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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石碑 见证一段对渡佳话

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自2007年开始
举办，至2023年已成功举办17届。这一活动的发起，
始于一块对渡碑的发现，这离不开一位蚶江古渡文化人
——林祖武。

1978年，林祖武在蚶江中学任教。一日，他走在回
家的小路上，突然发现一处通往路边的台阶在雨水冲刷
下出现一行字：“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
……”

这让沉迷于当地民俗文化的林祖武十分兴奋，了解
蚶江历史的他知道，蚶江、鹿港是闽台两地海上直线距离
最近的两个港口，曾经的经贸往来衍生了一系列对渡民
俗文化，这块刻字的石头，可能就是那段两岸对渡历史的
实物印记。

遗憾的是，石碑只有半边，记录的内容也只有一半。
从此，寻找另外半块石头成了林祖武的一个心结。当年，
林祖武调任蚶江文化站站长，他想尽办法在当地寻找另
外半块石头。终于，1981年的夏天，在热心群众的帮助
下，林祖武在蚶江海滩找到了另外半块石头。

当两块石头合二为一，人们发现这是一块刻字的石
碑，碑上记录了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的事迹，因此被称为

“对渡碑”。
随着对渡碑的发现和复原，一段蚶江与台湾鹿港对

渡的往事浮出水面。“对渡碑，原名‘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
记’，不仅记录了清代时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的情形，也
记载了清代蚶江海防官署设立的过程。”石狮市蚶江镇文
旅办公室工作人员李迎迎介绍。

海防官署遗址位于石狮市蚶江镇前埯村。走进遗
址，修复后的石碑重立于海防官署的残垣断壁之中，十分
醒目，碑额阴刻篆书“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十个大字，
碑文则翔实记录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蚶江与
鹿港对渡的往事。碑上记载：“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
之鹿仔港对渡……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
户庭耳……”

商船云集 孕育独特民俗文化

地理上石狮蚶江与台湾鹿港之间航线较短，风向、海
水流向非常适合通航，自古以来，民间私下的商业往来十
分频繁。堵不如疏，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福州将军
永德向朝廷建议“蚶江鹿港设正口对渡”。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清政府在蚶江设立海防官署，开放蚶江与台
湾鹿仔港对渡贸易，蚶江被定为“内海正口，船只出入之
处”，统管泉州一府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的
对台贸易。蚶江、鹿港对渡最为繁荣的时代正式开启，商
贸之盛，一时无两，《蚶江志稿》有载：“大小商渔，往来涉
利，利之所在，群趋若鹜。”

来往蚶江、鹿港之间的商船，从台湾运来大米、蔗糖、
木材、水果、海产品等，从蚶江运去药材、烟、纸、茶叶、瓷

器等。从蚶江启航，一昼夜可直达鹿港，鹿港一时间赢得
“繁华犹似小泉州”的美名。

蚶江与鹿港之间的商贸往来还产生了一个文化产
物，那就是蚶江海上泼水民俗。据记载，明朝时，蚶江便
时有海上泼水活动。闽南端午有“汲午时水”民俗，渔民
要“洗船”“补灰”“画船”，相互间时常泼水取乐。随着蚶
江、鹿港开放对渡，四方船舶云集于当时作为两岸通航通
商中心码头的蚶江，船工们冲洗船只、追逐泼水、驱热消
暑，海上泼水活动遂逐渐发展为固定的竞舟泼水民俗，以
此驱邪消灾、祈求吉祥平安，祝愿海上航行安全。

19世纪末，清政府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
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蚶江与鹿港对渡宣告结束，蚶
江海防官署随之关闭，两地间传统的官方贸易随之走向
没落，但民间贸易依然不绝。蚶江与鹿港对渡在两岸播
下的文化种子，也已经生根发芽。

两岸携手 续谱对渡文化新曲

端午时节，人们争相涌向蚶江后垵澳海域，参加海上
泼水活动。数十艘渔船竞渡穿梭，看到有船只靠近，舵手
们稳掌舵位，船上的人拿着盆、桶等工具，舀起海水就向
周边船只上的人身上泼去，一时间水花四溅，从海面到海
滩，吆喝声、呐喊声、嬉笑声交织成一片，整个后垵澳变成
一片欢乐的海洋。

接连三天，除了渔船追逐泼水狂欢，百舸争流海上竞
舟、妙趣横生海上捉鸭、王爷船巡海共祈风调雨顺等传统
活动样样不少，民俗踩街、灯谜联猜、攻炮城等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精彩上演，还可品味两岸美食……丰富多彩
的活动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活动体验及打卡。

如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不仅成为
两岸交流的一大盛事，也成为蚶江的一张文化名片，背后
离不开一群有志之人的全力推动以及有关部门10多年
来的精心培育。

“闽台对渡及蚶江海上泼水活动于20世纪60年代
至80年代中断。20世纪80年代初，林祖武发现对渡碑
这一重要文物后，便联合有志之士致力于抢救海上泼水
这一传统独特的民俗活动。”李迎迎介绍说。

1988年6月28日，正逢蚶江忠仁庙关帝爷诞辰之
日，林祖武极力倡导民众把关帝爷诞辰之日定为“蚶江鹿
港对渡纪念日”，并举办规模盛大的闽台传统海上文体活
动，以纪念历史上的泉州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此后蚶江
每年都举办对渡纪念活动。

1999年端午节，石狮蚶江和台湾彰化县和美镇联
袂举办海峡龙舟竞渡邀请赛，中断已久的闽台对渡习俗
遂恢复了“海上龙舟竞渡”和“海上泼水”竞赛项目。

2007年，在石狮籍台胞王爱群、林清阔、蔡崇熙等
人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下，两岸携手举办闽台对渡文化节
和海上泼水节。当年端午，首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
海上泼水节举行，蚶江、鹿港两地乡亲心手相牵、热情相
拥。

随着首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举行，
蚶江海上泼水节由民间自发正式走向政府主导，举办规
模、两岸参与程度、文化影响等诸多方面，一届超过一届。

2008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闽台对渡文化
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纳入对台交流重点项目；2009年，
文化部将其列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点支持项目，中央文
明办将其列入“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2011
年，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被评为“中国最具
地方特色民俗节庆”，“石狮端午闽台对渡习俗”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塑造品牌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每年举办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王爷
船巡海都是重头戏。每逢端午，蚶江和台湾许多地方都
要举行“金再兴”号王爷船巡海仪式，祈求保佑海上航行
平安。

据蚶江村一些老人介绍，王爷船巡海仪式由来已久，
祖祖辈辈传承至今。清乾隆年间《泉州府志·风俗》也有
记载：“端阳……是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设醮，
至期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
仗、百戏，送水此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
者。”

清乾隆年间，蚶江与鹿港开放贸易对渡，蚶江彻汉五
王府信仰从王爷信仰演变为海神信仰，并随着商贸与移
民传播到台湾。从此，台湾供奉“五王爷”的庙宇越来越
多，庙形、王爷神像都与蚶江相同。

每年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
的信众纷纷前来蚶江朝拜进香，举行“放王爷船”——护
航开航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祭祀巡游活动，送王
船民俗不仅承载着广大台胞和海外侨胞的浓浓乡情，更
见证了两岸民间信仰的互动互融，体现了闽台民间信仰
共同的文化基因。

历史上蚶江鹿港对渡贸易时，大批大陆人通过蚶江
进入鹿港后，辗转分布到整个台湾岛。目前，石狮祖籍的
台湾同胞多达30万人。直至如今，海峡两岸民间还流传
着一首“对渡泼水”民谣——《欢喜船入港》：“欢喜船入
港，我君走船人，蚶江与鹿港，对渡来通航……”除了海上
泼水、送王船，两岸同胞还有许多共同的民俗活动，如采
莲、祭江、放水灯、灯谜竞猜等。

自2007年开始，每年都到蚶江参加闽台对渡文化
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的台湾参访团执行长蔡崇熙认为，
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在两岸民间交流中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彰显了两岸民众携手同心、共创未
来的美好愿景，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如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已连续举
办十多届，不仅传承了中原文化元素，还融入了海洋文化
特色，成为海峡两岸影响广泛的文化交流品牌和文旅融
合发展的“连心桥”。

（黄琼芬 王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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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石狮市蚶江镇迎来了一场盛大的节日——第十八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
今年的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除了常规的开幕式、龙舟邀请赛、海上泼水、海上捉鸭、攻炮城等活动，还举办海滩泼水，让更多市民

游客参与到泼水祈福活动中。
蚶江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明清时期，百里相望的石狮蚶江与台湾鹿港开通对渡航线，两地之间从此船来人往、互通有无，商

贸、文化交流盛极一时，海上泼水的闽台对渡民俗应运而生、深入人心，成为两岸民众文化同源的见证。

海上泼水。（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