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办学】“家门口的哲学——寻迹城南”研学活动

12 月 13 日，在泉州七中教研室、科技创新发展中心的共同策

划下，参加文科强基计划培训的部分高二师生参加了“家门口的哲

学——寻迹城南”研学活动。本次活动系“家门口的哲学——泉州

七中李贽思想研究”项目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由校聘研究导师、李

贽思想研究爱好者李晓东老师带领同学们，以天后宫、德济门遗址

为起点，行走城南，展开研学之旅。

李贽是明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中华民族杰出的历

史人物。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评价了包括李贽在内的二十多位中国历代思想大家，为中华



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在“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

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寻迹中，同学们从李老师的讲解中感怀历史，继续深挖李贽

思想形成的文化土壤。活动之余，同学们用文字表达了寻迹观感，

抒发了身为泉州人的自豪感和家国情怀。

【题记】

八卦清流绕城南，先贤名士竞风流

——寻迹城南有感

历史组 傅卿卿

一句“南门兜挤烧包，挤不过路角头”，道尽泉府城南昔日的繁华。

宋元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奇珍异宝汇聚于此，便有了“金青龙、银聚

宝”的美誉。城南的街巷中纵横交错地分布着一些沟渠，统称为八卦沟，

承载了太多泉城故事。城南的街巷内集中了众多名人故居，如李贽故居、

林廉平故居、民国泉商会长蔡鼎常的豪宅等等。红砖古厝，出砖入石，

蚝壳厝，番仔楼……虽然岁月在古厝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但历史的魅

力，如国画般，那一小点的墨迹便能渲染整面画卷。以天后宫、德济门

遗址为起点，沿着八卦沟水流的方向，寻迹城南，途径街巷中的古厝宫

庙，聆听八卦沟边居民的古城记忆。八卦清流绕城南，承载着多少家国

情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泉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州南有海浩无穷”

的现状，练就了泉州人“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的品质；

也赋予了泉州人“勇于担当、敢拼敢闯”的文化基因。“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乃是无数读书人千百年来追求的人生理想。位于城南万

寿路 123 号的民居主人——明末思想家李贽，便是城南先贤中的佼佼者。

也许是因为海洋文化的浸润，养成了他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

“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

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种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儒学“异端”，开

创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具有批判、务实精神的进步思潮。李贽的思想以

其鲜明的人文色彩，在封建礼教束缚压抑下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

光亮。

东亚文都的千年文脉传承至今， “海滨邹鲁”，人文荟萃。先贤名

士身上“敢为人先，爱国爱家”的精神，必将影响包括城南七中学子在

内的世代泉州人，乘风破浪，勇立潮头。



海内外礼制规格最高的天后宫——泉州天后宫

泉州南城门——德济门遗址



城南万寿路上中西合璧的泉南建筑



思想先哲李贽故居

泉州特有的蟳埔阿姨和她们的日常劳动



聚宝街上的蔡鼎常故居（泉州七中创办人之一）



独特的泉南建筑——蚝壳厝（取材于中国大航海时代返程时的压舱物，非洲东海岸、

南洋大蚝壳）



独特的泉南建筑——番仔楼

番仔楼中与印度传说有关的装饰图案



偶遇——道才巷（民间称肚脐巷，巷窄错身贴肚脐而过，故曰）



道才巷（肚脐巷）



那屋，那水，往事越千年

城南，千年历史，千年哲思

【寻迹观感】

兼容并包，流芳百世
高二 12 班 陈诗懿

一日的游览，是历史之旅，亦是哲思之旅。

一个人，究学术之深，集各家之长。众所周知，李贽反对孔子权威，

可能有人会认为他反对儒学，其实不然，他同样倡导儒学中有价值

的道德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李贽思想客观，严密的

体现。李贽的一生是坎坷的，在经历仕途不顺，接连丧子的打击后，

他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佛、道、儒三教的综合信徒。最令人称

道的，还有他在数学，文学方面同样颇有建树。李贽的广泛涉猎，



或许是遭受现实打击后的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他的成就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座城，承载着不同的文化符号。静伫于线香环绕，神圣古朴的天

后宫；仰视着精巧雅致，奇丽特色的火云窗；打趣着形式各样，排

水护基的滴水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的信仰，总在

世界各地上演着冲突，甚至流血，可泉城，这座包容的城市,会以慈

爱的眼神接纳他们落地生根，百花齐放。

经得住历史风雨的，并非独精一家之言以居他人之上，亦非排斥外

来以独善其身。或人或物，有兼容并包的情怀，方得长存于世，在

细水长流中书写出生机与魅力。

多元宗教下孕育的先进哲学
高二 12 班 傅臻颖

世界上有两座宗教城。一座是战乱频繁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基

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另一座是多种外来宗教聚集的泉州，它没

有像耶路撒冷那样被称之为“和平之城”，却赢得了和平。南宋著

名思想家朱熹游泉州时感慨:“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

是对泉州宗教最好的诠释。

生于泉州，开放包容的宗教多元理念与海陆兼具的独特人文地理环

境造就了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开放创新的先进思想，具有强烈的反

传统理念。例如其在《初潭集·夫妇篇》中特别立了“才识”一目，

列举了 25 位才智过人，见识绝甚的杰出女性，并且称赞她们是“男

子不如也”。其时儒家伦理道德占绝对统治地位，自诩为“异端”



的李贽敢于提出这些与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相背离的思想实在是难能

可贵。

长于宗教成份复杂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的信仰派别各不相同，

年幼的李贽便拥有了一颗海纳百川，万象皆容的心。。

正如泉州特色小吃面线糊一般，一碗汤面中掺入各不相同的食材味

料，泉州的宗教文化也具有其精彩纷呈的先进结合。正是因为在这

个环境的孕育，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学说的精神超前，振聋发聩，

以至于达到了“天下皆靡然宗之”的程度。

城南旧韵
高二 12 班 潘舒阳

漫步城南，瞧见古街深巷纵横，寻常百姓院落，间有名人故居，

街坊小店，庄严肃穆、古色古香的宫庙镶嵌其中，一抬眼又遇上南

洋风情的“番仔楼”……总觉得有说不尽的故事。

然而如此走过多少回城南，却从未注意，脚下踏着的古城脉络

里，默默安躺着一座城门。

这是一座始建于南宋的城门。遗址中除有宋元明清各朝代的城

墙残垣外，还有十多方展现多元宗教文化的珍贵石刻。基督教的“刺

桐十字架”与伊斯兰教的“云月”图案分别雕刻在同一块石刻的两

面，尤其罕见。这是十三、十四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万国

来客在泉州的生活印记：和谐共处，彼此尊重，相互融合。

看惯了潮起潮落，见证了沧海桑田，连着城南的古街深巷，这

是七百岁的德济门——它用其坚毅诉说着刺桐古城的衷肠。



驻足德济门，我仿佛望见千年前正欲出海打鱼的男子虔诚焚香，

向妈祖祷祝，而后走出这座城门，扬帆远航。走出去的同时，更以

海纳百川的胸怀，迎进来。每年三四月，大船到港，换小船走水路

通往城南，成就“金青龙、银聚宝”商贾云集的兴盛繁华。

仍是德济门，忠实守护着这一片熙来攘往。“番商”们聚居于

此，任由刺桐城与刺桐花温柔包容，不辨故乡他乡。“泉南番坊”

逐渐成形。

这是七百岁的德济门。从海丝鼎盛时代而来，作为水陆交通与

城市建设的重要史迹遗存之一，仿佛睿智老者般静默，静默之中，

展开城南穿越百千年的市井画卷。

巍峨的城门不再，城市也换了新装，而这始终静默的城门，交

汇着城南的古街深巷，等你驻足，邀你前航……

望堂号，悟乡情
高二 12 班 戴紫嫣

走过历经时间打磨的青石铺成的闽南街巷，我不由得停住了脚

步。

眼前的古厝群沧桑中不乏韵味，沉默中别有生机；而最吸引我

的是在门楣的匾额上，随处可见镶刻着的醒目的大字“衍派”“传

芳”。对于闽南文化，我们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建筑、美食等物质遗

产，却没有把目光留给这些细微之处。

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驻足于丁氏民居，由门楣上的“聚书衍

派”去触碰那段被埋没于前朝旧事的历史——明万历丁启濬数次以



自己的广泛学识逢凶化吉，甚至皇帝都大嘉赞赏“不愧聚书之裔”。

自此，陈埭丁氏即以“聚书”一词为自己的堂号。这样一块小小的

匾额，让些许了解其渊源的我痴迷，而世人又有多少可以说出其中

道理的呢？我陷入沉思。

研究过后，细细想来，我竟是错过许多。衍派与传芳是姓氏中

的两个方面，被统称为“堂号”或“灯号”。衍派是姓氏的发源或

渊源、支脉；传芳一般指姓氏中某个典型人物的德操、风范，或其

足以垂范于后世的行为准则及赫赫声望。当中原的地名、美好的词

汇出现在闽南古厝的门楣上，没有深入思考的我们认为这只是装饰

之物，殊不知这是中原文化传统在闽南的延伸，亦是闽南人对自己

祖脉源流的探索和追寻；没有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发展，我们何以脚

踏实地朝未来进发？

闽南古厝虽不复旧时繁华，但那尘埃斑驳的匾额仍以倔强自强

的姿势，坚守往日的气派，坚守发生而又随之消逝的故事，坚守着

泉州人的根；她也将见证着新一代的泉州人沿着海丝之路扬帆起航，

见证着“东方第一大港“的复兴……

念至此处，回首过往，眼下走向未来的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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