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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珠岗北面的峭壁上有一个凹陷的 “L” 形的石交

椅，游人到这里没有不去坐一坐的。相传它是白云禅师

参禅的地方。

白云禅师是白云寺的开山祖，炼丹成功之后，曾去过

福州鼓山寺。当时，鼓山寺有一个规矩，凡是游僧到这

里，进门前一定要陪值班和尚参禅一炷香。白云禅师由于

专攻丹法，不善于坐禅，结果一炷香尚未烧完一半就坐不

住了，被知客僧拒于门外。这对他真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和打击。

回到太姥山，白云禅师下决心要练就久坐参禅之功。

他把丹渣研制成七炷石香，每炷能够点三年，他就服下丹

药在龙珠岗北边一块僻静的地方练起坐禅本领。春去夏

来，秋过冬至，他静坐在坚硬的岩石上，任风吹雨打，日

晒雪盖，毫不移动。为了坐得更稳，他抬手移来一块又大

又圆的花岗岩压在盘着的腿上。石香极慢极慢地燃着燃

着，整整过了三年，一炷石香才燃尽。白云禅师这才把腿

上的大石搬掉，放在龙珠岗上，这就是“龙珠石”。龙珠

石下有一泓常年不干的清水，那是禅师当年洒下的汗水。

禅师坐过的地方，岩壁凹了下去，形成一把光滑的石交

椅，人们叫它“仙人椅”。

常言道：“三年胳膊二年腿”，练了三年腿，白云禅师

的坐功还能不深吗？于是，他第二次再到鼓山寺。值班和

尚见他又来了，有点瞧不起他，说：“这回坐半炷香行了

吧？”白云禅师掏出一炷石香。值班和尚见那香颜色铁

青，又那么粗那么长，吃惊不小，但是他想：凭你那半炷

香还坐不了的功底，我能输给你吗？

石香点起了，白烟如丝。两人端坐着，一个时辰过去

了，不见石香蚀去半粒米，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值班和尚

已腿麻腰酸，饥肠辘辘，差点晕倒。看看白云禅师却那样

满面红光，安祥自如，他只好离开坐垫，连称：“师父免

了，师父免了。”

白云禅师从鼓山寺回白云寺，仍然继续炼丹参禅，直

到得道上天。他留下的五炷石香还插在太姥山上。据说，

如果有参禅功深如同白云禅师的高僧，还能点燃石香

哩。 □ 庄永西 整理

仙人椅和石香

中新社讯（叶秋云）“透过他们的笑容，可以感觉到

他们对福州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喜爱。”5月 29 日晚，台

湾快乐联播网主持人张敏玲在参观福州台胞公寓时表

示，选择来福州工作、创业的台湾年轻人过得挺幸福的。

“公寓有多大？”“租金多少？”“申请的台胞要有哪

些资质？”参加在福州举行的 2023“清新福建行”两岸融

媒体联合采访活动的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当天探访了

位于福州桂溪社区的台胞公寓。

福州率先试行就业创业台胞住房保障，推动台胞安

居工程建设。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的保利

香槟小区，成为福州台胞公寓集中地。2021 年福州面向

台胞推出公租房以来，先后有 206 户 304名台胞入住这

里。如今，这些台胞正以“新居民”身份，融入“新家

园”。

台胞王廷维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闲暇

之余，住在福州台胞公寓楼栋里的邻居不定时会喊他去

家里坐坐、吃吃饭；工作遇到瓶颈时，大陆和台湾的朋友

纷纷给予支持和鼓励。“住在台胞公寓，真的让我有回到

家的感觉，也让我开始考虑长久住下来的可能。”

快乐联播网 / 嘉乐电台台长林亚边参观边拍摄视

频。“台胞在外打拼最关心的是居住问题。”林亚说，台

胞公寓地段好、配套完善，最重要的是租金便宜，同样户

型比在台湾租房便宜了一半，“条件这么好，台胞可以安

心打拼。”

张敏玲也表示，将会通过此次采访活动，多采集一些

在福州创业、工作的台胞素材，串联成完整的稿件。“可

能这样的声音传回去，会让很多年轻人惊讶，原来我们来

福州创业、工作是无后顾之忧的。”

两岸媒体探访福州台胞公寓

硖门畲族乡瑞云村是福鼎市畲族

聚居地之一，畲族同胞在这里拓荒垦

土、勇敢拼搏，并以歌代言，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建设出了美丽富饶的家园，积

淀了大量的畲族文化遗存，形成了独特

的民族风情。5月 26日，瑞云村内，一

位畲族同胞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换下旧

衣，穿上畲族特色的“凤凰装”，精心装

扮着自己，准备出席一场属于畲族人民

的盛大节俗活动。当天，这样的情景不

约而同地出现在瑞云村的家家户户。

今年的 5 月 26 日时逢农历四月初

八。这一天，瑞云村内人头攒动，8000多

名来自各地的畲族同胞与游客齐聚在

此，共同参加硖门畲族乡庆祝挂牌成立

三十周年系列活动暨第十届瑞云 “四

月八”歌会（牛歇节）活动。

活动伊始，随着婉转悠扬的曲调由

远及近，舞台上，畲家男女对唱山歌，欢

颂着美丽乡村好发展，满怀热情地欢迎

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畲族人以歌为言。

畲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

民族，歌，自古以来就是畲族人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在长期的劳作

实践中，畲族人民把对生产生活得到的

经验与认识，通过传唱的形式传承下

来。他们通过畲歌吟唱生活，谱写人生，

传承文化，故此畲歌也称“歌言”。

每年“四月八”也被称作是“歌王

节”。畲族人民都要举办歌会，传唱先

祖遗歌“大喝”和“小喝”。这一天，瑞

云村中，古老的山哈调在深山中悠扬飘

荡，清婉嘹亮与高亢雄浑相辅相成，穿

着“凤凰装”的畲族男女老少，三五成

群地在这片土地上以歌传情，热情与自

由的气息自深山中扑面而来。

民族特色，风情万种。“四月八”除

了畲歌缭绕山林外，作为列入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畲族

乡“四月八”牛歇节歌会的重点自然离

不开“牛歇”二字。

《福鼎畲族志》载：“农历四月初八

忌用牛。”

爱牛是畲族人的传统。在我国漫长

的农耕时代，牛的耕种，养活了一代又

一代，一辈又一辈的畲族人民，耕牛为

他们带来了粮食，使他们过上丰衣足食

的好日子，所以四月初八忌用牛的习俗

开始代代传承。

“四月八”这天，每只耕牛都可以

在瑞云村享受着它的“年假”。瑞云村

的畲族同胞们还制定了一条 “铁律”：

“严禁鞭打以定牛魂”。耕牛在“四月

八”不仅不用下田劳动，大家还会扫牛

栏、洗牛身，拿出上好的草料和家酿供

耕牛吃喝，犒劳它一年的辛苦。

“牛角生来扁扁势，身上负者千斤

犁；水牛做饭给人食，四月初八歇一

歇。”

牧童大声唱诵着牛歌，庆祝往年的

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渐渐的，牛歇节成为了瑞云一道独具风

情的畲族民俗风景。

如今，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尽管

耕牛数量已大量减少，但畲族人民对耕

牛的保护却从未减弱。当地人依旧有着

不可以宰杀耕牛的规定，并且家家户户

还会模仿牛角，制作“牛角粽”，以表达

对耕牛的感恩之情。

“咚咚咚……” 声声锣鼓响起，一

年一度的“四月八”牛歇节歌会依旧火

热进行。打麻糍、包牛角粽、蒸乌米饭、

织蓑衣草鞋……浓郁的畲村风情包裹

着畲汉等各民族的同胞们。夜幕降临

时，人们还会燃起篝火，围着火堆尽情

地对唱、舞蹈，表达对未来生活的良好

祈愿和祝福，民族团结最美的样子在此

展现得淋漓尽致。

□ 王绮蓼 /文 资料图

瑞云牛歇节 畲乡魅力扬

民俗“火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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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耕牛穿上“花衣”

畲歌表演 叶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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