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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走武夷民间》由邹全荣著，作者以随笔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武夷山乡土上纷繁而丰实的文史景
观。
在章节的安排上，作者将其分为“仰望人文时空中的景观”、“探究民间技艺里的意趣”、“阅读乡
土上的陈年旧事”三个部分，既各有主题，又互相连贯相通。
相信读者读后，一定会从中获得不少裨益，并对武夷山乡村的人文景观充满关注与呵护之情。
2011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创意文化产业专家贾斯汀参观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下梅后认为：
武夷山的乡土上，有许多令人喜欢的民间创意，它是一笔财富，是武夷山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
关注和保护好我们民间的乡土文化资源，是一份文化责任，我们希望更多热爱武夷山的文史工作者，
在挖掘和整理武夷山历史文化的艰辛努力中，取得新的成果，为武夷山的文化事业繁荣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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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全荣，男，1956年生。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
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武夷山市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南平市政协文史研究
员，武夷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教师》2009年第7期封面人物。
2003年，小说《油条与豆浆》获武夷山市人民政府该年度“出人才，出精品”文学创作奖。
同年9月，出版《武夷山村野文化》一书。
2004年创作的小品《箍桶记》，获福建省该年度广播剧二等奖，再获2005年福建省纪检监察系统反腐
倡廉文艺汇演二等奖。
2006年6月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下梅》一书，同年7月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传
统制作技艺申报文本的主创人员，普通高等教育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武夷茶经》编委，福建省中小
学乡土教材《海西家园》研发组成员，2010年荣获武夷山市委、市政府授予的“优秀人才奖”。
已在全国各类刊物发表作品500多篇达4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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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场子勺地名的变迁 在武夷山，一提三姑村，早已名声在外。
但是，一说场子勺，却鲜为人知。
一些地名随着时间的久远，被覆盖了，新的地名取而代之。
比如，三姑村明代前叫三姑洲，土名叫场子勺。
获知这一被岁月掩盖了的土名，是不久前笔者在公馆村采风时，在一村民家藏的石碑中得到的。
 坐落在武夷山国家度假区的三姑村，过去是一个宁静优美的乡村。
它与崇溪相伴，西南面是一块宽阔的三姑洲。
古时候的三姑村落周边，嘉禾千顷，原野开阔。
临西南角是块平坦的绿洲，从东北面山脚流来的一条小溪，如一柄长勺，潺潺流水把临洲的低洼地，
冲成一个大圆池，附近的原住民就把这块地形象地比喻为“场子勺”。
流入场子勺的小溪水，足以推动一座碓坊的石碓。
于是，当地村民就在此建起了一座水碓磨坊，日以继夜加工他们的粮食。
可惜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崇溪的一场特大洪水漫上了场子勺，水碓被冲毁了，农田被淹没后成了沙
洲。
村民们自发地把溪边的幼树看护起来，幼树渐渐地长成了风水林，庇护着村庄的田塍。
于是，不复存在的场子勺被更名为三姑洲。
 三姑地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到了清末，三姑村发生了一起民事诉讼案。
咸丰元年（1851），建宁府裁决此案，三姑村民众将其镌刻成碑，矗立于三姑洲头。
这块刻着由建宁府知府批示的“奉宪详批示”石碑，100多年来得到了江氏族人的有效保护，当拂尽覆
盖在石碑上的岁月尘埃时，碑上的300多个汉字再次告诉人们：当年建宁府知府对三姑村一起民事案的
公正裁决，彰显了三姑村民利用公产收入来维持种树护村的公益行为，反映了清代三姑村民自觉保护
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
在此，我们把石碑原文抄录于此，以飨读者。
 奉宪详批示： 特授福建建宁府知府加十级纪录六次吴口，为批县详查此案，前据监生罗定模等赴府
佥呈前朝万历年间，土名场仔勺早田一段同碓一座，年供官米五升，后因该田碓飘流成洲，难期开垦
，田主江夏捐充本村公业，蓄树护村，更名三姑洲。
粮存江季春户公同输纳等情，兹核县详断：令该洲归于三姑地方公众管理，给示泐碑，永远严禁，以
杜混争砍伐，所断尚属公允。
自应照断饬遵。
惟该洲现有官粮五升，乃国家维正之供，丝粒不准短欠。
应即责成该村众照旧公同输纳，仰即遵照办理此缴。
原词存咸丰元年十月十八日，阖乡众首赴府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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