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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绿衣红裙的孩子
们，娇巧的歌舞如朵朵荷
花绽放；身着汉服的青年
男女在袅袅轻歌与姹紫嫣
红里行“簪花礼”，将花朵
簪在发际，向春日百花行
礼，传达自己的美好祝
愿。而后，他们在古厝与
园林之间巡游，身上的汉
服与古老的建筑辉映成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花朝节的“赏红”习俗
也独具特色。《清嘉录·二
月》有载：“(二月)十二日，
为百花生日，闺中女郎剪
五色彩缯粘花枝上，谓之

赏红。”在活动现场，伴随
着“赏红护花”的口令，身
着唐裳汉服的美丽姑娘将
各色彩带系在灿烂盛放的
花枝上，彼此争奇斗艳，表
达对花朵的赞美和呵护，
更是代表对春日的美好祝
愿。

此外，现场还同步开展
传统插花雅集体验、花间投
壶与飞花令等互动体验环
节。春暖花开，赏花踏青的
节日氛围，让来梁厝的游客
共赴与春天的约会，感受传
统文化与春日生机交织的
独特体验。

人花同艳敬春光
2024“闽都”花朝节在福州梁厝特色

历史文化街区举办

在福州上大学的徐女
士，前段时间从抖音上“种
草”了泉州关岳庙的求签祈
福，“听说很灵”。正好临近
毕业，徐女士被找工作搞得
焦头烂额，索性抽出一天时
间，去泉州旅游，去关岳庙

“拜一拜”，放松身心，寻求
心理安慰。

和“佛系”文化一并走
红的还有寺庙特有法物，如
灵隐寺的十八籽手串、普陀
山的金刚菩提手珠、法喜寺
的祈福御守等。虽然本质
上都是为了祈求美好祝愿，
但从寺庙爆款产品的走红
中，不难看出当前“佛系”文
化的另一面。

不仅如此，更有商家抓
住商机，推出了抄经、品茗、
安坐等一系列能提供相关情
绪价值的套餐，尽管需要付

费体验，还是受到了很多年
轻人的喜欢。福州爱琴海购
物中心的一家共享茶室就推
出了这样的项目，在小院的
几个独立空间中，有一间专
门的抄经室，这里有着与其
他茶室不一样的布置，点上
檀香，落座在木制的矮茶几
前，面对着的是一面干净明
亮的玻璃窗，可以饱览十五
楼的好风光，低头提笔静心，
抬头眺望舒心。“我们这边是
一个以茶为主的空间，抄经
是我们跟茶文化一起推出的
一个项目，3小时团购价为
168元，有金刚经、吉祥经和
心经，抄完的经书可以留在
这边，也可以自己带回去。
去年10月份开业以来，客流
量总体还是算多的，而且不
管是喝茶还是抄经，多半都
是年轻群体。”小院主理人告

诉记者，未来在抄经室还会
增加汉服体验的项目，大家
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汉服抄
经或是拍照打卡，茶室也会
推出更多茶艺体验教程等，
通过改良的方式去弘扬传统
文化。

对于“佛系”青年的不
断出现，市民也有自己的看
法。

21 岁的陈女士对“佛
系”青年持中立态度。陈女
士告诉记者，大家的目的其
实都是为了祈福，为了自己
的美好心愿，但不同之处在
于每个人自身努力和祈祷
这两者在全过程中的占比，

“大部分人靠的是自己的努
力，但有的人努力只占一小
部分，这种人应该增大自身
努力的占比”。

“我是比较支持的，但

是我认为也要适度。”同为
“00 后”的陈先生告诉记
者，现在不管是学业还是工
作上，年轻人都普遍面临比
较大的压力，大家积压的压
力需要一个出口，寺庙宗教
这些信仰类的文化本身就
是一种精神寄托，年轻人通
过上香这样的方式给自己
繁忙的生活以放松，也表达
了自己对于未来美好生活
的期许，算是一种心理上的
安慰。“适当地作为精神慰
藉是可以的，只要不过度迷
信依赖，把所有事情的成败
都归于它。同时我认为这
也不是一种不上进的表现，
这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心
理慰藉，只要仍明白事在人
为的基本原则，在精神补充
之后积极地对待生活，利大
于弊。”

年轻人为何钟爱“佛系”文化？
近年来，“佛系”文化火热。挤入寺庙的除了中老年游客，还多了一群年轻人的身

影。虽然“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只是一句调侃，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寺庙，
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据央广网报道，有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这四年间，“寺庙”这个
关键词的搜索量增长了368倍，“90后”和“00后”已经成为寺庙游客的主力军。

对于这一现象，记者采
访了福建省心理咨询与健康
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王永红。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和工作
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很多压
力，我觉得去寺庙祈福这样
一种方式是他们寻求精神安
慰和减轻压力的一种途径。”
她表示，关键在于大家去寺
庙祈福的动机和目标，对这
个问题的解读，也是需要重
视的。“如果只是把去寺庙祈
福当成对现实生活和压力的
一种逃避，或者一种精神内

耗，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
的。而如果是当作缓解压力
的一个精神寄托，获得心灵
上的安慰和宁静，以及表达
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祝愿，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王永红说，获得精神的
安慰和现实因素需要区分开
来，不要沉迷于此，同时她强
调，年轻人还是要通过自己
努力工作，带着一种积极向
上的心态，积极地去创造以
及面对生活，这才是现代年
轻人的一种精神内核。

N海都记者 林涓
实习生 邬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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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开启多样“佛系”生活

获得精神安慰 需与现实因素区分开

据了解，花朝节，简
称花朝，俗称“花神节”、

“百花生日”、“花神生
日”，起源于东周年间，乃
农历二月十二纪念花神
之节。人们在这一天踏
青赏花，祭花神，外出采
花制花糕，欢声笑语共度
佳节。花朝节自古与中
秋节合称花朝月夕，是独
属于春日与百花的节日，
不仅赏花，更是人们对美
好 生 活 向 往 的 象 征 。
2021年，“花朝节传统习
俗”被列入福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本次活动由仓山区

文体旅局、仓山区文联、
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
心、仓山区融媒体中心、
福建省汉服文化促进会
联合主办。这场“花朝
节”活动突出百花福盛、
大美花朝的主旨，不但
代表着春日花的复苏，
更让仓山区的美好景色
与其他历史文化资源融
合呈现，让更多人以更
传统的方式，享受这里
的独特美好。

2024“闽都”花朝节活动于 3 月 23 日上午
在福州仓山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油
菜花盛开间，身着汉服的年轻人齐聚，以簪花
礼、祭花神、赏红护花、插花体验等一系列传统
文化活动，迎接百花盛开的春天。

“赏红”习俗独具特色
“百花生日”起源于东周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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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行簪花礼

游客们身着汉服游览梁厝，感受春天气息

小朋友穿着汉服，打着纸伞与春日同艳

“赏红”的姑娘将彩带系在花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