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漳平市区起步，至南洋镇、九
鹏溪，过双洋古镇，进入赤水。一路
青峰丽水，景物缤纷。这一带早年为
宁洋县境，县名曾在老辈人话语中
与史料文字里多次相遇。几十年前，
宁洋县治撤销，大部分乡村归漳平
辖管。香寮村分属赤水镇，位处漳平
西北，与永安市境毗连。

在赤水境内停停行行，不觉已
到香寮地界。道路窄了些，坡也陡
起来。团团块块的葱茏扑面而来，
耳畔是清溪的哗哗流响。盘旋，再
盘旋，吾等疑是进入了山道弯弯的
原始林区。

忽地，眼前撞出一座花木缠绕
之山冈，冈上矗立一楼宇，楼顶挺着
红漆大字“香寮山庄”。其下一湾水
面，碧波粼粼。

公路在此是一个徐徐的半圆，
一会儿便行至窄紧的村口。穿过村
口，眼前一片敞亮，深山里兀然一个
平展展的村庄。

香寮村虽隐身僻远之地，却早
有了不小的名气。成就其声名的，不
仅仅因为它是漳平美丽乡村之一、
罕见的“百姓村”以及位处钟灵毓秀
的天台山麓，最使人们心向往之的
是，其为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王
景弘的故里。

王景弘八下西洋，功绩昭彰，翻
阅史籍，却少有他的身影。漫长的年
代里，他的名字不为人所知。究其因
由，大致如下：其一，修史的文官对
宦官大多存有偏见，不愿多写内官
的事迹。一个地方一个家族，对当地
所出太监以为耻辱，也就讳莫如深。
其二，郑和下西洋之后，明王朝推行

“海禁”的对外政策，朝野上下反对
下西洋的声音渐强，认为下西洋是
劳民伤财之举。在当时政治气候中，
作为下西洋核心人物的王景弘自然
受到排挤，以致销声匿迹。再者，王
景弘从第一次下西洋开始，就以郑

和的副手出现，大多主事于船队的
航海技术部门，较少抛头露面，因而
声望大不如郑和。同时，在《明史》中
一般只为排名第一的正使立传，因
而没有单独为王景弘立传。

新时代，有识之士史海钩沉，还
历史真面目，为王景弘正名立传。其
故里香寮，便地以人传，声气日隆。

人们在史书及戏曲、影视剧中
看多了太监的丑陋、卑琐和残忍，对
其产生厌恶感。事实表明，任何一类
人群，都难以用一种概念笼统为之
定性。厘清了王景弘的全貌，便大可
改变人们对太监的单一眼光。

我们抵达香寮时，正值“山气日
夕佳”。立香寮山庄门前，整个村子
尽在眼底。斜阳映照着片片金黄的
田野，色泽油画般明丽。村庄一派静
谧，山峦、田园、农舍，似都缓缓沉入
了夕晖里的梦乡。

我们坐着电瓶车，沿硬化了的
平坦村路，驶向梦乡的深处。

翠山成环，拥揽着一大盆膏腴
土地。具有典型闽西南民居风格的
居屋，一簇簇散落在田畴之间。清溪
潺潺，植物丰茂，稻香入鼻。百姓期
盼不高，能安居乐业、四时平和，便
心满意足。他们安于“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的“桃花源”境况，香寮村这
个历史上的偏远、丰腴之地，正适合
了他们的期求。

老先生遥指天台山的方位，叙
述山中的种种神奇，让我等陡增向
往。只憾此番行程紧，难有攀山览胜
的安排。

古村清韵
□黄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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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温州做过几年生意，结
交了几位温州朋友，我们便有机会
受邀参加朋友或朋友家人的婚宴。
讲究的人家，婚宴上必上两道菜，一
道凉菜：温州酱鸭舌（舌与折同音，
温州生意人多，嫌不吉利，称鸭赚）；
还有一道“硬菜”：清蒸野生大黄鱼。
据说温州婚宴，可以不上海参、鱼
翅、鲍鱼，但不能没有野生大黄鱼，
它是宴席上的王牌，是宴席正式与
否 的 标 志 。金 灿 灿 的 稀 有 野 生 大
黄 鱼 ，在 这 里 有 了 新 的 符 号 学 意
义——成为财富和吉祥的象征。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到野
生大黄鱼就是在温州婚宴上。那条
黄鱼半斤左右，身披金黄，鱼眼白凸
起如珍珠，肉呈蒜瓣状，入口鲜美，
肉质嫩滑有弹性。在此之后，我吃过
许多次清蒸大黄鱼，似乎都没有那
次美妙。或许野生大黄鱼的口味的
确胜过养殖大黄鱼，或许只是一种
心理暗示，觉得是野生的，稀有，昂
贵，便感觉好。

我问身边的温州朋友，为什么
一定要上这条鱼？朋友淡淡说，跟风
气嘛，撑场面嘛。朋友告诉我，温州
人有吃黄鱼的传统，他小时候野生
黄鱼每斤只卖几分钱、一毛钱，家里
餐桌上顿顿有。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
期，过度的捕捞让野生大黄鱼濒临
绝迹。今天市面上的大黄鱼多为人
工养殖，野生大黄鱼还是稀有之物，
物以稀为贵，于是成为天价，天价即
是面子，演化过来，上一道野生大黄
鱼便成为一种倍有面子的正式宴席
的标配。

从江汉平原来到闽地的我，二十
多岁才看到海，十足“海鱼盲”，莫说
区分野生大黄鱼与养殖大黄鱼，就是
区分黄鱼的几个“亲戚”诸如黄姑鱼、
黄唇鱼、梅童鱼等都难于登天。不过
时间是伟大的导师，每天拎着袋子去
菜市场，一则虚心请教，二则理论联
系实际，也算懂得了黄花鱼的某些区
别方法。比如：养殖黄鱼头部比较尖，
肚子和身体比较圆浑，吃起来有鱼腥
味。而野生黄鱼头部圆，且身子比较
扁，尾部细窄，有种流线型的力量感，
鱼肉蒸熟后呈蒜瓣状。比如：挑选黄
鱼时，要选那些肉质有弹性、外皮有
光泽、鳞片完整、眼珠饱满的，这样的
黄鱼才是新鲜的。

前段时间，趁着宁德大黄鱼美
食节之际我去了三都澳大黄鱼养殖
基地。碧海之上，黄色塑胶渔排连成
一片，很是壮观，渔排之间点缀着一
个个房子，或大或小，红色屋顶，它
们是渔民照看网箱的“工作房”。这
里是我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
养殖网箱 30 多万筐，这片适宜大黄
鱼生长的海域几乎成了一片辽阔的

“海洋牧场”，有人将之誉为“海上浮
城”。船继续开行，二十多分钟后，到

达官井洋附近一片海域，海上浮着
一座大别墅式的房子。我们登上房
子，并没有看到塑胶网箱，只见房子
前方有一小岛屿，顺着岛屿一侧，有
一个足球场那般大的插杆式的超大
网箱，无数大黄鱼在里边自由生长，
与洋流搏击。这里是深海野化黄鱼
基地。据说这种养殖方式是最传统
的，网绑在杆上，杆直接插到海底三
十五米到四十几米，一个野生的海
洋环境造就出来，黄鱼在海底跟微
生物一起成长。不到一斤的大黄鱼
投入其中，驯化半年到一年，如此一
来，人放天养、万里挑一的半野生大
黄鱼便历练而成，朋友称其为“会冲
浪的大黄鱼”。大黄鱼由网箱养殖到
野生驯化，黄鱼的品质和价格便水
涨船高，颇受市场欢迎。“官井之水
涌沧波，黄花逐浪纷飞梭。”

于我而言，野生大黄鱼可遇不可
求，还得有经济实力；半野生大黄鱼
可遇可求，经济上也尚可承受，重要
节日可以开开荤；而平时当家常的要
数养殖的普通大黄鱼了。我很喜欢吃
大黄鱼，清蒸与红烧，也行，但是比不
过我自创的一种吃法：糍粑黄鱼。糍
粑鱼是我们江汉平原一种经典的家
常烹鱼方法。鲜鱼晒阳干（不干不
湿），或干鱼温水泡软，油下锅烧热，
倒入姜蒜少许干辣椒翻炒，放入切块
的鱼，干煎至两面酥黄，加水焖煮二
十分钟，收汁装盘。夹一块入口，鲜香
无比，有糍粑般的软糯，一块一块形
似糍粑，故名糍粑鱼。

或许有一天，我们的餐桌上会
重现物美价廉的野生大黄鱼。

糍粑黄鱼
□石华鹏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白凌梯田
层层叠叠 蜿蜒细密
很容易让人想起皱纹
想起农民那张沧桑的老脸
投映在这块土地上
大自然要以这种方式纪念着
劳动与创造交叠的幸福
耕耘与收获包含的深义

如果你从更高的远处观望
它就是一张岁月遗存的唱片
从华彩的序曲到如歌的行板
每一个皱褶里的旋律
回荡着白凌村的前世和今生

白云在飘 稻花在开
流水的山涧 鸟语的芽尖
随便吹过的一阵风
都会把你的思绪吹进春天

白玉村
白玉村就是一座大舞台
依山而筑的民居
似乎都在听从一棵树
一棵香樟树的指挥
无声的音响回旋耳际
澎湃如潮涌

记录音符的满山叶子
由绿变黄又变红
旋律凝固在时间深处
琥珀一样镂刻着水影

如泣如诉 如歌远去

一座乡村的新与旧
一片花香里的痛与爱
它在慵懒中缓慢地深呼吸
吐纳出绿水青山白云悠悠

茶的坦洋
山上的茶 风吹过
绿海泛着波涛
漫过乡村古老的村沿

茶在这里肆意生长
接受
祖祖辈辈的凝视和膜拜
如今又载入了史册
催生新时代的澎湃

有云霞的质地
有醇土的清香
坦洋 蜿蜒长溪之上的
茶的故乡

在大京
城堡上留着历史余温的岩石
正爬满年年泛绿的薜荔果
硝烟散尽之后 时间
需要另一种装扮进入今天

大海在前面日夜喧哗
木麻黄在前面携手踏浪
还有大京的日出和日落
不断搬运着山和海的壮丽

一条村街斑驳的石板
可以映照出天空的榕树
葳蕤在岁月里的光阴
是如何混合了海腥和草香

在大京
老墙 老人 老地方
都是乡愁的模样
沙滩上 来来往往的人影
海风吹过 仿佛人间天上

闽东山水（组诗）

□刘伟雄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出
品的“闽人智慧”系列人文纪录片《智在
匠心》第一季立体诠释了十位国家级非
遗项目传承人的成就业绩。美轮美奂、精
致宏博的画面自然是观众关注的对象，

“闽人智慧在匠心”这一富含哲理的主题
更能直抵人心、引发深思。

福建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物产
资源的独特条件，催生出诸多精致灵巧
的工艺制作和优雅独特的民生物品。这
当中，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莆田
木雕《清明上河图》、传承 2000 年原始造
纸技艺的西山玉纸、全国唯一瓷塑窑口
产区的德化瓷作品……十项绝活珍品璀
璨夺目，让人印象深刻。

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匠心，是契合时代精
神的自觉，也是闽人智慧中最大的亮点。
从小就显露出美术才华的郑春辉接过莆
田木雕的传统刻刀，并没有沉溺到可以游
刃的商潮中。由于家庭生活的原因，他没
上过几天学，而他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时却
说：“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有技法的美、
有诗歌的美、有文学的美、有音乐的美。”
这是艺术理念的高拔，更是一种使命担
当。他意识到要“蹚过欲望，蹚过欺骗，蹚
过贪欲”。郑春辉执着于“在作品当中承载
更多的甚至有哲学的内容”，而不迷失在
孱浅的潮流中。哲学理念和文艺追求启发
鼓舞他“永远心怀光明和希望”，表达深邃
的国家精神和宏大的历史题材成为其自
觉与抱负。“一个创作者，他的最宝贵的一

种创造，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相
关的”，郑春辉此言表达了一个成功者强
大的精神底蕴。看《智在匠心》，感受最深
的就是这样的第一人称自述，全部话语均
为当事人直接讲述，这是闽人智慧的自然
流露和自觉表达。

把握技艺发展潮流、勇于创新是非
遗传承人的共同才智。早在明代，法国人
就 把 德 化 白 瓷 称 作“ 中 国 白 ”（BLANC
DE CHINE)。近代德化瓷器在国际上又
被誉为“东方艺术”。现代陶瓷工艺界或
称为“白建”“建白”。拥有如此高端的声
誉，这个工艺项目并没有坐守成规、居名
自傲。虽然历来都认为瓷器不可能做成
实心的，但德化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
传承人许瑞峰仍孜孜探寻，继续几代人
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尝试。“我的团队全
部都已经是要放弃了。那一段时间我也
是很痛苦的……才 6 年烧的这一件……
200 多道工序，72 道大工序。你的精力，你
的财力都投进去了……开启窑炉，你的
心血是白费了还是有所得，就在那一瞬
间里面，烧坏了你是血本无归的。”这一
段讲述，甚至可以称是结结巴巴、断断续
续，但编导大胆采用这一非常真切而独
特的表达。成就通体实心瓷器制作工艺，
创新一项世界工艺史的奇迹，就是怀揣
着这样一种既忐忑又勇毅的匠心。

岩骨气韵、历久弥新的武夷茶制作，
髹漆与共、薪火相承的磨漆画创作，妆金
填彩、盘龙踞虎的漆线雕制作……每一项
都饱含着闽人的智慧，凝聚着非遗传承人

的创新精神。柘荣剪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以作品《百
蝶图》参加“北京首届中华巧女手工艺品
大奖赛”，获“中华巧女”称号。同时，以作
品《百子图》在第三届国际剪纸艺术节上
获终生成就奖。“我是经常坐在这里想入
非非的，突然间灵感一来了，我把它作为
剪纸给它剪出来。”近百岁的老艺人用“想
入非非”来形容自己的创新精神。

坚定历史定位、承续业产骨脉，是从
事特殊物产制作需要的坚毅与执着。中华
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原始的制作工序，
在三明将乐龙栖山的山沟里保留与延续
着，这里生产的西山纸是国内外书画界驰
慕的珍宝。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包括切麻、
洗涤、浸灰水、蒸煮、舂捣、打浆、抄纸、晒
纸、揭纸九道工序，现今我们在“闽人智
慧”的“与山为伴、纸寿千年”一期中就能
观赏。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竹纸制作技艺
传承人刘仰根和妻子坚守着粗陋的生产
场所，执守着高尚的信念：“纸寿千年，它
就是生命很长的东西。几千年是怎么样做
的，我就是怎么做，不去添加任何什么。我
就不想把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作为
一个替代品一样了，损坏了我们几千年下
来古法造纸的一个底蕴。”

对“匠”评价有两个常用词：匠心、匠
气。一褒一贬。“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
难”——最巧妙的用心被称为“匠心”。王
夫 之 有 一 说 ：“ 极 镂 绘 之 工 ，皆 匠 气
也”——呆板烦琐做作的是“匠气”。有些

“极镂绘之工”的充满匠气的工艺品或特
产技艺，赢得众多受众的称赏。作为大众
喜好的生活用品，这也是不可厚非的。而
匠心是大智商、高智慧，是大气度、高定
位，是响应与表现时代精神、引导与推动
社会新潮的力量。《智在匠心》的摄制与播
出，产生了相当显著的影响，这也是匠心
所营造与唤起的社会文化潮流。我们期待
着“闽人智慧”后续作品推出，期待着我省
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所包含的
匠心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宣传与弘扬。

闽人智慧在匠心
□林 焱

炎热的暑假，是属于孩子们的快乐
时光，也给家长带来了普遍的困扰：孩子
在家没人看。近日，湖南邵东一企业允许
员工带孩子上班，并在厂内设托管所，聘
请老师辅导作业，解决了许多双职工家
庭的带娃烦恼。对于这一做法，网友们纷
纷点赞：“良心企业。”

一个普通企业，因为解决了员工的带
娃难题，就得到了网络的广泛关注，不能不
承认：带娃真是普罗大众的痛点难点。这一
小事的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公众对于建
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迫切需求。

养娃不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
慨：孩子好生不好养。何以如此？与育儿
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
大家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一般，养育孩子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然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把孩子拉扯大
远远不够，而是要培养成才。

“长大成人”和“长大成才”虽然只有
一字之差，对父母的要求却是天差地别。
后者意味着，父母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
必须提供高质量陪伴，这就需要付出巨
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鸡娃”成了
一山更比一山高的被动游戏。一个“卷”
字，道尽了育儿的酸甜苦辣和无奈，也让
一路走低的生育意愿雪上加霜。统计显
示，2022 年我国出生人口 956 万人，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0.60‰，是 61 年来的首次
人口负增长。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化解广大人
民群众育儿难、扭转人口生育率走低现状

的治本之道。近年来，各地纷纷建立健全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有效减轻了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
担。比如，大力推动落实“双减”政策，规范
引导校外辅导机构合法合规运行，遏制了
中小学生被迫“卷”入校外培训的疯狂势
头。推动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有效缓解了
曾经长期困扰人民群众的入园难问题。这
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思难而难不至，忘患而患反生。当前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已经开了个好头，但
这项工作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还有
很多细节需要完善。比如，前不久成都某
小学一则通知在网上热传，这则通知要求
新入学的学生家长必须连续三天到校参

加新生入学培训会，不能由爷爷奶奶代替
出席。这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无异于强
人所难。对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而言，
危害绝不能小觑。事实上，当前在各行各
业，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
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安排的目标指
向，正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如果说政
府部门的努力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立
好了框架，那么社会力量的参与，则是把
生育友好型社会装扮得温馨舒适的关
键。期待全社会一起努力，像湖南邵东这
家企业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化解
员工育儿难问题，共同为建设生育友好
型社会加油助力。

你我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会遥远
□黄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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