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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什么？“虽然我自小在台北
长大，但我的祖籍在福州，每次听到
《茉莉花》，我都会想到我的家乡福
州。”沈吕遂说。

在纪念沈葆桢巡台 150 周年之
际，沈吕遂从台湾带来一份特殊的礼
物——一副复刻的沈葆桢手书木制楹
联。这副楹联上书“开万古得未曾有
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
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
创格完人”，楹联的原版挂在台南的延

平郡王祠。
“沈葆桢初到台湾时，观察到台湾

民间敬仰郑成功，所以上书清廷为郑
成功建专祠，此举也是为了在外敌当
前之际收拢民心。”沈吕遂说，“这次回
来很感动，沈葆桢故居完成修缮，一砖
一瓦，修整如旧。我希望能把这副楹
联挂在沈家老宅。”

回忆起第一次回福州的场景，沈
吕遂还历历在目：“1994年初来福州，
那时觉得这里好像还处于一个发展停

滞的阶段。现在，交通便利了、巷子宽
了、绿化多了、古建筑和老宅子也保护
得非常好。”

面对福州的巨大变化，沈吕遂感
慨万千，这些年来，他见证了这座城市
的美丽蝶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影视圈
到餐饮界，沈吕遂的初心没有发生改
变，他希望沈家留在福州三坊七巷的
故事，能通过影视剧或者美味佳肴等
载体传播出去。

“看，那里就是文书中的‘鸭姆
碓’吧？”

站在永泰县嵩口镇漈头村龙漈
溪的一座小桥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
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遥指
远处的水岸说。鸭姆碓是一个连本
地村民都鲜少提及的地名，却因一箱
契约文书吸引了国际学者的目光。

漈头村常住人口仅有百人，外国
学者到访的场景在 7 年前还是新鲜
事。如今，村民对此已习以为常。

初遇：寻找一箱“废纸”
2017年，宋怡明与厦门大学民间

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应邀
来到永泰考察历史文书，不在行程之
中的漈头村阴差阳错闯进学者们的
视野。从这里出发，宋怡明开始了一
种全新历史视角的探索。

“郑教授、宋教授，好久不见，快
进来喝杯茶！”入夏后的永泰烈日当
空，漈头村村支书陈秋东在村部门
口等了许久，终于迎来了两位老朋
友——郑振满与宋怡明，同行的还有
受邀前来调研的历史学专家们。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口音，一群
人却熟络地唠起了家常，回忆起在漈
头村的点点滴滴。

“漈头是我开始永泰文书研究的
第一站，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历
史文书，包含族谱、契约、阄书、账簿、

日用杂书等。”宋怡明还记得初次到
访漈头时，当时正值暑期，村里的孩
子们穿着睡衣好奇地一路跟着他们
寻庙找碑。

好奇的不仅有孩子，还有为他们
带路的陈秋东。“当时听说有厦门和
美国的大教授来村里，只为一箱‘废
纸’，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有什么
特别的吗？”陈秋东说，当时只觉得教
授们为人随和，后来才知道他们到村
里是为了寻找民间文书，研究历史。

漈头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
山村，多少年来，它同大多数村庄一
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寂寂无名。

“我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
的，但不意味着‘失败者’的历史没有
价值，永泰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可以让
我们恢复‘失败者’的历史，让我们从
老百姓的角度去重新考虑中国历
史。”宋怡明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伊
曼纽尔·勒华拉杜里曾写就《蒙塔
尤》，讲述 13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偏远
的山区历史，这本书后来成为整个法
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作品，也许关于永
泰的研究也会成为他的“蒙塔尤”。

深入：为普通人“立传”
从2018年开始，宋怡明在哈佛大

学开了一门叫作“中国民间文献阅读
培训课”的选修课，把更多的永泰文
书以及研究放到了课程里，其中当然

也包括在漈头村收集到的文书。
去年暑假，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

明系中国历史学博士周晓睿第一次
到访永泰，他也是中国民间文献阅读
培训课的选修者。“课堂上，我们从漈
头村的‘鸭姆碓’入手，看一块土地如
何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转，在不同的家
族间被贩卖；接着我们看到村内一个
叫吴履人的佃农所签署的文书，分析
他如何从佃农，一步步走向赤贫……
用这些一手的历史资料，我们共同还
原了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周晓睿说。

吴履人的经历是宋怡明每次提
起永泰文书时一定会分享的故事，去
年他和学生郎超花了数月时间，通过
二三十份从清朝康熙年间跨越到咸
丰年间的永泰文书，重建了当地吴氏
家族谱系。

“在漈头村，我们发现那里有相
当一部分契约文书会讲到姓吴的人，
但实际上现在的漈头并没有吴姓家
族，他们去了哪里？”宋怡明说，通过
契约文书里一笔笔的买卖记录和地
方史料，他们发现了一个悲伤的故
事：吴履人租田耕种欠下田租，陆续
将自己继承的财产变卖，甚至把自家
的粪厂（厕所）卖给人家，他的儿子吴
仙海也远走他乡。这些历史文书，可
让读者与一个死去100多年的人产生
情感连接，意识到当时普通人生活的
不易，引发现代人的共鸣。

令宋怡明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在
漈头村的一次田野调查中，他们发现
水沟间一块不起眼的垫脚石，居然是
清光绪年间陈氏族人为其母所立的
墓碑，而墓碑主人的名字恰好出现在
他曾经收集、阅读并在哈佛课堂上分
享过的历史文书中。

在一次次走访、谈话中，宋怡明
与漈头村、漈头人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即便其中有数年他无法亲临永
泰，他依然牵挂着永泰、漈头的历史
文书，并通过线上方式与本地团队保
持联系。不久前，宋怡明被永泰县政
府授予“荣誉村民”称号，从洋教授变
成村里人。“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
顺地说‘咱们’永泰了！”宋怡明开心
地说。

持续：传统智慧焕新
被漈头、永泰吸引的不只有宋怡

明。上个月，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
研究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在嵩
口镇举办“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资料与
新路径”研习营，来自哈佛大学、圣约
翰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
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厦
门大学等 20多所知名高校的近 50位
师生参与，漈头村也是目的地之一。

“这个地点现在还能找到吗？”
“这个土名指代哪里？”……在漈头村
献宝厝，学者们对着从契约中筛选出

的地名，围着村支书陈秋东孜孜不倦
地询问。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博士
论文正是围绕永泰文书展开。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岳
沁之曾以漈头林家的人情簿为切入
点，开展关于清末民初闽东乡民的
人情往来及其人际网络的研究。“可
以说文献收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多亏了村委会和村民的照拂，将宽
敞的村部会议室专门留给我们工
作，还有村民亲自将成箱的文书搬
到村部，约好哪天来取就任凭我们
处置。”村民的热情回应让岳沁之感
动不已。

学者们纷至沓来，令人不禁想
问，民间文献研究对当下的乡村建设
有什么助益。

“旅游开发并非评判一个地方发
展的唯一标准。‘文字下乡’并未取代
口头文化传统，我们之所以要去做田
野调查，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地方重建
文献系统，从整体史视野恢复地方传
统，让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在新时
代找到新的价值。”宋怡明说。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今，
宋怡明与漈头村、永泰的故事还在继
续，我们期待看到一个独特视角下的
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图景。

本期嘉宾

沈吕遂 沈葆桢六世孙、台
湾资深制片人。曾担任

《乔家大院》策划，代理张
纪中版《水浒传》在欧洲版
权推广。

沈吕遂：延续宫巷26号沈家故事
本报记者 燕晓 见习记者 傅亦静

为纪念沈葆桢巡台 150周年，
“沈葆桢巡视台湾”史迹展近日在
沈葆桢故居举办，沈家后代齐聚。
沈葆桢六世孙沈吕遂，因此回到故
乡福州。

沈吕遂自小在台湾长大，但三
坊七巷里的家族印记深深刻在他
的骨子里。

作为台湾资深制片人，沈吕遂
希望通过拍摄电视剧《牡丹风云》，

将沈葆桢的故事搬上荧屏；
作为“翰林筵”餐厅老板，他将

福州官府菜做到极致，在台湾传承
闽菜文化并发扬光大；

作为沈葆桢后裔，他眷恋着故
乡福州，多次来榕采风、参加侯官
论坛、送楹联回沈葆桢故居……

这个福州话已经说得不大灵
光的沈葆桢六世孙，用自己的方式
延续着宫巷26号沈家的故事。

有着艺术家气质的沈吕遂，还有
过另一个身份——餐厅老板兼主厨。

在台北繁华的仁爱路三段九号，
他曾开设了一家名为“翰林筵”的餐
厅，将福州官府菜的精髓与侯官文化、
沈家历史巧妙融合，为食客带来味觉
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沈吕遂回忆，因祖辈来自福州，
小时候家里宴请宾客，他经常进厨
房打下手。“当时跟着外婆、奶奶做
福州菜，对闽菜文化其实是没有概
念的，只是动手来做，但久而久之就
学会了。”沈吕遂说，后来在北京跟
着侯宝林等大师尝遍了五湖四海各
系菜肴，又时常听到别人介绍福州
菜的典故，便逐渐对闽菜文化产生

兴趣，就想把小时候学到的福州官
府菜传承下去。

这个想法在 2011 年落地。由于
父亲中风卧床，沈吕遂不得不离开北
京返台尽孝，闲暇时便开了这家以福
州官府菜为主题的餐厅。“从最初的
一两桌影视圈朋友，到后来的政商名
流纷至沓来。”沈吕遂说，餐厅四年前
就关掉了，但关注度仍然很高，因为
这里吸引人的不仅仅是福州菜本身，
还有沈葆桢家私房菜带出的历史故
事。

福州的官府菜究竟有什么不同？
“官府菜就是文人菜，文人遵循儒家思
想，做人和做菜都要讲规矩。”沈吕遂
介绍，“因为文人身份地位较高，经济

问题不在考量范围，追求‘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由于这样的坚持，便形成
了官府菜。”

佛跳墙是闽菜中首屈一指的传统
菜肴，也是福州官府菜的代表。“其实
佛跳墙应该叫福寿全，熬汤必须要全
鸡全鸭全肘，食材昂贵且工序繁琐。”
沈吕遂说。

台湾菜和闽菜有何渊源？沈吕遂
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台湾的饮食文
化与福州一脉相承，如闽菜招牌佛跳
墙在台湾备受欢迎，是喜庆宴会、年节
餐桌上的主角。此外，台湾还从福州
引进了许多特色食材，如橄榄、糟菜、
红糟等，这些食材成为台湾菜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初见沈吕遂先生，72岁的他
身材消瘦，身穿深绿色短袖 Polo
衫，头戴英伦风帽，举止间流露出
艺术家气质。

沈吕遂自幼对影视艺术怀有
浓厚兴趣，大学毕业便投身影视
圈，在北京影视行业耕耘多年。
其间，他与导演姜文合开影视公
司，策划了经典电视剧《乔家大

院》，持有高阳《胡雪岩》三部曲的
版权，代理过张纪中版《水浒传》
在欧洲的版权推广。

在两岸影视文化界浸淫多年
的沈吕遂说，尽自己所能在推进
两岸文化交流上做点事，这是他
的心愿，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仍然充
满干劲。“我想通过拍摄影视剧的

方式，把自己祖辈的故事和台湾
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
道。”沈吕遂告诉记者，2000年左
右他就开始筹拍电视剧《牡丹风
云》，因种种原因，拍摄一度搁
置。如今，他重启电视剧《牡丹风
云》，意在还原“1874 年日本以琉
球船民在台湾被误杀为借口，发
动侵台战争，沈葆桢以钦差大臣
身份赴台交涉，成功使日本撤兵”
的历史。

去年，他在福州不辞辛苦，寻
访数月，在福建重组剧组，并将沈
葆桢主持马尾船政的经历融入剧
情中。

沈吕遂深情地说：“福州是中
国海军梦启航之地，沈葆桢在福
州总理船政，培养出一批批杰出
的海军人才，这是我们不可忘却
的历史。”

“1866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
与 沈 葆 桢 在 福 州 马 尾 设 立 船
政，创办船政学堂。1874 年，日
本侵台后，沈葆桢带领船政学子
驱日保台，这是船政学子首次登
上中国历史舞台。”沈吕遂对那
段历史如数家珍，在马尾船政的
采风也让他有了新灵感。“未来
我还想跟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的学生们交流，了解年轻人的
想法，让电视剧的情节更加饱
满。”

传承福州官府菜传承福州官府菜

续写两岸故事续写两岸故事

沈吕遂（右
一）与其他沈家
后人共聚沈葆桢
故居。

本报记者
叶诚摄

小山村来了洋教授
本报记者 叶欣童

沈吕遂在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船政文
化研讨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宋怡明（左）、郑振满（中）研究漈头村的文书。通讯员 张培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