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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福建泉州侨乡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0156117387W）不慎遗失圆

形木质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诏安县深桥埔上果树协会不慎遗

失圆形牛角公章一枚，印章编码：

3506240000600，现声明该公章作废。

泉州台商投资区如初餐饮店（社会信

用代码：92350521MABUU0921N)不
慎遗失泉州市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

会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8月17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

证编号：JY23505400067341声明作废。

福建元丰招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3MA2XPJUJ5B）不慎遗失

铜质圆形的公章一枚，公章上面编

号：3505020041568，现声明作废。

现在深受大家喜爱的簪花围，是以中年虫寻埔女
所梳的螺旋髻为基础。螺旋髻不留刘海和碎发，先
将长发用红头绳扎成高马尾，再将马尾拧成螺旋一
圈圈盘在后脑勺上，从螺旋中心掏出马尾根部的头
发，插入一根象牙筷来固定发簪，形成一个同心圆造
型。这种发型也被称为“树髻”“树头”或“树兜”，因
为形似大树的年轮。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满头的鲜花，簪花围也被形
容成“行走的花园”——用麻绳将一朵朵鲜花串成花
环，再以螺旋髻为中心一圈圈围在头上，一环比一环
大。用花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花，另一种是熟花。

生花即鲜花，一般簪花围用的花环上的花都是
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在簪戴过程中不仅仅能感受鲜
花的美丽与芬芳，还能享受鲜花慢慢绽放的过程。
花环上使用四季的时令鲜花，主要有茉莉花、玉兰
花、素馨花、黄菊、白菊，其中菊花的种类最受欢迎，
因为其花期较长、颜色丰富、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

但是爱美的虫寻埔女并不满足于这些小朵的鲜花
做成的簪花围，还要插上一朵朵亮丽的独枝熟花来
搭配。熟花就是塑料花、绢花等人造花，不会腐败，
一般插在外环鲜花和次外环鲜花之间，给排列整齐
的花环增添了几分灵动。

除了使用象牙筷，虫寻埔女还会插一根发笄，用来
辅助固定发髻，有金银制作的，也有塑料制作的，形
状和材料各异。最特别的是红色塑料筷和挖耳勺形
状的银色发笄，两者结合，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

发笄一般是平行于象牙筷的方向，或者交叉错
位。待螺旋发髻梳好以后，再戴上簪花围，插上金银
发簪和插梳，配上丁钩耳环，就是我们常见的虫寻埔女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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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日，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泉州
举办，虫寻埔女头饰再次引起国内外嘉宾的关注，虫寻埔
女头饰、簪花围刷爆各大社媒平台，全国各地乃至国
外的许多游客慕名前往体验，连续几波的热度让虫寻埔
女习俗这一古老的国家级非遗声名远播。

近年来，虫寻埔女头饰因色彩斑斓、造型大方在网
上大放异彩，获得许多年轻人的青睐。传统闽南女性
的地位和头饰上的张扬肆意，形成了社会学和艺术学
隐性与显性的对比。

虫寻埔女与惠安女、湄洲女被称为“福建三大渔
女”。虫寻埔村位于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是一个靠
打鱼和滩涂养殖为生的小渔村，虫寻埔女又称“鹧鸪姨”
和“虫寻埔阿姨”。据说这里的居民是古代阿拉伯人的
后裔，尽管历经几个世纪以来与汉人通婚，但还是保
留着些许中亚遗风，虫寻埔女服饰也成为闽南海洋文化

“活的泉州文化标本”。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我国簪花文化的
发展。元朝泉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与海外的
贸易往来，在促进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海外物
料以及通婚形成新的人群和审美交融。阿拉伯后裔
在云麓村以种植花木为生，现在的云麓村依然为附
近的虫寻埔女提供四季的鲜花。虫寻埔村的老妇人至今
还习惯在头上包扎着阿拉伯式的“番巾”，戴着异域
风情的几何耳环，簪着明显有着伊斯兰遗风的发簪。

虫寻埔女的一生都离不开簪花。谁家有满月、婚
事、大寿等喜事，主人家就要准备上足够的簪花，与请
帖等放在一起，挨家挨户地送给要宴请的宾客，送花
的数量根据亲疏关系来定。待到吉日当天，虫寻埔女会
戴上收到的簪花，打扮得鲜艳华丽，去主人家庆贺。
正是当地的人们对簪花围的重视，才使得虫寻埔女的头
饰文化得以很好地继承下来。我们从中也看到了海
洋文化在形态上表现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闽越文
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闽南渔村里很好地进行融
合传承。

虫寻埔女服饰文化依靠心口传授的方式一直保留
到现在，如今会梳簪花围的大多是中老年妇女。将虫寻
埔女习俗录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蚵壳厝和虫寻埔女服饰入列丰泽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借助媒体平台的宣传，许多年轻人纷
纷去泉州体验虫寻埔女的服饰文化……一系列的保护
行动，给虫寻埔女文化传承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头饰不仅仅由鲜花组成，金银插梳和各种发簪
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当虫寻埔女梳好螺旋髻、戴上簪
花围后，还要在额头与花环之间插上两把包金的半
月形插梳，为了牢固还在插梳的一端打上小孔，用红
头绳或金链子穿过，插在发髻中。

插梳的造型以鱼骨或波浪形为主，梳背上还绘
有蝴蝶纹和鱼纹等纹样；材质种类多样，金银较多，
更常见的则是包金的玳瑁梳。玳瑁是一味中药，用
来制成插梳梳头，可以舒筋活血、防止脱发。在少女
时，虫寻埔女便佩戴玳瑁梳，待到出嫁之时，母亲会让
工匠在玳瑁梳背上镶嵌黄金制成的精致图案，作为
嫁妆一起带到夫家。

除了插梳之外，虫寻埔女还在螺旋髻上插各种各样
的发簪。发簪的形状多样，具有代表性的有盘龙纹宝
剑金簪、蜜蜂形金簪、孔雀开屏金簪、花朵形金簪、曲线
穿插手杖形簪。这些发簪主要由黄金打造，伴有金链
插在发髻上，辅助一些现代彩珠簪、蝴蝶簪、竹凤簪。
龙凤簪寓意龙凤呈祥，蜜蜂形金簪形容虫寻埔女的勤
劳，孔雀开屏金簪象征美艳动人……这些造型也表达
了虫寻埔女对大自然的热爱，充满了浓郁的民俗特色。

佩戴的耳环也有讲究，是虫寻埔女区分年龄及辈
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女性佩戴的多为普通的丁钩耳
环，无耳坠；结了婚的女人可以在原来的丁钩耳环上
再加上各种耳坠，变成“丁香坠”；做祖母的则戴“老
妈丁香”耳饰。

丁钩耳环类似问号的形状，既像秤钩又像鱼钩，
都是日常所用之物。这样的耳环在中国历史上却是
很少见的。五代时期，耳环是区别番、汉的一个标
志，但当时并不流行穿耳。宋代时，妇女虽喜戴耳环
却多以植物、动物作为装饰题材，与虫寻埔女所戴的几
何形耳环相差甚远。由此可见，这“丁香坠”应该是
受到阿拉伯装饰纹样的影响。

丁香耳钩形似一对灯笼，在闽南语当中“灯”与
“丁”发音相同，承载了长辈希望新人为家族添丁、兴旺
人口的美好愿望。待到虫寻埔女当了祖母，要将佩戴的
耳钩换成上半部分是圆形的、下半部分为雕刻精致的
素馨花图案的耳钩，代表着儿孙满堂、家庭和睦。

根据习俗，这个吊坠要由长孙在他 16岁时的成
人礼上亲手给祖母戴上。虫寻埔女的耳饰不但具有物
质上的装饰功能，且在继承家族礼教的精神上也具
有重要意义。

一簇簇鲜花戴在头上，像一座
小小的花园……

虫寻埔女这种古老而独特的
发髻风俗是怎么形成的？有的
说是因为阿拉伯人在泉州的花
园里种植了带来的奇花异草，分
给虫寻埔女簪戴才有这样的习俗；
有的说是因为当时官兵围剿，人
们四处逃散，头发都散了，虫寻埔
女将头发一卷，随手拿了地上的
木棍插在头上，就演变成后来的
象牙筷；有的说是宋代杨文广与
杨八姐“平闽十八洞”时，东海之
女效仿杨八姐的穿戴。不管怎
样，虫寻埔女的服饰文化都很好地
保留了下来。

虫寻埔女的发型和头饰，从外
观上一眼就能分辨出年龄的差
异：从幼儿开始蓄发，8岁~12岁
时开始编三股辫，额头留刘海，当
地人称之为“头毛垂”，两鬓簪花；
13岁~14岁开始梳“圆髻”，簪发
簪，戴耳环，插鲜花，这是长成少
女的标志，相当于成人礼；中年妇
女则梳螺旋髻、簪花围、插金簪；
老年妇女的头饰一般包红色头
帕，戴红色鲜花和头花。

独特的头饰成了特殊的族
群符号。虫寻埔女勤劳纯朴，叫卖
的海鲜被公认是“上乘的”，蚝
（海蛎）也被称为“阿姨蚝”。如
果能买到“阿姨蚝”，就说明是买
到了最正宗的海蛎。虫寻埔女的
打扮变成一种“行走的商标”，与
其他的海鲜商贩区别开来。前
去买海蛎的人只要认准“簪花
围”，肯定就能买到称心的海鲜。

虫寻埔女常年要撬成堆的海
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机
械的动作，枯燥又辛苦；居住在
灰色的蚵壳厝中，穿着或蓝或黑
的“大裾衫”“宽腿裤”，在蓝白相
间的海边劳作，生活环境仿佛黑
白默片一般单调。而插在头上
的鲜花，犹如盛放的花园，在这
个小村庄当中星星点点地生长
开来，添了些许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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