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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存 环 境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除了向茂密的森林、少量的耕地
揾食以外，还向大江大河大海讨食。闽人
的那句：“讨海去”，就是要乘船出海、搏击
海浪。

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脉让
福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安宁环境；境内有
大致由西向东奔腾的闽江、晋江、九龙江，
还有由北向南流淌的汀江。有山有水，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很适合人类繁衍。汉
末的三国时期，吴永安三年（260年）在此
置建安郡。汉末，大规模的北方移民进入
了福建；唐朝，又有两次大规模军事入闽
行为。第一次，是唐中期陈政陈元光父
子；二是唐末王审知三兄弟。从唐初到唐
末，前后绵延近300年，都伴有移民来到
闽国。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队移
民入闽，占据泉州，并以之为根据地，经营
7年之久，最终攻下福州，进而领有闽国。

王审知继位后，选用优良官吏、减省
刑法、减轻徭役、降低税收、励精为理，百
姓得以休养生息，“闽国吏民悦服”。接
着，他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招揽海外商
贾。天佑二年（905年），在福州成功开辟
对外贸易港——“甘棠港”，还把泉州、漳
州也发展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尽去
繁苛，纵其交易，利涉益远。航线北至新
罗、东洋，南经南洋到印度、三佛齐以及阿
拉伯等地。从闽国运出去茶叶、铁器、铜
器和白瓷、青瓷等陶器，舶来品有象牙、犀
牛角、珍珠、香药等。由于对外贸易的发
展，五代时期的福建造船业相当发达。当
时就能造二十丈，载人六七百的远航大
船。

王审知施政深得当时人心，他的功德
留在闽国史料里，留在王氏家族的谱牒
中，也留在王氏儿孙的灵魂深处。我们得
以猜想，生长于九龙江上游的王景弘，他
必定深受海贸文化的影响。

家 传 家 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
精神生活。探索王景弘的海洋意识，还要
从他的身世上探源。

王景弘的故乡——漳平市赤水乡香
寮村、许家山村，距离王审知母亲徐氏夫
人的埋葬地点永安市青水村不过 30里。
现香寮村居住着几户从许家山迁移出来
的王氏族裔。在笔者近几年的采风过程

中，香寮村的王佳庆族亲多次告知：他们
祖上原本有 6担箩筐即 12箩筐的族谱。
还表示：他们祖上口口相传是从永安青水
村迁过来。而永安市青水村的王氏，正是
王审知族裔。每年，王审知族裔有几千人
从世界各地来青水祭拜王审知母亲徐氏
夫人。

许家山地处崇山峻岭，远离人世，是
保存家族根脉的风水宝地。只是，清末社
会动荡，匪患肆虐，香寮、许家山遭土匪抢
劫纵火血洗，许家山王氏族谱也毁于土匪
的大火中。族人四处逃离，或往永安小
陶，或逃往赤水其他村，只有少数人重回
许家山下的香寮居住，祖屋世代流传的对
联留下：

隆派太原龙盘虎踞钟英厚
兴传王室凤起蛟腾毓秀长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许家山的
王氏非同一般。

从王氏族裔调查知：香寮村王氏祖先
是从尤溪四十一都（今永安青水）迁徙而
来。据明万历编修的《永安县志》记载，

“永安县‘析尤溪四十都、四十一都、四十
二都、四十三都，共四都为邑’”。永安县
置县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因邓茂七
农民起义，官府派军镇压，“斩浮流众数
万”，为此置县时包括尤溪数都，以及沙县
地域几都都划归永安县管辖，与史实相
符。总之，从历史县志、祭拜徐氏礼、祖上
口口相传、祖祠对联、王氏族谱、王氏家
人分布等方面可猜测：王景弘应是王审
知的族裔。

我们还可以猜想，王景弘等王氏族人
虽住山中，但族人必要前往海滨城市泉
州探亲、做生意，去“三王祠”祭拜。每年
清明节、中元节、冬至、腊月、正月甚至除
夕日、正月初一，中国人都要举家合族祭
祀祖先。王景弘的祖辈必定会提起闽王
的丰功伟绩、海滨族亲出海捕鱼的惊险、
海市蜃楼的奇幻。王景弘小小的脑袋定
然早就充满了对大海的向往。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王景弘
的成长不仅得益于福建的航海文化，更得
益于家族文化即唐末以来家传家风。由
此可见，传统文化，尤其是家风家传文化
对个体的影响。

乡 音 乡 业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无论
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每个族群都有属于自
己的语言，每个人也离不开语言这个交际

工具。大家知道，泉州、漳州、厦门、台湾
是讲闽南话，乃至沿海的温州、潮汕、海
南岛也有讲闽南话的。可少有人知道，
龙岩市的新罗区、漳平市方言也属于闽
南语系。

方言是民系的重要标志。闽南方言
是中原汉族南迁的产物，它与闽南民系同
时产生。原龙岩县，现新罗区与漳平市的
人基本上就是讲龙岩话。龙岩话属闽南
语系的一个方言片区，使用的人口占总人
口的 92%。把龙岩片方言与漳州方言说
慢些，可理解对方的意思。因为唐天宝元
年（742年），观察史皇甫政奏改龙岩县隶
属漳州。据《闽中沿革表》称，改隶漳州是
因“从郡往来方便”。毕竟，龙岩与漳州有
九龙江可通。且龙岩与漳州士民不仅语
言相通，风俗等人文习尚也相近。直至清
雍正十二年（1734年），龙岩设直隶州，除
直辖龙岩县（现新罗区）外，还管原隶属漳
州府之漳平、宁洋两县。龙岩州的设立并
不改变龙岩与漳州在经济、文化、语言、民
俗之间的密切联系。

语言的相通，使得王景弘对闽南文化
更为认同，对后来去闽南招聘航海技术人
员极为有利。再者，东南亚的侨胞以广东
人和福建人为主，他们在海外多讲粤语与
闽南语。能说闽南语的王景弘在南下的
航行时极为有利。毕竟，乡音能迅速拉近
双方，甚至消除距离。

泉州人从造船技术逐步掌握、运用和
发展，到航海技术的逐步掌握、运用和发
展，到海上交通拓展与海贸商业的发展，
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技术、航海事业及
海贸商业作出巨大贡献。王景弘的祖祠

“三王祠”在泉州，他的族人每年要前往祭
拜；还有族亲在泉州，族人也要经常走亲
戚。泉州优秀的造船技术文化与航海商
贸文化一定影响着他。巩珍在《西洋番国
志·自序》写道：“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
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
船师。”这就告知我们：郑和、王景弘下西
洋航海船队中的船长也有从闽地选取。
后来明皇帝朱棣让王景弘与郑和同为正
使下西洋，或许就是看中了他的航海精
神，看中他的身份。

精 神 常 在

“向海而生”，敢为天下先，是融入福
建人血液中的精神。勇于进取何尝不是
源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呢？中原
南下汉人，风餐露宿、筚路蓝缕，来到了福
建。不屈不挠、艰难困苦的精神基因早已

烙印在每个闽国人的心灵深处。
王景弘深受文化熏陶，是拼搏精神的

集中体现者。家园毁灭、受宫刑、转战疆
场，他不怕；先人征服大海的美谈、海外的
奇风异俗、大海的宽广无垠却吸引着他，
鼓舞着他！他与郑和同侪，带领明代伟大
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病逝后，他还独自
带队再下西洋。明宣宗朱瞻基在《赐太监
王景弘诗》称之为“昔时将命尔最忠，大船
摩曳冯夷宫”，这是对王景弘敢拼敢闯的
最好嘉奖、最好的诠释。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所访问的亚非各
国，留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把中国的

“和”文化带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最后一次下
西洋归途中，登上台湾岛。正值台湾发生
瘟疫，他把大陆的中医传统文化传给岛
民，解除百姓疾苦。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意志，实际上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其爱国忠诚、敢
拼爱赢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代子孙。姑
且以龙岩王家为例。明末清初，龙岩王氏
宗亲代表人物是王命璿公、王命玑公两兄
弟。王命璿公是龙岩的杰出名士。他生
于1575年，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的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为官清正，尽忠
爱民。抗战时期，龙岩著名爱国华侨王源
兴与著名侨领陈嘉庚一起，为祖国的抗战
作出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捐出全
部财产。后来，他担任了北京市第一任侨
联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美团网的创始
人王兴，也是龙岩人，他继承这个精神，敢
于创新开拓，为祖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由此可见，王景弘虽然出生在层峦叠
嶂的腹地，但由于龙岩与闽南在法缘、地
缘、血缘、文缘等各方面都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他从小就有航海意识，从八闽大山
走向大海，成为伟大的航海家。而今，开
放进取依然是不变的精神。他们的精神
将引领更多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王笑芳，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
会会员。）

（图片由龙岩漳平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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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正 逢
“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 10 周年、中国伟
大 航 海 家 郑 和 下 西 洋

618 周年，7 月 11 日又将迎
来中国第 19 个航海日，发
表此文，冀以纪念前行者、
激励后来人。

郑和，名扬中外！与之并肩
的，还有一位明代大航海家、外交
家、军事家，他就是王景弘，是福
建的“郑和”，曾八下西洋。

王景弘，一个福建大山深处
的儿子，如何形成大海洋意识？
如何从大山走向大海？纪念王景
弘，对当今的“一带一路”建设又
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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