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池巷：多个书香门第在此繁衍

“一桥贯千年、一湾甲天下、一江通南北、一
湖坐中央、一园结世界、一区连两岸”。泉州台商
投资区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多元文化兼容并
蓄，目前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项、省级非遗项目4
项、市级非遗项目6项、区级非遗项目15项，各级
非遗传承人共106人。

多年来，泉州台商投资区积极开展省、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区重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认定、申报、资助、传承和利用，
扶持创建非遗传习所。做好南音、童谣、讲古、木
偶戏、高甲戏等非遗项目进校园工作，把优秀的
闽南传统文化传承给青少年一代。2016年起，深
入开展“传统戏曲进校园”活动，邀请专业传统戏
曲表演团体，精编剧目进校园演出，让每一个学
生每年至少观看一场戏曲演出。在新城幼儿园，
市级非遗传承人杨安东定期开展童谣教学活动，
依托学校建立区级童谣传习所，学生多次在市区

级童谣比赛获奖。杨安东编纂、泉州台商投资区
教育文体旅游局出版的《闽南新童谣》赠送给各
学校作为课程教材。

2019年起，区文化服务中心每年开展三期公
益培训，依托各乡镇文化站和传习所开设暑期公
益培训班，面向全区中小学生招生。2023年共设
立13项20班，共有学员410人，7380人次参与学
习，课程涵盖闽南童谣、少儿纸扎、南音演唱等非
遗课程，增进了学员们对非遗文化的了解和热
爱。2023年暑期，在“海丝寻梦，遇见非遗”漆线雕
公益培训班、影雕公益培训上，漆线雕省级非遗
传承人黄雪玉和区级非遗传承人苏明芬、黄颖，
影雕市级非遗传承人李幼琴深入文化站及校园为
广大热爱非遗文化的青少年授课，提升了青少年
的艺术鉴赏力。在今年暑期结束前，参加洛阳镇
暑期闽南童谣、少儿纸扎公益艺术培训的30多名
孩子呈现了他们的学习成果。这些学员不仅有当

地的孩子，还有新泉州人。孩子们表演了《海丝·
洛阳桥》《来泉州，吃趟趟》《惠安女·水茫茫》《党
是日头阮是花》等节目，用饱含深情的朗诵和丰
富的肢体语言，为现场观众展示了一场精彩的童
谣表演，把闽南童谣所蕴含的民俗风情演绎得淋
漓尽致。

除了举办公益培训，泉州台商投资区通过以
赛促学，营造氛围，2022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
区级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演奏比赛、两届闽南童谣
传唱比赛。泉州台商投资区大力开展南音传承工
作，设置南音传习所，借助区、镇南音协会和传习
所力量把南音引进日常课堂教学，无偿提供课后
南音社团服务，培养了一批小小南音爱好者。在
今年第二届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演奏比赛中，来自
区内各学校的40多名少儿南音爱好者精选了《送
君》《元宵十五》《春光明媚》等经典唱段和《梅花
操》《起手板》等传统曲目，选手们轮番登台竞技，
展现了带有浓厚中原古乐遗风的南音技艺，尽显
南音艺术魅力。

人才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泉州
台商投资区先后组织非遗人才研修班、雕艺人才
创新研修班，走出去学习。今年11月，50名雕艺
人才走进中国美术学院开展为期一周的研修培
训；区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学院
签订《产学研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进一步
加强校地供需对接，互学互鉴，搭建常态化交流
平台。此外，积极牵线搭桥，扩大校企合作，推动
华光职业学校设立工艺美术学院，为台商投资区
雕艺产业源源不断地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专业
型的基础性人才。目前，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已组
建工艺美术学院，设置了广告艺术设计和产品艺
术设计两个专业。华光学院作为2021年度全国十
个示范单位之一，被新增为全国非遗职业教育集
团理事单位，与非遗传承人共建传承研习基地，
开展泉州少年地术拳、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雕艺等行业产业工人技能培训，以理论培训和技
能实操“双抓手”，积极传承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张君琳 通讯员 朱丽琼 文/图

闽南文化进课堂
传承弘扬有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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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鲤城区凤池巷，西端与西
侧桂坛巷、北侧东边巷、南侧登仙
桥巷形成 4 巷交会处，东抵温陵
路。曾经的凤池巷横跨温陵路，抵
达如今的富临新天地一带，在后来
的城市建设中止于温陵路。

□本社记者 王了 文/图（除
署名外）

稿件来源：泉州网 泉州文旅
集团

巷遇档案

扫二维码，
赏老街巷中的
老泉州。

凤池巷曾有一口大池，池北地势向南倾斜，曾被称为“飞凤下池”，因此有了“凤池巷”的名字。
福医大附二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泉州医史及地方史研究者黄方的家世居凤池。他介绍，凤池位于唐朝泉州罗城的南

垣内，在明清时属南隅三教铺凤池境，其地域包括凤池巷全段、登仙桥、通源、释雅山脚、后尾池、草埔尾。境庙凤池宫在凤池
巷东端，坐北朝南，主祀田都元帅雷海青，配祀白王爷、关帝、观音。

核心
提示

黄方介绍，凤池东段北侧的宋宅是宋应祥
居住地。宋应祥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卒
于1938年。1902年乡试中举，成为清代泉州
末科举人。1903年受聘担任泉州府官立中学
堂（现泉州五中）教习，后任监督，讲授经史及
国文；1904年宋应祥进京参加清廷最后一科
会试，但未中；同年参与创办晋江官立小学堂，
1905年任南隅立成小学堂（现立成小学）首任
校长。

宋应祥民国初年随延建邵道尹蔡玑（贡生，
晋江人）到闽北短暂当官，稍后仍回泉州教书，
1933年8月参与温陵弢社的创办。他人品端正、
文采飞扬、诗书联俱佳，慕名求者众。黄方介绍
说，目前关岳庙有其撰写的楹联：“通德绍渊源，
敦兄事而得师资，义阐春秋光赤汉；淮扬严保
障，固南天以恢北地，誓收幽蓟饮黄龙。”

抗战爆发，宋应祥极痛恨日本的侵略，曾
写一诗，云：“我欲上天扣帝阍。”1938年夏
天日本飞机轰炸泉州，他为避轰炸不幸
去世。宋应祥一生著述颇丰，有《九
日山两游诗册》和《古梅山馆
诗存》两册诗集留世。

清代末科举人宋应祥

据黄方介绍，凤池黄氏古大厝分列在巷的
南北两侧，门牌40、42及47号，其中40、42号
在巷的南侧，系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世
居石狮龟湖铺锦的黄廷熙迁居泉州购进。

黄廷熙是凤池40、42号黄氏家族的始祖，
是一个儒商，从事对台（鹿港）贸易生意，开设
邦记和锦顺两个郊行，事业发达，并捐纳官职。
此后黄氏族人仕宦科甲代有传人，凤池这一分
支自黄廷熙以后多从事文教工作，近3代以来
共培养出近20个本科生、硕士、博士。

而凤池47号则在巷的北侧，是清中期泉州
著名的郊商、石狮龟湖铺锦中镇房第十三世孙
黄树珍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7月购买
徐厝埕的宅地建起了一座五间张四落、东西
厅、一落护厝的大厝，47号和40、42号是宗亲。

黄氏古厝因年久失修，目前已全部拆除修
建楼房。

从事对台贸易的黄廷熙

陈昌侯宅西侧9号是伍泽旭宅。伍
泽旭是泉州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
他曾任花桥慈济宫董事会董事长31
年，保护修复花桥慈济宫、开展免费义
诊赠药，至今深受民众感戴。

据伍泽旭之子伍长积介绍，父亲
伍泽旭（1917—2012年）从小在凤池
巷9号长大。1925年，“开元慈儿院”

在开元寺内西侧创办，后来改名
为“开元儿童教养院”，这

是一家专门收养孤

儿的慈善学校，靠华侨的侨汇运转。
1948年，伍泽旭出任开元儿童教养院
院长一职，采取教养两育的方式，授
文授艺，开设文化课和技能课，教授
陶瓷、裱褙、照相、园艺等科目，开创
泉州素质教育的先河。1948年，弘一
法师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到开元儿
童教养院讲学时，写下“慈良清直”四
字赠予伍泽旭，伍泽旭视之为座右
铭，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1983年
2月5日，通淮关岳庙成立董事会，伍
泽旭任董事长。

伍泽旭写得一手好字，1985年修

缮泮宫时，“泮宫”二字是伍泽旭所题
的舒同体书法。还有百源清池的“百源
桥”、三千坛大门的弘一法师对联“事
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都
是出自伍泽旭笔下。

伍长积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
往事，父亲伍泽旭与晚年的弘一法师
很投缘，家中曾有多张弘一法师赠予
的书法。弘一法师写字时，伍泽旭常在
旁磨墨按纸，有一次伍泽旭取走弘一
法师一份墨宝，事后跟弘一法师说起，
弘一法师笑答无妨。

弘一法师好友伍泽旭

陈昌侯又名陈铭，毕业于福建省优
级师范学堂，是同盟会会员，后参加辛
亥革命。1911年，树兜著名华侨蒋报企
从印尼回乡，以祠堂为校舍创办明新高
初级两等小学堂，聘陈昌侯为首任堂
长。1912年，学堂定名为明新小学。

据泉州文史作家蔡永怀介绍，
1916年，泉州城内中学不足，陈昌侯家

在城内开设祥春金店，有一定经济实
力，又是同盟会员，社会交际广，于是
在众人支持下，他与曾焕濬、陈延庭、
杨延经等12位新青年和校工吴泽兰，
在会通巷借佩实小学两间教室和黄氏
宗祠，创办起“泉州私立中学”。陈昌侯
任校长，立“毅”为校训，以图教育兴
国。学校创立之初，办学经费十分紧

缺，面临停办。1926年，著名侨领陈嘉
庚出手相助，并出任校董事长，使学校
得以续办。1956年，学校改为公办，更
名为泉州市第六中学，校名沿袭至今。

陈昌侯还是泉州最早的日报创办
人。1924年，《闽声日报》在玉犀巷镇
雅宫内创刊，创办人陈昌侯。初为周
刊，后改为日报，发行近一年后停刊。

参与创办泉州六中的陈昌侯

资 讯

本报讯 （记者黄宝阳）“绿树枝头万点金，满山尽披黄金
甲”，秋冬是芦柑、脐橙、柚子、蜜橘等柑橘类水果成熟的季节，
近期，永春、南安等地迎来了柑橘类水果的丰收期，不少地方
纷纷策划举办采摘节等农文旅推介活动，带动农业与文旅业
共同发展。

11月24日—27日，“蓬橙万鲤 橙心有约”南安蓬华脐橙
进古城系列活动在鲤城区天后宫德济门广场举行；11月22
日，“柑甜两岸 橘香五洲”2023中国永春芦柑品牌文化节在
永春开幕；11月25日，“和美乡村健康跑 九都乐趣采摘节”在
南安市九都镇举行；11月18日，第六届印山芦柑采摘节在南
安市乐峰镇印山农场开幕……近两周，泉州城乡多场与水果
有关的农文旅活动相继举行。

各地依托当下时令水果，在展销特色水果的同时，还策划
了亲子采摘、乡村趣跑、星空露营、非遗演出、乡村市集等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将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紧密结合，
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参与。

此外，近期各地果园也迎来了亲子采摘的热潮，“摘芦柑、
吃大锅饭、荡秋千、围炉烤茶……欢迎您来体验芦柑采摘乐。”
11月中旬开始，永春县外山乡老林家柑橘园的老板老林，就
开始在朋友圈发出“邀请”，半个月来，他的农场每天都迎来许
多采摘的客人，周末更是客流高峰。

据悉，目前南安蓬华脐橙已经基本采摘结束，永春芦柑、
南安乐峰的芦柑采摘期将持续到12月中上旬，南安九都的赣
南脐橙采摘期将持续到12月底，想体验采摘的市民要把握时
机了。

永春南安等地迎来芦柑橙子丰收季

多地开展
农文旅主题活动

凤池巷全景凤池巷全景（（黄方黄方 供图供图）） 凤池巷陈昌侯宅凤池巷陈昌侯宅

▲▲伍泽旭先生追思纪念文集伍泽旭先生追思纪念文集《《慈良清慈良清
直直》，》，这这44个字是当年丰子恺写给伍泽旭的个字是当年丰子恺写给伍泽旭的。。

非遗传承人杨庆聪非遗传承人杨庆聪、、李幼琴在泉州台商李幼琴在泉州台商
投资区第七实验小学设立惠安石雕投资区第七实验小学设立惠安石雕（（影雕影雕））传传
承基地承基地，，常态开展影雕进校园公益培训常态开展影雕进校园公益培训。。

永春芦柑飘香永春芦柑飘香（（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