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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言就是一部部活的历史，是珍贵的文化
遗产，对各种方言的兴趣不仅限于使用这种方言的
人们，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是全体国人乃至于全
人类的共同财富，而生动的方言俚语，还往往能让
人莞尔一笑、印象深刻，让人觉得有趣亲切。近年
来，“接地气”的各地方言逐渐“出圈”，比如方言火
爆互联网空间，一些方言创作出现的电视剧、小品、
相声等文艺作品，也是深受观众喜爱。

现在方言文创渐兴，方言玩偶成了“爆款”，这有
利于带动文旅消费，也有利于传承与保护方言文化。
方言与文创相结合，让方言文化具象化，让方言变得
更加好玩、生动，让方言“活起来”，助力方言“出圈”。
方言文创成“爆款”，不仅体现了消费价值，也体现了
文化价值，还能赋能方言文化传承与创新。

在方言文创走红，方言成为“网红”的背后，也要
看到“网红方言”面临没落命运的隐忧。据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中国濒危语言志”丛书记录，我国的130多种
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
口在5000人以下，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

国家倡导人们学习使用普通话。普通话能够克服
交际困难，让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能够实现“无障碍交

流”，推广普通话很有必要。其实推广普通话和使用

传承方言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方言的使用传承，遭
遇危机，又与一些地方不当推广普通话有较大关系。
如一些地方政府“从娃娃抓起”，不让孩子在课堂上讲
家乡话，而只能说普通话；还有的地方不准公务员讲
方言……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制推广”，让方言的生存
空间更加逼仄。另外，人口流动加大等原因，都对方言
的传承与延续带来了很大挑战。

要更好使用传承方言，还需要多给方言一些展示
与传播的平台。除了方言文创，比如有地方将方言刷
上电线杆，地方学校也开展“方言文化进校园”等活
动，还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当地电视台等平台，推
广、传播方言文化等等。这样也有利于让当地人拥有
方言自信。

各地需要真正重视方言的使用与传承，给方言
留下充足的生存空间，让方言文化能够“活起来”，
能够向下扎根，还能向上生长。要对方言文化实行
全方位保护与推广，要培厚方言文化生长的土壤，
还要提供能够促进方言文化生长充裕的空气、阳
光与雨水，拓展更多方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的新
路径。加强对方言文化的保护，让普通话与方言和
谐共生、和谐共存，方言才可能摆脱没落命运，走
出传承危机。

方言文创赋能方言文化传承与创新
⊙戴先任

出版家赵珩小的时候，喜欢
看小人书，看完后还喜欢照着画。
那时，考古学家陈梦家经常到他

家去，赵珩最喜欢把自己画的画给陈梦家看，为什么
呢？“记得我小时候喜欢看小人书，看完就照着画，最
常画的是小人骑马打仗，画了很多张。每次陈先生来，
我都愿意把画拿给他
看。为什么最爱给他看
呢？因为别人看了仅是
敷衍说‘不错不错’就
完了，他却是认真地一
张 张 点 评 ：‘ 这 个 不
错。’‘这个不大对，手
这么拿刀的话根本使不上劲儿啊！’他会认真地指出
我的很多错误，一一纠正。他还告诉我：‘画画，人的比
例要站七坐五盘三，怎么讲？人站着的比例是七个头
颅高矮，坐着是五个头颅高矮，盘腿是三个头高矮。’
我听得很服气。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他来，因为他对
小孩子尊重。”

学者陈平原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时，曾师从于学

者吴宏聪先生。陈平原先生后来在北大任教，但一直
对吴宏聪先生执弟子礼，每次到广州去，都要登门拜
望吴宏聪先生。吴宏聪先生到北京去，陈平原也热情
款待。吴宏聪先生最后一次去北京，提出要去陈平原
家看看，为什么呢？“吴老师最后一次进京是 2000 年，
那时他已年过八旬，还非来我家看看不可。理由竟然

是 ，我 常 到 广 州 拜 访
他，他还没有回访过。
那时我家住在北京郊
区西三旗，他竟自己搭
乘出租车找来了，害得
我多日惴惴不安。可这
并非特例，中大老师告

诉我，每年春节同事前来拜年，吴老师都要回访，看着
老先生吭哧吭哧爬五楼六楼，敲同事或弟子的门，大
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尊重他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对小孩子的
尊重也是尊重；对他人的来访进行回访也是尊重。这些
不同的尊重，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美
好，是一种至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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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民

天宝塔尾村是古村落，有宋井为
证，井栏铭文是“许小一娘捨”。据村民
介绍，塔尾村原是卢、纪二姓聚居，后为
柯氏聚居。宋井又称卢家井，今塔尾村
毗邻卢桥头村。

塔尾柯氏，肇自明洪武年间。开基祖
柯樾，号裕庵，娶何氏，育有七子。长子和
七子抽军，全户戍边；四子和六子无嗣；五
子仅传一代即无传，今塔尾柯氏实是仲子
汝明、三子汝齐传衍下来的后裔。自洪武
至崇祯元年间，共传衍六代。六代子孙的
名讳全部镌刻于开基祖的墓碑上，这通墓
碑实则是塔尾柯氏族谱的开篇之作。

塔尾柯氏男丁未见科举人物，其女
流却出现一位载入府志的人物，名柯三
娘，系汝明曾孙女。为奉伺父母终生未
嫁，官府为之立牌坊旌表，卒后入祀柯氏
大宗祠。

据《漳州府志》：“柯三娘，龙溪柯乾恭
季女也。乾恭無嗣，生三女，長、次俱適人。
三娘性至孝，將及笄，父爲擇婿，三娘辭
曰：‘ 父母老矣，此身適人，誰爲養者？請

終侍，勿復言。’強之，則咬指出血。不得
已，乃成其志。二親沒，年未四十，諸母謂
曰：‘ 汝今可以適人矣。’三娘辭焉。年七
十九卒，其夕有黑雲繞室之異。郡守盧璧
上其事，爲建坊。”时任漳州知府卢璧上
报柯三娘感人事迹，并获准为柯三娘建牌
坊，今牌坊不存，村道边立柯三娘神道碑，
村民尊称“姑婆祖”。

塔尾村中保存一古寨门，为石砌拱
券式，楣匾铭文为“怀远楼”，边款“嘉庆
十七年”。

村中心地带有“显化将军庙”，主祀赵
渊将军，赵渊少年时跟随其祖父赵棠将军
所属的唐军入闽平乱，后成为开漳将领之
一，沙场阵亡，受封“显化将军”。与塔尾相
邻的天宝大寨内也有一座显化将军庙。

现塔尾显化将军庙庙门对联是：
征闽南功封显化
镇漳州大显神威
显化将军庙广泛分布于九龙江中上

游的南靖、华安、龙岩、漳平等地乡村，信
俗历史悠久。

洞口林釬故居主厝和护厝侧景

龙文林氏宗祠

尚宝卿林公家祠侧景

“澹泊宁静”牌坊文化园

龙文林氏宗祠内林釬探花匾额

南靖丰田林釬故居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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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学士林釬（1578-1636），字实甫，号鹤胎，漳
州府龙溪县西坑洞口社（今龙文区蓝田街道蓝田社区洞
口）人，万历丙辰（1616年）科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
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守漳南道洪世俊为其制“探花”匾额）,
崇祯九年（1636年）去世。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及崇
祯《闽书》以及清康熙《漳州府志》、乾隆《龙溪县志》等均
记载林釬祖籍龙溪，光绪三年《漳州府志》载：“林釬，字实
甫，龙溪人。”林釬一生为人做官政声卓著、廉洁自守、正
直爱民、不立门户，深受百姓的爱戴。

忠直不阿林釬忠直不阿林釬

林釬年少时，在龙溪洞口林氏祠堂内就读私塾，后到
漳州城内的府学继续就学。于万历丙辰参加科殿试中探
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祭酒，詹事府詹
事，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吉士，礼部左侍郎兼东
阁大学士，实录总裁，赠礼部尚书，被尊称为“林阁老”。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专权乱政，无
视朝廷法度，欲用铜鼎、铜缸私铸钱币，以中饱私囊。林釬
任国子监国子司业、祭酒，办事公正、自奉清廉、教导有
方。当魏忠贤得知国子监内有许多铜鼎、铜缸（贮水备火
用），想搬来铸币。但林釬不畏魏忠贤权势，决不让给，表
现了忠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当时国子监有一位魏党的监
生陆万龄要在“太学”边建魏忠贤生祠，以表为魏忠贤歌
功颂德，正直的林釬坚决反对，并认为，如果把魏忠贤和
孔子并列，“他日皇上入学释奠，君拜于下，臣偃于上，能
安乎？”后来，陆万龄等逢迎拍马之徒仍不死心，将凑集建
祠资金的簿册启事送到林釬面前，强迫其倡导捐献时，林
釬气愤之下“授笔涂抹”。因此惹了奸党，自知难以在京城
存身，当晚，林釬就将自己的官帽悬在棂星门上，即刻逃
离京城。魏忠贤趁机伪造圣旨，将其削职。

为避奸党迫害，林釬返回漳后，先隐居故里龙溪，后
避居南靖中埔总（今南靖县丰田镇丰田村，即为南靖林釬
故居，也称“阁老楼”所在地），清贫度日，平时钓鱼，夫人
织布，两袖清风，与黄道周过从甚密。当时黄道周也因避
魏党势炎而归里隐逸，相似的遭遇和志同道合的两人结
为知己。黄道周敬佩林釬的学问和为人，经常上门拜访，
谈论时事，彻夜不眠。天启四年（1624年），名满天下的旅
行家徐霞客为母亲作八十大寿，得知林釬在南靖，欣喜异
常，便专程前往拜访，同时为其母王孺人《秋圃晨机图》向
林釬索诗求字，留下了一道雅致飘逸的风景。

崇祯即位后，铲除了魏党。崇祯元年（1628年），林釬
官复原职。皇上称许林釬风骨铮铮、廉洁自守，于是拔擢礼
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后又深得皇上器重，拜为东阁大学士，
入阁参与军国大事。当时，适逢海上枭雄郑芝龙与朝廷商
谈招抚事宜，他曾从中予以帮助。时值林釬五十大寿，郑芝
龙派人奉千金为其祝寿，以表谢意。一向自奉清廉的林釬
婉转推辞，并复信说：“成人之美，君子也；因之以为利，非
君子也。”这种不谋私利的风格，连郑芝龙也叹服。

林釬去世时，崇祯帝为褒表他功绩，下旨在他家乡的
出漳驿道上，立一座亲笔御书“澹泊宁静中正和平”八个
大字的建造技艺巧妙精湛、雕刻形象生动传神石牌坊（位
于今漳州理工学院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和艺术价
值，于 2001年 1月以“中正和平坊”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仍然完好），赐谥“文穆”，并在他的洞
口社墓碑上题“慈孝承恩”四字。还有在洞口社口，至今留
存尚好的一座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其门生为其而
立的“林文穆公里门”牌坊（为目前漳州所发现的唯一仅
存的明代里坊）。

林釬在朝为官清廉忠直，也十分关心热爱家乡民生
和军事防务建设。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处于九龙江
边的龙溪城南后港上流一带发生水灾，洪水决堤，淹田没
屋。林釬积极倡议当地官员发动百姓兴修水利、筑坝引
渠，保护百姓。还有，林釬在身处逆境、隐居故里时，仍以
桑梓为念，将民意转致漳州知府，筑万松关隘，抵御海寇，
并撰写《施公新筑万松关记》。在现今保存完好的关门上，
嵌着一块镌有林釬题写的“天保维垣”四个雄浑有力的楷
书大字青石匾额。2001年1月，万松关被列为福建省第五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林釬两处故居林釬两处故居

一处在林釬故里龙溪洞口，一处是上述提到的南靖
中埔总。

今龙文洞口林釬故居，于 2018年 11月修缮落成，基
本保持原建筑规模和形制，有主厝和左右护厝，前有大
埕。总面积 577.5 平方米，长 27.5 米、宽 21 米。主厝硬山
顶，燕尾脊；开一扇大门和两扇直棂石窗，大门上嵌着一
块镌有“懿德传芳”石匾，门两侧镌有“东阁故居旧 子孙
世泽长”石联。面阔三间，前后为前殿和正殿，中有天井和
两侧廊房，抬梁式梁架，木柱垫鼓形青石柱础（为原古厝
遗留的），前殿进深一间，居中梁上悬有“探花”匾；正殿进
深三间，明间中梁上悬有“黄阁调元”匾，案桌上摆放两尊
林釬和其夫人塑像，左次间悬有“五经魁”匾，两侧墙上挂
着“连襟情谊 世代相传”“缔结连缘 同德同心”等匾牌。
故居周边还有里门坊、林氏宗祠（林釬手书祠匾）、林釬
墓、林釬父亲墓等。

今南靖丰田村阁老楼80号林釬故居，是林釬迁居南
靖中埔总后，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建造一座三层土
木结构的弧角方楼。清康熙年间重新修葺，后改成两层至
今（从部分残留的楼墙，可以看到当年三层土楼的痕迹）。
楼历史悠久，布局严谨、造型雄伟、坚实美观，历经近400
年沧桑，依然蔚然壮观，存有精美的木雕、石刻等。楼的正
门左侧墙前竖有刻着“林釬故居”“阁老楼”等字样的多块
石碑。楼外径长70.59米、宽68.2米，楼内径长67.69米、宽
65.3米，楼高7.78米，占地面积4814.24平方米，建筑面积
2767.91平方米，房共56间，墙体为三合土混河石夯筑，部
分砖砌，一层厚 1.45米、二层厚 1.05米。楼的正门为石拱
门，上嵌鸿江吴钟题写“澹宁馀休”四个遒劲有力大字的石
匾，两侧对联为“前人何修祗此澹泊宁静中正和平八字今
日所务实惟勤俭恭恕睦姻孝友二言”，彰显着林釬耿直的
秉性和关心民生社稷桑梓的情怀；侧门上有石刻“乘颖”两
个篆刻小字，按照当地风俗，正门为喜事所用，丧事只能从
侧门出入。楼的中央坐落一座历经岁月风雨的家祠——尚
宝卿林公家祠，林氏后裔曾多次修缮，至今仍留存当年的
风光，祠内悬挂着探花、文魁、武魁等匾，印证了林氏家族
的辉煌历史。1932年4月中央红军十五军四十五师进驻丰
田时，作为指挥部，具有重要的历史、科研价值。

探龙文洞口林釬其人及两处故居
⊙邵爱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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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林釬故居门匾

柯三娘墓道碑

漳州郡守卢璧题写的褒录贞孝匾柯氏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