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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相
继沦陷，全国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向西南转
移，西南在祖国抗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以云南省为例，该省不仅在抗战中云集
了上百万的军队、工厂、企业等南迁人员，还
有南迁入滇的代表中国文化界和科技界的
几十所高等院校。另外，从 1938 年 12 月至
1942 年 5 月，滇缅公路是我国唯一的国际陆
路交通命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全部经滇缅
公 路 运 入 ，而 滇 缅 公 路 在 云 南 境 内 长 达
959.4 公里。云南在祖国抗战中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1940 年，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
民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慰劳时，曾经有过两
次云南之行。第一次是 194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3 日，第二次是 194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陈嘉庚两次考察一共在云南停留了
20 天。

20 天 里 ，陈 嘉 庚 先 后 到 访 了 昆 明 、下
关、楚雄、大理等地，考察了当地的政府办事
机构、工厂、学校、医院。在此期间，他在昆明
广播电台发表了三次演讲，在西南联合大学
发表了一次演讲，与南侨慰劳团团员、南侨
机工成员、新闻媒体记者等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交流，获得了大量关于国内抗战的一手
信息。

1937 年 8 月 20 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
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如何
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打破日军的封锁，就成
为抗战的当务之急，西南运输总处在此背景
下应运而生。它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西南
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1937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于广州（时称“穗总处”）。1938 年 9
月，日军进攻广州，西南运输总处西迁云南
昆明（时称“滇总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管理运输的主要机构。1938 年 10 月武汉、广

州沦陷以后，西南国际交通线变得更加重
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了重要交通运输
线。西南运输总处的运行情况关系着国际抗
战物资能否顺利运至国内，所以自然成为陈
嘉庚云南之行的考察重点。

陈嘉庚抵达昆明的第二天，专程前往西
南运输总处考察，并与西南运输总处副主任
龚学遂进行深入交流。西南运输总处刚成立
时曾一次购置了 3000辆汽车。至陈嘉庚抵达
昆明时，“可用者约一千辆，两三百辆在维
修，余者概已损坏矣”（《南侨回忆录》）。在与
龚学遂的交谈中，陈嘉庚还了解到，自从英
国政府对滇缅公路实行部分物资禁运后，我
国在缅甸境内积存的五六万吨军火已无法
通过滇缅公路运回国内，这使得中国的抗战
形势更加危急。

陈嘉庚在云南考察期间，令他感到不
胜其扰的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各类宴请。
例如，8 月 3 日傍晚，当陈嘉庚一行抵达下
关 时 ，当 地 的 李 主 任“ 设 宴 三 席 ，物 味 丰
盛 ”。大 概 当 地 官 员 也 耳 闻 陈 嘉 庚 对 公 款
吃喝一事深恶痛绝，所以这个李主任特意
说 明 ：“ 本 午 席 系 大 理 绅 商 招 待 。”意 思 是
没有花公款。这顿饭从下午 1 点一直吃到 3
点 ，“ 彼 等 仍 呼 酒 令 未 休 ”，令 陈 嘉 庚 感 到

“甚不耐”。
这顿饭刚刚吃过，下关某医院院长又

请陈嘉庚出席第二天的欢迎宴会，被陈嘉
庚“ 极 力 辞 却 ”后 ，又 说“ 筵 经 定 办 不 可 退
回”，陈嘉庚并不为所动。交通部某官员为
了能请到陈嘉庚，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毕
业于厦门大学，希望校主能出席欢迎宴会，
但陈嘉庚“亦辞之”。国民党官场这种“前方
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让他感到既失望
又痛心。

1939 年 12 月 6 日，陈嘉庚在给蒋介石的
一封电报里，已谈及南侨总会即将组织南洋

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1940 年 3 月 6 日，
聚集在新加坡的 30 余名慰劳团成员搭乘海
轮“丰庆”号启程，另有 10 余人从菲律宾、安
南、香港等地出发，在缅甸仰光会合后转乘
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昆明。慰劳团分为 3
个分团，每团 15 人。慰劳团一行原定 4 月初
可抵重庆，结果迟至 4 月 14 日始到，“其迟到
原因，为蒋才品翻车受伤”。蒋才品受伤后，
留在下关医院治疗，其余团员则取道昆明、
贵阳，最后抵达重庆。

抵达下关后，当得知蒋才品养伤的西南
运输医院距离他下榻的中国旅行社仍有十
里路程，陈嘉庚没有丝毫犹豫，“即雇轿往十
里外山中，西南运输医院，视蒋才品君伤况
如何”。到医院后，他发现蒋才品在这里不仅
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且环境“颇清爽”。不
过，限于战时环境和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
蒋才品受伤已超 6 个月，医生也穷尽了一切
手段，“犹不能愈”。

陈嘉庚探视时，蒋才品的精神虽好，但
仍无法自行起坐，大小便也无法自理。考虑
到当时昆明的医疗条件有限，陈嘉庚遂建议
将蒋才品转移至仰光就医。临别时，陈嘉庚
还送给他 500元作为零用钱。

云南的制盐业历史悠久。盐不仅是百姓
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1940
年 8 月 2 日，陈嘉庚按照计划前往下关考察。
途中，他参观了一间由云南省政府创办的

“颇有成效”的制盐厂。根据观察，“该厂煮盐
虽亦燃煤炭，然系用新法”“每担盐水可熬成
白盐廿斤”“每日能出盐数百担”。

在云南大理，陈嘉庚还参观了几家生产
大理石的工厂，发现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均
小”，而且制作大理石“概系手工”，因为没有
使用机械进行精准切割，所以“制成每件成
品，须损失数倍原料”。陈嘉庚感慨：“若用机
器锯开，则相差甚远。”

在昆明期间，陈嘉庚还在秘书李铁民
的陪同下，于 8 月 9 日夜专程前往西南联大
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西北考察之观感
及南洋侨胞之近况》，内容包括“侨胞对祖
国 经 济 上 的 贡 献 ”。在 演 讲 即 将 结 束 的 时
候，陈嘉庚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同
时勉励各位青年学子主动担负起建设国家
的重任。

陈嘉庚回国慰劳期间，发现国统区报
纸对于南洋华侨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
很少。所以，他每到一地，很注重通过媒体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国民政府在管理
上存在的问题，他向来是直言不讳。8 月 12
日，昆明各界召开欢迎会欢迎陈嘉庚一行，
会后媒体记者见缝插针，对陈嘉庚进行了
提问。因为 1940 年 6 月初，陈嘉庚刚刚访问
过延安，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民选县
长等政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对
记者说：“及至往西北各处回来，已明大概，
诚百闻不如一见。”

至 1940年冬，陈嘉庚的回国慰劳之旅已
接近尾声。11 月 29 日，陈嘉庚偕侯西反等一
行七人离开贵阳前往昆明。11 月 30 日深夜，
陈嘉庚一行抵达昆明。记者闻讯纷纷前来采
访。陈嘉庚对记者说：“余等此次返国慰劳，
历时八月，遍经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行程
达五万余里，用交通工具十七种之多。”（《陈
嘉庚等前晚抵滇》，载《神州日报》1940 年 12
月 2日）

虽然陈嘉庚在云南只停留了短短 20天，
但国民政府在管理上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
令陈嘉庚感到忧心忡忡。回到新加坡后，他
到各地发表演讲，如实向侨胞报告在国内考
察的见闻和观感，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政府
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加速了陈嘉庚与国民党
统治集团的分道扬镳。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940年慰劳之旅令陈嘉庚“已明大概”
□董立功

作为古老的南方游耕民族，畲族早期常用银器来承载文
字的功能，用银饰来点缀生活，寄托梦想。因此，畲族银饰（畲
银）可谓畲族民族历史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据《闽东畲族志》等记载，闽东畲族及其银饰工艺约始于
唐。该时期，在西域文化和经济流通日趋频繁的背景下，金银
器制作工艺的传授臻于成熟，《唐六典》中曾记载了唐代十四
种金银工艺，金银器在民间的使用也随之流行起来。此外，受
海外贸易的推动，福建经济逐渐繁荣，各方来市的货物十分
丰富，闽东的银饰工艺大约肇始于此。

宋元时期，随着闽东产银业兴盛，进一步促进了银饰在
民间的普及，老百姓以银饰和服饰结合并作为日常装饰品，
开始在闽东地区广泛流行。明清时期，畲族在闽东开始形成
大范围的聚居，从事畲银制作行业的人日益增多，不断推动
畲族银饰制造业的发展。据明万历年间《福安县志》载，时有

“来去三千客，四万打银人”的盛况。
闽东畲族银饰的发展，离不开畲族几代人的匠心坚守和

闽东地区丰富的银矿资源。畲银作为畲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福建省多种多样的手工艺中独树一帜。提起畲银，其“凤凰
装”，精美的耳环、手镯、扁口等银饰各地尽有不同，但传统的

“银凤冠”头饰是最具典型的畲族文化符号。
首先，在畲银制作过程中，对图案的选择与设计，主要来

源分为两类：一是民间信仰与神话传说。在畲族信仰中，凤凰
是极其重要的信仰图腾，被畲民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祇。二是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象。畲民将丰富的寓意与祝福寄托在一
个又一个吉祥纹样中，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现
实事物进行艺术加工。此外，畲族的传统审美对吉祥文字情
有独钟，直观地体现了畲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其次，在熔银制成坯过程中，通过模具浇铸的方式制造
器物。一是便于工匠后续的制作，二是使生产出来的畲银产
品更加精细。此外，也可采用失蜡法和墨鱼骨铸造法。在熔炼
银原料的过程中，对银坯表面的污物进行酸煮去污。

第三，在畲银长期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形成了以“操、
凿、起、解、披”为精髓的雕形錾刻技艺手法。其中，“操”是对
银坯总体形体的把握，即将熔银倒入模具的整个过程。“凿”
多用圆雕手法和各种圆凸刀工具，对“操”后成型的银饰进行
修整、打磨与雕刻，使银饰表面呈现流畅圆润的曲线美。“起”
是将初步制成的银饰取出或适当挪拉，以达到理想形状的过
程。“解”是利用工具将初步制成的银饰进行大致雕刻，“披”
则是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精雕细琢。

第四，银饰各部件的焊接镶嵌。该环节需要根据雕刻完
成的部件以及设计的图样来依次固定。为达到理想效果，避
免焊接处出现明显痕迹，对焊药的选择、温度的控制以及焊
接手法等具有一定的讲究。除焊接之外，还有镶嵌玉石、玛瑙
和珍珠等材料。

最后将焊接好的完整银饰用锉刀、砂轮、砂纸等工具由
粗到细对其进行修整和抛光，再通过明矾水的酸液对表面
进行去污处理，也就是常说的“洗银”，使银饰表面的氧化物
与焊剂残留物逐渐被溶解和清除。畲族银饰从锻造到成型，
需经过 30 多道纯手工的工艺程序，最终才能呈现精致细腻
的效果。

畲族文化丰富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内涵，畲银是中
国传统银雕技艺与畲族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在历史发展
中承载着畲族的民族文化，是一种独有的银器语言，同时也
是畲民对生存信仰和艺术文化传承赓续的需求。由此可见，
畲银作为畲族民俗文化的产物，不仅展现了畲族民俗生活中
的文化底蕴，也增强了该民俗的文化生命力。

在畲银技艺的发展传承过程中，畲族地方文化与银饰文
化相辅相成，畲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促进了畲银技艺地方
文化的传播与融合。非遗文化的传承，本质上也是文化自觉
的体现。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本土文化的情况下，对中华优
秀非遗文化具有自觉认知，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

闽东畲银锻造技艺：

凤凰故事 畲银生花
□黄恩武 金丹丹

鱼跃吹笛鱼跃吹笛

畲乡风情头饰畲乡风情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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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尔嘉原名陈石子，是厦门抗英名将陈
胜元五子陈宗美的嫡生长子，6 岁时过继给
台湾著名的板桥林家。于是，林尔嘉在 6岁至
20岁期间一直生活在板桥林家花园中。21岁
时，林尔嘉跟随其父林维源定居厦门。在厦
门期间，林尔嘉虽担任不少官职，但却淡泊
名利，不趋炎附势，一心投入实业救国当中。
作为名绅富商，他不仅乐善好施、服务乡梓，
还重视教育、兴办学堂。

中国园林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精
神寄托，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更是络绎不
绝。园主人在建造园林时，往往会亲自参与
设计，通过园林的景观小品将自己的精神理
想寄托于园林之中。而林尔嘉步入不惑之年

后寄托乡愁的方式，便是仿造台湾板桥林家
花园，开辟了一座私人园林——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位于厦门市鼓浪屿港仔后路 7
号，是全世界唯一一座集山、海、湖为一体的
私家园林。其园名“菽庄”乃取自园主人字

“叔臧”的谐音，也含有“稻菽主人庄园”之
意，是林尔嘉怀念先人早年在台湾靠垦殖谋
生并发家的经历。1913 年，菽庄花园落成，林
尔嘉在《菽庄园记》中写道：“余家台北故居，
曰板桥别墅……东望故园，辄萦梦寐……手
自经营，重九落成，名曰菽庄……”透露出无
尽的辛酸，这是对家乡故土的思念，也是对
家国分裂的感伤。

那么，林尔嘉是如何通过鼓浪屿菽庄花

园同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建立联系的？又是如
何通过菽庄花园寄托乡愁的呢？

菽庄花园通过仿造板桥林家花园的造
园风格、建筑物功能、景观小品设置和命名
等方面，与其建立联系，这些都是林尔嘉在
板桥林家花园中生活记忆的情景再现。正
如 两 座 园 林 都 具 有 江 南 传 统 私 家 园 林 风
格，在此基础之上，融入闽台地方特色，同
时将南洋建筑和西式园林兼收并蓄。两座
园林都是在园主人个人情感的过滤下，通
过造园工匠的诠释，以带有地域特征的技
术手段呈现。菽庄花园和林家花园一同伴
随着林家几代人在两岸之间辗转起伏的人
生轨迹，一种无法割舍的血脉亲缘也牵引

着两岸人民的情谊。
菽庄花园在空间布局上可分为藏海园和

补山园两大部分，“藏海”隐含把山河揽入祖
国怀抱，切莫再任人割裂之意；“补山”以人工
补缀天然景色之不足，隐含山河破碎、亟待修
补之意。旧时各造五景，藏海五景为眉寿堂、
壬秋阁、真率亭、四十四桥、招凉亭，补山五景
为顽石山房、十二洞天、亦爱吾庐、听潮楼、小
兰亭。后来，园中又陆续建成小板桥、渡月亭、
千波亭、熙春亭、茆亭、伞亭等景观。

从景观小品名称来看，眉寿堂又称“谈
瀛轩”，台湾古名瀛洲，蕴含有思乡谈瀛之
意，小板桥、听潮楼亦有眺海听潮、心系家乡
之感。

从景观小品特征来看，十二洞天融入了
中国传统元素的十二生肖，洞洞相连，象征
着祖国人民团结一致、心心相连，也寓意着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紧密连在一起的，通过修建假山，尝试填
补祖国破碎之山河。

从建筑物功能来看，四十四桥下设闸
门，当海水涨潮时，打开闸门让海水灌入园
林当中，当海水要退去的时候，再把闸门关
起来，将海水留在园林当中，仿佛整个海岸
线都是园主人家的后花园。把大海藏进自己
家的园林之中，就像试图将祖国山河藏进自
己怀中来加以保护一样。

从诗联题刻来看，渡月亭中有楹联：“长
桥支海三千丈，明月浮空十二栏。”其寓意
为：这长桥足足有三千丈，能否通往我的家
乡台湾？十二栏的明月又能否照到我的家乡
台湾？

这副对联描述了园主人的思乡之情。林
尔嘉常常站在栏边眺望远方的家乡，希望早
日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望海”也成为其思
乡系列诗中的重要关键词。

菽庄花园作为林尔嘉寄托乡愁的物质
载体，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文内涵。
园林通过造景、借景，反映了园主人在当时
的社会背景下，对河山一统的期待，以及对
板桥故园的思念。

菽庄花园：林尔嘉的“乡愁”寄托
□赵洋 缪远 文/图

十二洞天四十四桥 渡月亭

菽庄花园菽庄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