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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过完尾牙，年就近

了”。在闽南，“尾牙”是个特别

重要的日子，这天要隆重地祭祀

土地公。随着岁月年轮的滚动，

“尾牙”被新的时代文化，原本的

“吃尾牙面忧忧”如今已成为充

满温馨感激的企业关怀。

“牙”是中国民间祭拜土地

公的仪式。传统习俗中，做生意

的人在农历每月初二及十六，都

必须准备三牲四果、香枝与纸钱

等祭拜地基主（土地最早的主

人）以及土地公。

在闽南，尾牙由来已久，早

在清代就有相关记载。清乾隆

《泉州府志》腊月十六日：商贾皆

祭土地神，牲醴极丰。清乾隆

《安溪县志》二月初二日：各村俱

祭土地，名为做福。民国《南安

县志》腊月十六日：商贾皆祭土

地神，牲醴极丰。遍请亲友，以

其品物。现代有关尾牙的描述

和记载有《泉州市志》《泉州民俗

文化丛书》《晋江民俗掌故》等地

方志、民俗志。

在“尾牙”日，人们要烧土地

公金以祭福德正神。由于闽南

各个地区风俗各不相同，祭拜所

用供品也有所不同，但在这个比

较重大的祭祀活动上，传统供品

中一定要有“三牲”和“五果”。

“三生”包括鸡、鱼、猪，其中

鸡和猪是必不可少的。闽南人

很看重家的意义，鸡象征家，团

圆之意，“鸡”和“基”谐音，“建

基”就是“建家”；鱼象征年年有

余；猪和鸡一样象征家，暗指六

畜兴旺、人丁兴旺、家庭满眷。

另外，由于佛教吃素禁杀生，信

佛的人就用面粉做成“三牲”的

模样来供奉、祭拜。“五果”通常

是李、杏、枣、桃、栗，象征着金、

木、水、火、土，寓意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尾牙”不仅是百姓春节活

动的“先声”，更是企业一年的

“尾声”。在闽南有句“尾牙”俗

语——吃头牙捻嘴须，吃尾牙面

忧忧。“在古时候‘尾牙’宴事关

工作去留，故员工赴宴时，总是

提心吊胆，面带忧容。”市博物馆

馆长李国宏说，传统的“尾牙宴”

上，老板会以“鸡头鱼尾”方式来

决定明年的辞退人员，因此又有

“鸡头相对，伙计走开”的仪式，

这是老板要“炒鱿鱼”的婉转手

法。

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尾

牙”被赋予了新概念，很多企业

把“尾牙”变成了年会，邀请全体

员工一起吃饭，交流感情，感谢

员工的辛苦付出。通过各种各

样的关爱活动，展现企业人文关

怀，热热闹闹迎新年，“尾牙宴”

成为了温馨的“答谢宴”。

（郑秋玉）

闽南“尾牙”的
文化演变

凤里庵前那只石狮子的传说

石狮独具特色的舞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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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与“狮”文化的不解之缘
狮，在闽南被视为祥瑞

之物。石狮是中国仅有的
以“狮”为名的城市，更与
“狮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凤里庵前的石狮子，至今仍
娓娓诉说着一段美丽传说；
市标气势恢宏的“东方醒
狮”，向来来往往的人展示
着石狮人的奋斗与拼搏；精
彩绝伦的狮阵、舞狮表演，
是数百年文化遗产的薪火
相传……

2

3

狮与虎同称“百兽之王”，

在闽南被视为祥瑞之物。人

们希望以狮子“百兽之王”威

武、勇猛的形象，来驱魔避邪，

祈求和平安宁。《宋书》记载：

“狮子，威服百兽。”狮被借以

象征人世的尊贵。旧时，宫

殿、衙门、寺庙、豪宅门外两旁

常蹲坐一对石狮，左雄右雌，

既显示尊贵，又有镇宅辟邪的

作用。

狮与师同音，民间取其谐

音，以表达吉祥。表现在绘画

上或雕刻上有所谓“太师少

师”，大小两只狮子嬉戏的图

案。常见的还有“双狮戏绣

球”图，也表示喜庆吉祥之

意。狮子饰纹也广泛用于衣

料、建筑、家具、器物等方面。

狮在宗教文化上，也占有

一定的地位。佛经中喻佛为

狮，《大智度论》云：“佛为人中

狮子。”狮也常借以比喻出类

拔萃的人，犹如狮子为百兽之

王。狮还是文殊菩萨的坐骑，

文殊菩萨被誉为智慧的象征，

这也给狮子增添了神圣、吉祥

的含义。

说起石狮，不得不提其地

名的由来，那是源于至今仍然

置于市区城隍街凤里庵前的

那只石狮子。相传，在隋代之

前，贫瘠荒芜的石狮只有一条

从永宁沿海盐场通往泉州的

大路，路边凤里庵的石亭外立

着一对石狮子。南来北往的

商家旅人都以石狮子为地理

标记，时间长了，人们就不记

得它原来叫什么，而“石狮”便

成了它的新地名。

《乐游石狮》记载，“凤里

庵”主体建筑始建于隋朝，坐

北向南，经过历代重建和扩

建，规模逐步扩大。清朝康熙

年间重建时占地达2000多平

方米，建筑物包括山门、拜亭、

前殿、中殿、方丈室、知客室、

斋堂、花苑，拜亭四周有石椅

石桌。庙里供奉弥勒佛、地藏

王菩萨、释迦牟尼三世尊，正

中间供奉观音菩萨，两侧是罗

汉壁龛。庙前还有一对石狮

子。

而今，凤里庵前为何只剩

下一只石狮子？相传，清朝初

年，有一位风水先生路过凤里

庵，看到庙前蹲着一对石狮

子，而背后正是“凤穴”，犯了

忌讳。村民听后慌忙请求指

点破解办法，风水先生答说：

“补救之法是：二者必弃其一，

再造一个莲花石臼，放在狮子

旁边。”村民听了一一照办，弃

了一只石狮子，换上了莲花石

臼。至于是谁在凤里庵前放

置了这对石狮子，我们已无从

考究。这只石狮子不仅蕴含

着民众迎福纳祥的心理诉求，

更彰显了石狮人敢于拼搏、勇

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在石狮市区，市标“东方

醒狮”雄风凛凛、气宇轩昂，迎

送着四面八方的宾客，充分展

示了石狮风采。

舞狮是石狮民间岁时活

动的重要节目之一，具有娱

乐、健身、迎福、纳祥的意义，

又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体

育活动。石狮的舞狮主要有

两种，即文狮与武狮，这是两

种不同风格的表演形式。

“武狮”又称“刣狮”，这是
南少林武术与狮子舞蹈的完

美结合。表演时，由两人扮成

狮子，套上“狮衣”，其他四五

十个武士，手持刀枪戟盾等十

八般兵器，包围着狮子“大打

出手”。狮子则时而左突右

闪，避过兵器的攻击；时而腾

空而起，勇猛出击扑向人群。

表演时，刀光剑影，吼声阵阵，

惊心动魄。

为避讳石狮地名，历来不

在市区表演“刣狮”，但在乡下
照“刣”不误。石狮的武狮表
演队伍中，较为出名的有卢

厝、东园、沙美等村的狮队。

锦尚镇卢厝村的狮队，以表演

武狮（即“刣狮”）而闻名遐迩，
相传是少林和尚“一元祖师”

创建的，表演时场面宏大壮

观，既有观赏价值，更有实战

作用。

“文狮”以舞蹈为主，夹杂

着杂技。一头狮子由两人穿

上“狮衣”来表演，一人作狮

头，一个作狮尾，还有另一人

作武士。在节奏鲜明的锣鼓

声中，持彩球引逗，三人通力

合舞，这需要强壮的体力和娴

熟的技巧。

石狮的文狮表演中，尤以

蚶江镇溪前村舞狮队的表演

蜚声海内外。表演队自行创

作新舞狮套路十一种，融舞

蹈、武术、杂技、体育艺术为一

体，具有编排新颖、造型美观、

神态逼真、动作惊险的独特风

格，配以闽南特有的“什音”为

韵脚，使狮舞更加栩栩如生，

深受海内外观众喜爱。以蔡

奕品为总教练的“东方醒狮”

舞狮队更是名扬四海，在国

际、国内各种比赛中屡获佳

绩，号称“北狮王”“天下第一

狮”。

多年来，石狮狮文化在海

外受到华侨、华人以及外国人

的喜爱和重视。在菲律宾、新

加坡、美国等地，不管是繁华

都市，还是寂静小镇，只要有

石狮的“舞狮”表演，都能吸引

众多爱好者驻足观看，“舞狮”

成为石狮与海外侨亲交流和

沟通的重要途径之一。

（郑秋玉李荣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