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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灯谜千年灯谜千年灯谜 情牵两岸情牵两岸情牵两岸
——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漳州灯谜

⊙贺鑫磊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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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谜，又称“文虎”，故猜谜又有“射
虎”之雅称，是一种具有启迪智力、增广学
识、陶冶情趣等功能的文字游戏。灯谜历
史悠久，自唐朝传入漳州，盛于明清。1981
年5月，漳州成立国内首个市级灯谜协会；
1992年，漳州创建了海内外第一个灯谜艺
术馆。改革开放以来，漳州先后举办过4届

“漳州中华灯谜艺术节”大赛和5届省级大
型谜会，每年还举办市区基层灯谜会猜活
动，已连续举办了31届。2000年5月，漳州
市芗城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首批“中国
民间艺术（灯谜）之乡”。2011年12月，漳州
灯谜被列为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

历 史 悠 久历 史 悠 久 源 远 流 长源 远 流 长

灯谜是中华“国粹”之一，自春秋秦
汉的“隐语”“瘦辞”演变而来。漳州灯谜
文化源远流长。唐垂拱二年（686 年），随
着“开漳圣王”陈元光带来中原文化，灯
谜便传入漳州。据《芗城区志·文化卷》
载，明万历后期，灯谜开始出现于上元
节，不仅有文字谜，而且哑谜、实物谜等
杂类体谜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漳州灯谜爱好者吸取外
地创作方式，结合本地特点，在创作上进
行了创新。灯谜的内容非常广博，文史经
籍、诗文韵语、俚歌方言、时人旧物皆可
入谜，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人文内涵丰
富。灯谜表现形态更是多姿多彩，如创作
体裁有会意体、离合体、象形体、谐声体、
假借体、别裁体等类型；方法有白描写
真、别解顿读等 20多种；谜种有印章谜、
画谜、哑谜、实物谜、色彩谜、方言谜等20
多个，使用的谜目也有数百项，由此形成
一整套具有漳州特色且较为完整的创作
体系。

珍 贵 非 遗珍 贵 非 遗 收 集 保 护收 集 保 护

漳州灯谜发轫于民间的童谣谜语，
在芗城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
基础，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
民间文化艺术。创建于 1992 年的漳州灯
谜艺术馆是海内外第一个灯谜艺术馆，
也是迄今海内外收藏灯谜资料最多的灯
谜艺术馆，被海内外谜友称为“中华灯谜
第一馆”。漳州灯谜艺术馆原址位于芗城
区文化馆四楼，1999 年春迁至威镇阁主
楼，2012 年迁入漳州古城，更名为“漳州
灯谜艺术博物馆”。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
收藏有古今中外的灯谜资料3万余份、历
代谜家简要事迹碑刻、海内外重要灯谜
活动碑刻、谜圣张起南和谜贤高伯瑜的
半身铜像、春灯源流图碑刻、印章谜 108
枚、207名谜人手书谜笺以及文化名人书
画佳作等。

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三
大“镇馆之宝”。第一宝是近代谜圣张起
南手书、近代著名谜家张超南撰句的“山
作惊涛时襟云气，辉生明月可沁诗心”的
金字楠木楹联。该楹联已有近百年历史，
原悬挂于张氏昆仲故居——永定县岐岭
陈东乡“山辉书屋”，由其宗亲捐赠。楹联

无论从文采、书法及雕刻，均堪称上
品，是当代谜界仅存的谜圣遗物，

弥足珍贵。第二宝即苏州已故收藏家、谜
贤高伯瑜捐献的历代灯谜古籍。高伯瑜
先生1987年参加编撰历代谜书巨著汇编
——《中华谜书集成》，1997年因病逝世，
临终交代其子将毕生收藏的灯谜古籍捐
献给漳州灯谜艺术馆。馆藏万余种灯谜
书籍中，以高伯瑜先生捐献的 62 种 195
册灯谜古籍最为珍贵，其中孤本、珍本甚
多，如清康熙年间出版的《一夕话·雅谜》

《玉荷隐语》《跬园谜刊三种》《张黎合选
春灯录》等，一向被谜界视为拱璧。第三
宝便是广东肇庆端砚艺术家、“端州谜
社”社员陈日荣先生精心创作的巨型“国
粹一号”端砚，又名风华录宝砚。砚石采
自肇庆端溪朝天岩古砚坑，砚呈灵芝形、
石渠走水势，墨堂宽广。大砚周边刻浮
雕，按比例精刻出 393方小砚，系仿制历
代名砚如王羲之的凤池砚、苏东坡的东
井砚等；砚背面铭刻 168条砚谜，分别用
楷、草、隶、小篆等字体镌刻入砚，形成

“砚中藏砚”和“砚谜合璧”两大特色，这
在海内外绝无仅有。徜徉于馆内的“谜
史”“谜艺”“谜苑”展厅，人们仿佛走进了
扑朔迷离的灯谜大观园。那份美不胜收
的富丽，铸史熔经的博大，以及曲径通幽
的精深，足以令人沉醉。

闽 台 交 流闽 台 交 流 传 承 不 息传 承 不 息

漳州与台湾仅一水之隔，在地缘、血
缘、文缘诸方面均有联系。1984 年元宵
节，漳州谜协在主办福建省第五届灯谜
会的同时举办了“甲子迎春谜展”，其中
展出的台湾灯谜书刊和剪报，引起了参
观者的极大兴趣。东山县政协也在同期
举办“海峡两岸同胞灯谜会猜”，40多名
台湾渔民和东山岛各界人士欢聚一堂，
张灯射虎。1989 年元宵节，“漳州首届中
华灯谜艺术节”拉开了帷幕，来自台北、
高雄、台南的 14 名谜界人士和北京、上
海、南京等地的 120名谜友欢聚芗城，海
峡两岸谜友同场竞技，切磋谜艺，交流谜
书，缔结情缘。1998 年元宵，应台湾高雄
市谜学研究会邀请，漳州灯谜协会和水
仙花少儿艺术团一行 35人赴台交流，实
现了两岸谜界双向互访。1993年，高雄市
谜学研究会和漳州灯谜协会结成姊妹
会，建成谜史上第一个文虎基金会，至今
已 15次评选，99位谜家获奖，出版《文虎
丛书》3批12册。

如今，漳州谜界人士也在为灯谜的
传承发展而努力。漳州市灯谜协会副秘
书长郑志强表示，制谜和猜谜一样，都并
非是一个人的事情。作为群众喜闻乐见
的民间智力游戏，灯谜的发展必须由大
众共同来推动。近年来，漳州市灯谜协会
积极开展灯谜竞猜活动，灯谜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有力促进了漳州灯谜的不断
发展。目前，漳州市灯谜协会共有近 300
名登记在册的会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年龄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20 岁出头。每
月，灯谜协会都会举办灯谜活动，并不定
期走进校园或图书馆举办灯谜讲座等推
广活动。时代在变，漳州灯谜也需要与时
俱进，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以更
开阔的视野去传承和发展灯谜，进一步
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圆山下的鸡棚（水彩） 陈满根 作

冯梦龙（1574－1646），字犹
龙，长洲（今苏州）人，20 岁左右
成诸生。57 岁左右拔贡，不久任
丹徒县训导。明崇祯七年（1634
年）61 岁时任寿宁县知县，十一
年（1638年）65岁离任回长洲。晚
年有资料载，可能参与晚明
福王政权抗清活动。清
顺治三年（1645 年）
75岁病逝。

冯梦龙是明
末著名学者、著
作家。他著述丰
富 ，整 理 、改
写 、编 辑 白 话
短 篇 小 说 集

“三言”（《喻世
明言》《警世通
言 》《 醒 世 恒
言》），改写长篇
小 说《东 周 列 国
志》《平妖志》等，撰
写《寿宁县志》等，计
50余部。

冯梦龙在寿宁任上前后
5 年（1634－1638），黄道周（1631
年）被“削籍为民”，回漳浦守墓，
讲学。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腊
月始至京。他与冯梦龙交往始于
此时。俩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定有
书信往来，也可能在闽地会晤。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冯在
家乡，其《纲鉴统一》出版。此部书
虽是为“举业”而编，实际上是历
代官修史书和《纲鉴》的压缩版。
它以《纲目》为主，“删繁去冗，务
求简便”，有一定史学意义。此时，
黄道周谪戍广西。他行程经吴地

时，冯梦龙请黄道周作序。黄道周
于是撰写《纲鉴统一序》，高度评
价该书：“综合《纲》《鉴》，独成一
书，参诸史之异同，洗前哲之讹
谬，观其发凡引例，往往创出前
人，是正述惑。俾采要者不苦其

繁，务广者不忽略。”他盛赞
冯梦龙博学多识，撰辑

甚富，“海内言《春秋》
家 ，必 以 君 为 祭
酒”。

南明隆武二
年（1646年），冯
梦龙撰《中兴伟
略》。他在该书
引言中说：“闽
中南安郑伯芝
龙 ，同 诸 故 老
元 勋 ，朱 公 继
祚 ，黄 公 道 周

等 ，恭 讶 唐 王 监
国”“恢复大明不朽

之基业，在兹举矣”。
对黄道周等迎立唐王，

抗清中兴，寄予极大希望。
《中兴伟略》是一部宣传抗清

复明的历史著作，也是冯梦龙生前
最后一部著作。其内收有唐王令谕
等，为唐藩刻本，即在福建刻印。
署名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与

《甲申纪事》署名“七一老人草辛臣
冯梦龙述”，迥然有别。因此，有人
推测，冯梦龙可能参与唐王政权任
职，成为黄道周之部属。冯梦龙最
终逝于福建，但是也有人认为，冯
梦龙逝于家乡或返乡路上。

总之，黄道周与冯梦龙的爱
国抗清立场完全一致。

黄道周与冯梦龙之交谊
⊙兰水镜清 文 弘 艺 供图

2022 年 11 月 16 日，位于河南安
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
字公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意味着
河南安阳这个甲骨之乡又多了一扇
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和一
个国际性汉字文化交流平台。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
文字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分两期建
设，一期主要包括主体馆，2009 年 11
月建成开馆以来在
继承、传播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尤
其是汉字文化方面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此 次 开 门 迎 客
的续建工程陈展有

“汉字民俗”“字书琼
林”“书苑英华”“字
里乾坤”四个专题展
览，涉及青铜器、拓
片、墓志、瓷器、书法作品等各类展品
600 余件套。这次续建工程专题展与
主体馆基本陈列相得益彰，“字书琼
林”专题具有知识性，“书苑英华”专
题具有审美性，“汉字民俗”专题具有
亲民性，“字里乾坤”具有互动性，每
个展厅都别具特色，更加全面地展示
中华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

2022 年 11 月 10 日，国家文物局
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工作会，通报了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
甲骨文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及新进展。

其中，甲骨文发现总计约 15 万片，经
科学考古发掘的有 3.5 万余片，单字
数量已逾 4000 字。一片甲骨惊天，建
造在甲骨故乡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可
谓“近水楼台”，尝试以甲骨联结海内
外。中国文字博物馆中的“甲骨学
堂”，现已成为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特
别是青少年学生、海外留学生等群
体，传播汉文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灿

烂的文明、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
个“窗口”。

学习中华文字历史、中华汉字历
史，我们得到感悟：文字，是一种历
史。文字，是一种创造。文字，是一种
文化。文字，是一种记忆。文字史，
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
史 、精 神 史 、心 灵 史 。对 于 我 们 每
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我们民族的文
字——汉字汉语，培养了我们的历
史情感，给予了我们身份的认同，
镌刻着我们共同的记忆，烙印下我

们民族的印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
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我们所创
造的汉字。

从审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汉
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它的象形
之美、结构之美、意蕴之美、音韵之
美，独步世界，举世无双！就拿“人”
字来说吧，虽然不过那么两画，却让
历代书法大师们写得千姿百态、气

象万千、意蕴无穷……因为我们优
美的汉字，我们成了诗歌的大国，成
了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的大国。

记得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
曾有一句名言：中文乃一切中国人
心灵之所托，只要中文长在，必然
汉魂不朽。汉语是我们的根，是我们
文化的根。所以说，汉语作为我们的
母语，是我们的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依
托和根本，没有汉语的这一切价值，
我们将失去一切。古老的汉字置身于
传统与现代的漩涡，守望着命运的沉

浮起落，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
族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大国永远不
可忘记的历史。我们决不能遗失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这
是中华文明之根、之魂……

记得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播出后，曾引起极大的关注。因而
有文化学者建议，现在亟须在全社会
倡导书写文化，通过各种方式，让人

们了解汉字，感受书
写的魅力和汉字一
笔一画间的意蕴。文
字是表意的，包含着
许多中国文化的核
心。手写汉字是接触
中国文化核心的重
要 方 式 ，因 此 必 须
要 接 触 手 写 汉 字 ，
感 受 汉 字 。汉 字 文
化的开发和普及需

要多方的努力，这就需要社会上多
开一些具有公益文化性质的汉字书
法课，把书写文化恢复起来，尤其是
大众文化媒体，应该多设置传播汉字
文化的节目和版面。这也是保护母语
的一种方式。

总之，对于保护传承弘扬我们的
汉字、母语，我们有着不容推卸的文
化职责。我们不仅是汉字、母语的使
用者，更应该是汉字、母语的守护者、
保护者、传承者、弘扬者。这是我们不
能缺失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让汉字成为让汉字成为展示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中华文明的窗口
⊙⊙杜杜 浩浩

馆藏的灯谜古籍

民众在猜灯谜

“国粹一号”端砚

漳州灯谜艺术馆外景

马克思主义哲
学认为：物质第一
性，精神第二性，物
质决定精神。这个
哲学原理用形象、
通俗的语言表达，
即人必须首先种好
田吃饱饭养活自
己，然后才会去追
求精神享受；人有
了精神享受心情愉
悦，反过来又会产
生更大的劲头卖力
种好田更好地改善
生活。由于腹肚装
饭属于物质追求的
层面，恭拜佛祖是
宗教信仰属于精神
追求的层面，只有
腹肚填饱了才有力
气去拜佛祖，拜佛
祖的目的是想让佛
祖保佑自己更好地
生活。所以说“先顾
腹肚，后拜佛祖”这
句闽南俗语是符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的。

由“先顾腹肚，
后拜佛祖”这句闽
南俗语，不禁想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早期的一段经历。朱元璋
出生于贫苦农家，因衣食无
着到寺院当和尚，后因当地
闹灾荒寺院得不到施舍仍然
饿着肚子，只好离开寺院沿
街乞讨当了三年乞丐，后参
加农民起义军，经过出生入
死而当上了皇帝。有人认为
朱元璋是通过到寺院当了和

尚先拜佛祖，然后
才解决了肚子饥饿
的问题，并非“先顾
腹肚，后拜佛祖”。
这种看法是一种谬
误。因为朱元璋是
为了“顾腹肚”才去

“拜佛祖”，他“拜佛
祖”就是为了“顾腹
肚”,“顾腹肚”总是
他的第一追求。后
因佛祖无法保佑他
的第一追求，他才
脱离寺院和佛祖沿
街乞讨，努力去另
找自己的生活出
路。他填饱肚子后
打下江山当上皇帝
锦衣玉食，又不忘
祭天敬神大拜佛
祖，为的是确保他
权力不再丧失，肚
子不再饥饿。这是
他“先顾腹肚，后拜
佛祖”的典型体现。

作为皇帝大老
爷懂得“先顾腹肚，
后拜佛祖”，作为普
通老百姓更是摆脱
不了这个先后的顺
序。世上不管是什
么人，只有首先通

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养活自
己，才有可能或有心思去追
求精神上的享受。鲁迅先生
读《红楼梦》说过“贾府的
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
同样，朱元璋如果天天固守
在寺院里拜佛祖不出门去
讨饭，他可能也会饿死在寺
院里。

冯梦龙冯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