山门题写

“极乐寺”，而与之呼应的寺门对联“得到此中真极乐，不知何处是西天”，则是圆瑛
法师撰联并书写。20世纪40年代，圆瑛法师亲自住持极乐寺，使之中兴。如今极乐
寺还保存着圆瑛法师从缅甸带回的玉石卧佛一尊。2017年，极乐寺建筑群新添了
一座楞严书院，与圆瑛法师纪念堂毗邻。这是首个以研究“圆瑛文化”为主题的公
益性书院，面向社会开放，兼授禅修、书法、品茗、古琴、香道、素食等，举办周末公益
讲堂，成为集多种传统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心灵家园。

圆瑛法师曾教导弟子：“应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代并进。”作为老一辈宗教界爱
国人士，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大背景中，圆瑛法师积极践行大爱精神，为维护国
家和谐稳定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古田县继承圆瑛法师的文化精神，积极响应国
家相关政策，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促进宗教文化交流、支持学术研究和助力公益
事业等方面不断赋能。

在本次论坛活动期间，古田县积极邀请专家学者开展深度研讨，并对新时代两
岸文化交流互鉴的新方向进行深入分析，对圆瑛爱国精神的传承发扬、宗教中国化
的发展创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及切实可行的建议，宣传了圆瑛文化正能量。

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广阔的碧山秀水间，是风景秀
丽的端上村。1878年，圆瑛法师就出生于此。他5岁时父
母双亡，由叔父吴元吉收养成人，17岁考取秀才，被称为

“天才”的少年却有感于清廷腐败，抱持着“丈夫自有冲天
志，欲学如来救世方”的志向，毅然选择了出家济世。

1896 年，他于鼓山涌泉寺出家，法号宏悟，取字圆
瑛。此后，他又前往被誉为南方第一丛林的雪峰崇圣寺，
跟从同在古田平湖镇出家的高僧达本和尚。在这之后，为
了精进研修，他又先后前往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等
地。他历任宁波天童寺、福建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
海寺、林阳寺、古田极乐寺、泉州大开元寺，以及马来西亚
槟城极乐寺等名刹方丈。

圆瑛法师认为，“佛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
启示世人要积极行动解除苦难。1929年，圆瑛大师在福
州作《国民应尽天职》的讲演，他说：“天职者，天然之职任
也。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
人之天职，无有一人，不负这种责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上海“八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圆瑛法师积极投入抗战救国的行列，号召
苏沪地区的僧侣青年，组织僧侣奔赴前线，参加战地救护
工作。

救护队以卡车运载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
收容所及医院中。淞沪抗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抢
救出来300多名伤兵，但各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收治，圆瑛
法师又决定成立佛教医院，聘请医护人员募集医疗器材设
备和药品等。上海沦陷后，申城已是一片废墟，尸横遍野。
圆瑛法师发起成立掩埋队，将遇难者遗体一具一具送到郊
外掩埋，前后三个多月，总计掩埋遗体一万多具。法师曾撰
对联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1937年 10月，圆瑛法师率救护队转至南京。鉴于救
护经费紧张，他决定前往南洋募捐，在马来西亚、印尼、菲
律宾等地发动侨胞踊跃捐助。1938年 9月，他再下南洋，
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动”，此次募捐活动收到了“滚雪球”
般的效果，所得善款立即汇往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
支援国内抗日斗争。

1939年 8月，圆瑛法师回到上海。日本人得知后，登
门游说他出任所谓的“中日佛教会”会长，被法师严词拒
绝。10月 19日，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包围了法师所在的
寺院，以抗日的“罪名”将法师逮捕。法师临危不惧，摄心
入静，一心念佛，且行绝食抗议。宪兵无奈，迫于法师声望
与社会舆论，只得释放了他。

法师坚贞不屈，坚持了民族气节，受到各方的钦仰；他
以一文弱之身，抗强敌之勇气让众人折服。新中国成立
后，他又团结全国佛教界积极拥护新中国，号召信徒们参
加祖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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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爱国高僧、中国佛教协会首任
会长圆瑛法师诞辰145周年暨圆寂70周年。2023年9月
25日至27日，“圆瑛法师与宗教中国化论坛”活动在古田
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以及圆瑛文化
爱好者齐聚福建古田，共同缅怀圆瑛法师弘法利他、爱国
爱教的一生。海都记者也一同走进“圆瑛故里”宁德市古
田县，感受这里的风光物产和底蕴深厚的人文情怀。

“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

“英雄之城”的爱国“基因” 挖掘文化内涵 打造古田特色的“诗和远方”

圆瑛法师留下的精神财富
碧波如镜的翠屏湖，湖底淹没着一整座千年古县城

始建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千年古刹古田极乐寺，曾由圆瑛大师募缘重建

圆瑛法师为故乡建造的小学，现已成为“圆瑛法师纪念堂”

雾气氤氲的菇棚中，一排排银耳鲜嫩可人

炮弹柿悬挂枝头

加工后的柿子经太阳暴晒后，澄黄香甜

圆瑛法师的故乡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至今仍精心保
护着他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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