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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忽自友人口中听闻泉州也

有一座五台山，我不禁惊讶，以为如雷

灌耳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从山西移来

了。“那里可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航

海保护神———通远王的发祥地，山中

还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古官道。历史底

蕴这么深厚的地方，你竟然不知道？”

友人说。

自此我心里多了个念想。找个时

间，看看本地的五台山。车行至泉州南

安的向阳乐山下，顺水泥路步行数十

步，一座闽南建筑风格的庙宇出现在

眼前。庙宇面宽三间，进深三间，抬梁

式木架构，重檐歇山顶，燕尾形屋脊，

嵌于青山绿树中，颇为壮观。虽是初

访，可熟悉的风格，让我滋生故地重游

之恍惚。

庙里主祀的就是友人口中的“海

上丝绸之路”第一航海保护神———通

远王。管理庙宇的长者向我们讲述了

通远王的传奇故事。

通远王原型相传为唐天宝年间进

士、四川人李元溥。李元溥最初被尊为

山神，后逐渐演化为海神，是泉州境内

第一位海神。他曾入朝为官，为避“安

史之乱”，弃官隐居乐山。善良的他居

住乐山期间，不仅常为山民采药治病，

义务教授山民子弟识文断字，而且常

在路边为路人免费提供粥饭茶水，甚

至让无处歇脚的旅人住在他的草庐之

中。20 多年如一日，因而贤名远播。

唐咸通年间，泉州的延福寺重修，

住持派僧人四处寻找能充当大殿梁柱

的巨木。有僧慕名前往乐山，当夜梦遇

一位白衣叟，相传就是李元溥，隐居此

山。白衣叟欲助其重修大殿，助运巨

木，不日即到，让他速回寺中，巨木不

日便会运到。僧人回到寺中，才将经过

讲完，便见寺前的金溪溪水暴涨，数根

巨木在寺前徘徊不去，正犯愁如何捞

起木材，寺后的井中却传来巨响，只见

木材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井中，并被

井水“托出”。人们感念李元溥的帮助，

特在大殿旁建祠供奉他的神像。延福

寺大殿重修的奇遇很快不胫而走，因

山神以水运木，加之该祠建造后的数

年间，金溪都风平浪静，渔民收获颇

丰。自此，民间便有了李元溥掌管水

运，能保护航行平安的说法。李元溥也

由山神华丽转身变为海神，成为护佑

商舶远航的神 。其祠初名灵乐寺，宋

代赐庙额“昭惠”，庙中香火常年不息。

之后，人们广建昭惠庙祭祀他，祈祷庇

佑船只平安远航，至今海内外已有分

炉 100 多家。

怀着深深的敬意，也带着善念，我

走出大殿。庙宇的左侧，是条 1米多宽

的杂石子路，弯弯曲曲向山高处延伸，

站在路口，望不见路尽头。路两旁，掩

映着碧绿的野草藤蔓和高大的松柏。

一条看起来幽静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林间小路，和我儿时日日走过的小

石头路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去探

究它的历史，你根本不会想到，它就是

泉州目前保存最完整、最长的古官石

道，有着 1000多年的历史。如今的我，

行走在这条古道上，每迈出一步，也不

过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在前行。我所谓

的寻访，即是沿着祖先的脚步，去完成

一趟心灵之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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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晓伟蔡嘉鸿）

5月15日，在海沧区文化中心迎来

海峡两岸一家亲暨第十届爱心书画

展。本届参展书画家 210位，作品

360件，是一次海峡两岸一家亲、

心连心的书画交流盛会。活动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海沧台商投资区成立 30 周年献

礼。本报为此次活动的支持媒体。

据香港书画家交流协会主

席、厦门项南书画院执行院长陈

文星介绍，从 2008 年起，几乎每

年的全国助残日前后，爱心书画

展都会如期举办，既交流书情画

艺，又为市民文化生活增添几缕

墨香，还为残障的孩子送去爱

心。爱心书画展已连续举办了 10

届。今年的书画展，在爱心的主

题之中，增加了“海峡两岸一家

亲”的情怀。在应邀参展作者、作

品中，来自宝岛台湾的有 26 位、

46 件，作者中有 99 岁的黄云溪、

94岁的刘鸣岐和邱群佑，德艺双

馨，跨越海峡。

陈文星表示，此次书画展在

海沧区举办，是献给海沧台商投

资区成立 30周年的贺礼；也为海

峡两岸书画交流尽一份力量；更

为爱心事业做一份贡献，将继续

耕耘，与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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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白日里的喧嚣渐渐被

黑夜覆盖，而厦门第八市

场却仍“不甘寂寞”。夜游

在这个老市场里，记者用

镜头记录着一些人、一些

事，看着市场里的众生

相，感受着别样的市井烟

火气息。

这里就像是一方舞

台，每天上演着看似重

复，却又有所不同的酸甜

苦乐。已是夜幕降临，在

这些或明或暗的灯光下，

各个店铺或摊位的交易还

没结束。不少市民、游客仍

会夜访市场，来场“寻鲜之

旅”，而摊主们也都在继续

忙碌着，希望趁着新鲜劲，

能多卖出一些。

作为海鲜市场，厦门

八市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海

鲜，还有水果、蔬菜、卤味

等，甚至还有许多老厦门

古早味，那些美食和那里

的建筑一样，都带着旧时

光的“印记”。与此同时，这

个市场还紧跟时代，展现

着它新潮的一面。在镜头

捕捉下，各个摊位前都挂

着或贴有手机支付二维

码，现金支付在这似乎已

成为过往。

厦门的市场很多，而在

这，从早到晚延续的时间看

来更长，来来往往的人们或

忙碌着最后一波的晚市，或

收拾起一天的辛苦，准备迎

接新一天的开始。

夜游厦门八市感受市井烟火气息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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