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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9点，记者来
到市区刺桐北路靠近泉州
少林寺边上的南禅路，只见
路边的白色墙体上有一组
少林功夫墙绘，这些功夫武
韵生风。

说起少林功夫，泉州的
五祖拳还是比较出名的。
2008年，南少林寺五祖拳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据了解，泉州少林
寺坐落于清源山东岳山麓，
又名镇国东禅寺，其历史可
追溯至唐朝，历经千年风
雨，兴盛于两宋，作为南派
少林武术的发祥地，与开元
寺、承天寺、崇福寺并称泉
州四大丛林。少林寺内建
筑错落有致，天王殿、大雄
宝殿、观音阁、藏经阁等古

朴庄严，每一处飞檐斗拱都
仿佛诉说着往昔的武林传
奇，沉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内涵。作为中华武术的重
要分支，南少林武术以其刚
猛实用、气势磅礴的风格闻
名于世。南少林武术历经
千年传承，不仅是强身健体
的技艺，更承载着中华民族
坚韧不屈的精神内核。

主题墙绘上新 非遗元素吸睛
在泉州丰泽区的街巷，新添“木偶、簪花、少林功夫”等一批非遗主题

墙绘，为城市添活力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文/图

提线木偶、少林功夫、美丽簪花、“LOVE丰泽”……最近，行走在泉州
市区的街头巷尾，你可能会邂逅多处有意思的主题墙绘。这一批最新增添
的主题墙绘，充满了不少丰泽元素，悄悄亮相于泉州少林寺、木偶剧院、刺
桐公园等多个区域，为城市公共空间增添了新活力。

上午 11 点多，记者来
到市区东海大街御文阁路
段，只见墙壁上的簪花图
案吸引了不少游客合影。

“今生簪花，世世漂
亮！”近年来，泉州簪花围

“出圈走红”，记者走进丰
泽蟳埔村，不时可见慕名
而来体验簪花围之美的
游客。泉州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蟳埔渔
村当地生活习俗中留下
了 不 少 海 洋 文 化 的 痕
迹。蟳埔女是福建“三大
渔女”之一，有着自身独
特的视觉标识和积淀深
厚的文化内质。蟳埔女

的服饰头饰、生活习俗与
泉州海丝文化有着深厚
的渊源，服饰俗称“大裾
衫、阔脚裤”，头饰俗称

“簪花围”，这些闽南渔女
特有的装束体现着海边生
产劳作的特点，成为民俗
研究的“活化石”。“蟳埔女

习俗”2008 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头饰即“簪花围”便是
当中的民俗之一。它不仅
是一种民俗，承载着渔家
人的情感和历史记忆，也
表达了当地人对幸福生活
的期盼和希冀。

东海大街：“今生簪花，世世漂亮”

上午 10 点，记者来到
市区泉山路的泉州木偶剧
院，剧院一侧的墙壁上，涂
画着一个个提线木偶墙绘，
墙绘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有
钟馗、小沙弥等，一根根丝
线连着指尖，用丝线牵动木
偶的悲欢离合，用十指演绎
人间的喜怒哀乐。

据了解，泉州提线木
偶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
提线木偶戏之一，被誉为

“东方戏剧活化石”。千年
丝线，悬起的不只是木偶

的身躯，更是一代代闽南
人的文化记忆与精神信
仰。泉州提线木偶戏的历
史可追溯至晋唐时期。随
着中原移民南迁，木偶戏传
入闽南，与当地民俗、戏曲
深度融合。宋元时期，泉州
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木偶
戏随“海上丝绸之路”远播
东南亚，成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无声使者”。明清时
期，提线木偶戏在民间扎
根，成为酬神祈福、节庆婚
俗的必备节目。民国时，

泉州“李家班”“吕家班”等
家族式戏班将技艺代代相
传。新中国成立后，泉州木
偶剧团成立，系统整理传统
剧目，让这门艺术焕发新
生。2006 年，泉州提线木
偶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优秀实践名册”。如今，
泉州木偶剧团带着《火焰
山》《钦差大臣》等剧目走
遍全球，让世界看见中国
木偶戏的“指尖绝技”。

泉山路：“提线木偶，指尖传奇”

南禅路：“少林功夫，武韵生风”

晋江一鞋材厂起火，女子见火势不大又返回

女子被困火场 所幸消防解救

冒用条码、虚假标注……泉州曝光农村食品安全违法案例

添加“肉精膏”未标注 南安一商家被罚

举报重大燃气安全隐患

泉州4人共奖励18000元
A03 A06

南禅路上的墙绘，少林功夫虎虎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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