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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
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日前
到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参加遗产
文化展示专题研讨会。

（中国晚报优秀专栏）

航 标

遗产，既来自过去、承载历史，又是现
代之造物。作为活态传统与活态历史，更需
关注遗产在现实世界中所构建的意义之
网，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与非人的行动者（比
如技术），如何完成遗产价值与意义的转换
生成。

我在研究中比较分析了缅甸蒲甘、和
顺古镇与热贡唐卡三个案例所呈现出的三
种不同的遗产叙事：缅甸田野中清洗李氏
之墓的插曲与蒲甘申遗的案例所展现的，
是“往昔不再来”与“业报轮回”的时空遭
遇，现代话语中的“遗产”与存于现实中的

“遗产”，更似处于平行的世界，各行其是。
而腾冲和顺古镇的旅游开发，一方面激发
出村民的文化自觉，希望从遗产旅游中重
新定位自我，另一方面，和顺的文化遗产
在开发过程中依照中产阶级的怀旧与想
象，被搬演、再造为田园牧歌式的消费文

化与休闲生活，成为脱嵌式、被协商的文
化展演与景观再造。热贡唐卡所展现的非
遗生态，更似一种复杂的关联与纠缠，唐
卡的价值和意义，离不开其宗教与社会基
础，但又因遗产热，以唐卡为核心的关系
网络正在悄然改变，在种种因缘际会中，
不同的行动者相互作用，共同勾勒出唐卡
的前世今生。

这三个案例互为参照，映射出遗产过
程中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这恰好体现出遗
产研究的价值和魅力。透过遗产表述和叙
事，可以从不同主体的视角，展现现代遗产
的制造与生成，进而理解现代人如何通过
过去想象未来，而过去又如何被当下所塑
造。以及人们如何在全球与本土的复调叙
事中，体验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纠缠，并以
此构建身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重新寻
找生活的意义和方向。

而对于泉州这样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的城市来说，申遗成功带动了“遗产热”，
也为旅游、非遗、文创乃至地方经济带来新
的发展契机。不过机遇与挑战同在，如何平
衡遗产旅游开发与传承保护的关系；如何
控制好旅游容量，减少因游客过多而影响
旅游体验，如何处理好游客与东道主之间
的关系；面对非遗热，如何处理非遗传承人
的生存、发展与非遗商品化之间的关系，如
何让更多人通过文化遗产了解泉州的历史
和当下；如何通过非遗以及相关民俗，用更
接地气的方式走进泉州民众的生活世界，
更真切地去理解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的
文化传统……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值得
深思。

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旅游开发
中，需要设法寻找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遗
产保护的共通之道。以走红的蟳埔簪花围

为例，簪花的日常化、网红化，让更多人知
道蟳埔女，知道蟳埔民俗，但也要防范过度
开发，否则会使游客只把簪花当作走红时
尚，而不会去深入理解簪花文化、蟳埔民
俗，忽略与簪花围紧密相关的妈祖巡香、蚵
壳厝等岁时庆典、风俗习惯与文化景观，从
而消减了簪花围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热潮袭来时，要能接得住。热潮退去
时，还要能回得去。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传
承、延续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得益
彰，并行不悖，才能促进“长红”，稳步向前。

遗产承载历史 也被当下所塑造

潘山古地，实为大潘山、小潘山二山之
统称，俗称“大小潘山连”。潘山地处泉州古
城西门外，横亘于温陵古城与南安丰州城之
间，头枕清源山，面朝紫帽山，西牵翠屏山、
葵山，南饮晋江（黄龙江段）之水，自古以来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民间称其形胜尽得“山
川拱月”之势。潘山聚成村落，历史悠久，且
数次更名。唐时初名“潘山”，据传与唐代潘
节将军有关，而后称“潘山村”，之后属南安

“唐安乡修文里”；唐末五代时期，潘山因置
“招贤院”，民称“招贤里”；宋时，属唐安乡昭
文里，别名“潘山市”。明清时期，属南安县三
都潘山铺。1984年改为北峰乡招贤村，村委
会驻地在潘山。如今，大潘山和潘山村已划
入丰泽区北峰街道招贤社区范围，小潘山则
在北峰街道招丰社区溪墘一带。

据泉州市文博研究员陈鹏鹏介绍，历
史上的潘山古市集闻名于世，这里曾因商
贸繁荣，车马辐辏，久集成市。民国《南安县
志·卷之二》载：“大小潘山在县东南七八
里，属三都，负大溪北岸，民居辏集。有潘山
市，上有陈元光庙、陈洪进祠。宋时都巡寨
在焉。”

潘山文史学者潘文忠、潘文国介绍，潘
山在历史上之所以繁华，首先是得益于其
便利的交通，据《泉州府志》载“潘山有潘山
港，云泮桥”，唐宋时这里即古道纵横，是连
接温陵古城与丰州城的必经之路。潘山道
上曾有云泮桥、三板桥、招贤桥、佳池桥等
桥梁，方便车旅商队越溪跨渠，沿道亦有见
龙亭、栖凤亭、招贤亭、送客亭、潘山驿、招
贤驿等可供憩息之所。水运也很发达，古时

潘山西部黄龙渡口一带设有溪墘山泉漳都
巡检寨，商船在寨前往来穿梭不绝。陆地交
通、港口水运的便捷，导致潘山成为泉南日
用品、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交汇、贸易的
集散地之一。

其次，潘山人口多，古井多，街巷完备。
光潘山古街一带即有甘露井、招贤井、宫下
井、王公井、市忠井、后宅井、镇尾井、榉头井
等民生古井。放眼古街，移步换景，有石狮
巷、朴宅巷、广元巷、庄厝巷、后宅巷、后巷
等，巷内迄今藏存不少明清建筑，足以窥见
古时地方人口的稠密程度。旧时潘山古街店
铺林立，有茶楼、酒馆、肉铺、当铺、饮食、书
画、日常用品、作坊等，货物琳琅满目。

另外，寺观、庙宇林立，也是潘山古市
集得以长期繁华的原因之一。潘山境内古

有白云庙（俗称天公观，今称元妙观）、潘山
泉郡威惠庙、潘山昭德庙，以及多个境主公
庙等，民多往祭，香火鼎盛。于是，这里人来
人往、摩肩接踵，把潘山街硬是挤成了热闹
非凡的市集。明代左侍郎丁启濬亦曾作《大
小潘山》诗曰：“非关谋选胜，暂此息尘劳。
轩槛临流险，烟云送目高。网悬闲夕市，帆
挂急春涛。小饮江天暮，归途首重搔。”足见
在明代，潘山是旅人、商船汇聚之处。而这
潘山市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很出
名，号称“潘山小香港”。

潘山古市集的繁华还与一地文脉绵
延息息相关。唐末五代，泉州刺史王审邽、
王延彬父子在潘山一隅设泉州招贤院，招
贤纳士，吸引了包括李洵、韩偓、王涤、崔道
融、王标、夏侯淑、王拯、黄滔、徐寅、翁承赞

等在内的大批名贤来投，文风乍兴。宋元时
期，吕璹、释大圭等游经此地，吟咏成篇，佳
联传世。有明一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潘山
之西南安孔庙魁星楼前焚青衣，弃笔从戎，
后于潘山招贤桥招兵买马。潘山人潘庚章、
潘伯亮等投入郑氏旗下，一时风云激荡。近
代高僧弘一大师1933年与广洽上人等途
经潘山，在古道旁发现“唐学士韩偓墓道”
碑。弘一大师伏碑痛哭，后又于1935年偕
广洽上人到该碑前留影。先贤驻足，潘山增
辉。有华彩名章，有文士清梦，有高僧泪影，
亦有天地壮气、英杰豪风，梦回潘山，管窥
历史风貌，期待这份独特历史记忆受到关
注与重视，并在新时代重焕生机。

□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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