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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夷山市上梅乡茶景村，历史上
曾被称作“白水”。走进村口，只见立
有一块“中国传统村落柳永故里茶景
村”的石碑。沿籍溪而上，穿过杨柳
岸，便到了柳永祖屋遗址。两棵“柳永
手植”的罗汉松在屋前巍然矗立，稳
健而自在，虽有岁月印记仍迸发出强
大的生命力。

村里一直流传着一段唯美的故
事：“柳永小时候体弱多病，母亲让他
种下这两棵罗汉松，说这样身体会变
好，果不其然，柳永恢复了健康。这神
奇的罗汉松，饱经风雨，依然坚强地
活着，有了它，也就有了神奇的传说……”
守候在乡村的大树，似历史星河中那
些熟悉的面孔，世代传承着为人之
道、处世之理。

古树的生命长度只是“形式”，寄
托的则是重要的精神“内涵”。

籍溪自东向西不分昼夜地诉说
着，溪畔的罗汉松不管风吹雨打看
着、听着……一切有关“白水”的故
事，都得先从柳永说起。

唐诗、宋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
座文学高峰，“白水村民”柳永堪称宋
词婉约派宗师，不仅为宋词注入新的
价值观念，更在词的体制上作重大革
新，促成词由小令向慢词的转变。著
名诗人刘子翚词曰：“屯田词，考功
诗，白水之白钟此奇。钩章棘句凌万
象，逸兴高情俱一时。”拉开了挖掘柳
永这名“白水村民”文化宝藏的帷幕。

少年柳永，在遇仙桥研读《眉峰
碧》：“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
日相看未足时，忍便使鸳鸯只！薄暮
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
人，分明叶上心头滴。”日夜诵读琢
磨 ，悟 出 作 词 章 法（史 称“ 屯 田 蹊
径 ”），遂 在 白 水 创 作《题 中 峰 寺》

《巫山一段云》等经典。他在赴京途
中，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为杭
州这座古城铸就了千古名篇。其中
的“ 有 三 秋 桂 子 ，十 里 荷 花 ”，带 有
深深的家乡“白水”烙印。

作为宋词婉约派的代表，柳永文
学造诣高，文坛影响大，但被“误读千
年”。他虽留下传世作品 220 多首，但
宋史没有为这位伟大的词人作传。关
于他的资料很少，人们无从知晓他究
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正如有人所写，

“柳永创造过太多‘相看泪眼’或‘免
恁牵系’的情境，但并没有充满说服
力的考据证明这是作者的自传声音，
甚至，作者柳永和词里的叙述者，不
是必然合一的。自 12 世纪以后，读者
所知的柳永，来自他写的慢词和长
调，把作者生平和词作的内容勾连起

来。这很可能是严重的误读”。

二

人杰地灵，神奇的山水孕育了不
朽的诗灵词匠。

柳永七世祖柳奥，随叔叔柳冕到
福州任职。五代末战乱之世，祖父柳
崇隐居武夷山鹅子峰下白水村，以儒
学名世，史评“柳崇力谢征书，确乎不
拔，洁身之道备矣”。柳永父亲柳宜，
南唐为监察御史，公元 983 年进士及
第，以刚正严直著称，为国主器重，官
至工部侍郎。柳永与三复、三接兄弟
皆工文艺，时号“柳氏三绝”。

北宋诗人王禹偁为柳崇所作的
《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
并序》记述：“乡人有小忿争，不诣府
官，决其曲直，取公一言。诸子诸妇，勤
修礼法，虽从宦千里，若公在旁，其身
训子有如此者。”可见，清正严明的家
风为柳永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着耳濡目染，少年柳永即作
《劝学文》：“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
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朴素的家
教之道激励了无数寒门子弟，此文深
受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喜爱，遂以苍劲
书法题之。后传到日本，被奉为家教
真经，一度被误认为是董其昌所作。

后来才被史学家澄清真相，无不顶礼
膜拜。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是柳
永首次落榜后，写下词作《鹤冲天·黄
金榜上》中的名句，他以“白衣卿相”
自居，视“功名”为“浮名”。但也正是
这首“牢骚词”，让柳永终生失意，备
受压抑排摈。一生怀才不遇，生活在
社会底层的他，也因此写出了许多贴
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深受人们喜
爱。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评：“凡
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足见柳词
传播的广度和热度。

文化需要溯源，一个文化名人断
然不会孤立出现，一定是有根有脉
的，其成长背景必定多元。走进“白
水”，细细梳理，发现这里不仅走出了
柳永，两宋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在
文学、理学、武学、儒学等方面举足轻
重的名流。

“白水”虽为一个山村，却有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我愿称之为“白水文
化现象”。除了柳永这样一位文学名
家，还有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兄
弟二人这样的精忠武将，有成就朱熹
的胡宪、刘子翚、刘勉之“武夷三先
生”，有以“惟楚有材”的湖湘学派创
始人胡安国及胡寅、胡宏、胡宁父子
四人为代表的理学大家，有以朱熹、

吕祖谦、张栻、黄干、蔡沈五大贤儒为
代表的“白水”理学弟子，有儒学翁仲
通、翁彦约、翁彦国、翁彦深、翁挺、翁
蒙之一门四代六大儒学名士的“六桂
联芳”。

宋人所用880多个词调中，有100
多个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经典

《戚氏》，与《离骚》媲美，“离骚寂寞千
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柳永的词层
层铺叙，曲直疏密，流转自如，能“状难
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

胡安国以《时政论》《治国论》《春
秋传》开创了“湖湘学派”，将心性之
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为理学的发扬
光大作出了卓越贡献。

朱松临终前将 14 岁的朱熹托付
给“武夷三先生”。朱熹作为“白水”的
弟子、女婿，毕生勤奋好学，博采众长，
终成一代大儒，也成就了武夷山“中
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的文化地位。

吴玠、吴璘两兄弟亲率吴家军驻
守仙人关 80 余年，赤胆忠心、以身许
国，殚精竭虑、戍边抗金，为北方的稳
固作出了卓越功勋，铸就了不朽的民
族精神。他们保境安民的伟大功绩，
铭刻在世人心间。

当代诗词泰斗周笃文老先生赞誉：
“白水，武夷文化蕴育之源头。”白水诸
贤，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们分别在不

同领域作出贡献，以卓越的成就展示着
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治学精神。

三

在“白水”的日子，我时常思考，
这个地处偏远的村庄，缘何能涌现出
如此多的历史名流呢？

我想，不外乎这些因素吧——
“白水”地处武夷景区正对面的

高山之上，周围有五座高山耸立，形
成一个别开生面的盆地，因此有了大
量良田，成为水稻、莲子等农作物的
天然粮仓。德高望重的乡绅们倡导了
和美的乡风民风，柳崇可谓“白水”文
脉始祖，他开办学堂，教诲后人，为培
育人才奠定师道基础；胡安国的爷爷
避难举家而来；翁氏一族慕名迁徙、
联姻……崇文尚学之风代代相传，

“柳氏三绝”“胡氏五贤”和“六桂联
芳”等文化名流辈出的盛景，值得文
化学者和社会学家进一步研究。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映射出柳词被称颂千年的密码——
连接民心。那么，当下的我们又该如
何复活传统文化经典里的“心心相
印”呢？“白水”通过举办柳永文化节、
文人雅集、民俗活动等，激活了深厚
的传统文脉，打造出乡村振兴中的

“文化地标”。
2018 年 11 月，“白水”举办首届

柳永文化节，梅花奖得主王君安老师
亲临现场，在柳永祖屋前演唱越剧经
典《柳永·我这一生》。超强的艺术感
染力，让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翌年，“词韵白水、理学五夫”柳
永文化节再度举办。一代大儒朱熹与
一代词宗柳永在“白水”相遇，意境深
远，感人至深。

随着柳永文化的不断发掘推广，
“白水”还打造了系列文化标识：柳永
研读《眉峰碧》顿悟“屯田蹊径”的遇
仙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柳词长
廊，“无语凝噎”“兰舟催发”的“留恋
处”，“今宵酒醒何处”的杨柳岸……

有了文化节的铺垫，柳永文化在
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持续掀起了一
波波传统文化热。每逢元宵等传统佳
节，人们纷纷来到“白水”，在杨柳岸、
遇仙桥，举办柳词吟诵活动，将“留恋
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演绎成
现实，再现出“井水饮处歌柳词”的雅
致。这些经典的文化印记，永远镌刻
在潺潺的籍溪河畔，延续着“白水”千
年的文脉。

走进“白水”，便是走进武夷山文
脉。在这里，认识一对古树，结识一批
名人，再现一段历史风流。将对传统
文化和这方土地的深深热爱，都融入
那悠远绵长的“文化记忆”中。

走进“白水”
□常桂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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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前半段，是很难走近和读懂杜甫的。因
为这时我们爱李白的气势，爱王维的清逸，爱高适
的雄壮。杜甫写诗，有着破园茅舍、蓬门旧酒、短簪
枯发、落木寒江。在不懂他的人眼中，会显得唠叨，
显得色调晦暗、语言悲凉，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
有点“负能量”吧。

一个人的审美从繁华进入简素、从喧腾进入
深沉，一定是因为生命中沉淀了一种东西。犹如豆
浆中点入了卤水，奇特的化学反应，就是心境变化
的过程。这种东西，我想，就是沧桑。

杜甫和他的诗歌在他生前并未获得广泛认
可，直到宋朝，他在诗歌界的“圣者”地位才开始高
大起来。

任何诗歌，如果不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解读，
都是无效的。就像没有瞄准的箭，是射不中靶心
的。穿过安史之乱和混乱的五代，宋朝人对于乱
世的感受，比此前任何朝代都要深切，而杜甫的
诗歌恰好与他们的感同身受相契合。他们能体
会，文字和诗歌应该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的，是应该倾听弱者的呻吟和穷人的哭声的。于
是，诗歌的河流，到了杜甫这里，一下子变得辽
阔起来。他用史学家的笔墨，去记载苦难，去叙
述烟尘。

安史之乱前，盛世繁华，长乐未央，因为有着
王维的贵族精雅诗歌和李白的天纵诗才，杜甫注
定是个寂寞的诗人。可战乱一起，人们在颠沛流
离间，无心于坐看云起和五岳寻仙，“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
的诗句，于是就有了深深打动人心的力量。

河南巩义是杜甫的故乡。习惯了成都杜甫草
堂的拥挤人潮，当走近巩义的杜甫墓时，发现相比
之下冷清了许多。一个伟大的诗魂，在异乡仍有着
蓬勃的流量，在故乡却显得寂寞了些。杜甫墓很朴
素，一尊白石立像，佝偻着背，眉心蹙起，眼神中仿
佛浮起一层薄烟，让人叹息肠中热。立像后面是一
个享堂，门窗紧锁，应该很久没有动用过了。绕过
享堂，就是一个直径十二米左右的土丘，这就是杜
甫的墓了。那个一生漂泊如“天地一沙鸥”的人，终
于不再流浪，安安静静躺在故乡的黄土之下，再也
不用担心茅屋为秋风所破，再也不用记挂鄜州月
下缺衣少食清辉玉臂寒的家人了。

我静静站在杜甫墓前，默默念着他写过的诗，
心中如无边落木，萧萧而下。自他之后，诗歌姓杜。
在我看来，每一个热爱古典诗词的，都应以杜为
师。杜甫的诗词好学，开头写苍生万物，中间感时
伤情，末尾家国述志。积习千年，诗学已成杜学。不
学杜，句子就不沧桑，失去了文学的灵魂。

墓前有一个简单的供桌，有人从草地里折了
一大把蛇床子、稻槎菜、泥胡菜，恭恭敬敬地插在
瓶子里，放在桌上，作为清供。于是，我念了一首杜
甫的诗，来拜一拜这位令人尊敬的诗圣。我选的是
他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
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
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一向被认为是杜甫于唐代宗永
泰 元 年（765 年）所 作 。五 年 后（770 年）的 冬 天 ，
杜甫就病死了，时年 59 岁。可以说，杜甫在汨罗
江上船中写这首诗时，生命即将抵达彼岸。这首
诗犹如人生的一个回望，声名与地位，奋斗与磨
难，都已成梦幻泡影。此刻方觉，没有什么胜得
过内心的自由无羁了。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诗句仿佛诗人
的喃喃自语：“告诉他们，我走了，若问我魂归何处，
就去看那江边的鸥阵鹭影吧！”我想，身后的寂寞，
抑或热闹，其实杜甫都不会再在意了。留给世人的，
只是他那心忧天下的感人情怀与令人钦佩的洒脱
自在。

“寂寞”的杜甫
□周鹏飞

入伏后，随着日照时间变长，地
表温度逐渐升高，夏天的热浪便开始
席卷南方大地。一场雨幕作为序言，
为小城描绘了浓墨重彩的夏日印象。
若要问我有什么见闻，虽说是一些琐
事，然细思之，也颇有趣味。

首先要从蝉鸣说起。南方常见的
蝉类主要有黑蚱蝉、蟪蝉、蚱蝉、三刺
角蝉等。但真正“大嗓门”的蝉，还是
要算遍布大江南北的油蝉，也就是人
们俗称的知了。其他蝉要么声音没它
洪亮，或是“长相”不如它。夏日之蝉，
个头比深秋寒蝉要大些。寒蝉叫着

“暑去噢，暑去噢”，这时离冬天亦不
远了。

油蝉确实又肥又黑，胸部略带点
褐色，肚皮上有一层白粉。整个夏天，
树梢成了它们表演的舞台，从早到晚

“唧唧”地叫个不停。油蝉个儿大、声
儿响，有人曾拿分贝仪测过，那嗓门
甚至能达到一百分贝，快赶上汽车喇
叭了。

儿时暑假，喜欢和玩伴一起玩
水、上树，捕蝉当然是会去尝试的，而

且我仅用一只手，就能悄无声息地凑
近蝉，迅捷一扣，就能捉住那只黑色
的肥蝉了。长大后，很少再去寻觅蝉
的身影，只是在知了的声音近了时，
偶尔抬头看一眼。我也会去观察路过
树下的孩子们，发现他们也只是低头
玩手机，绝不会有兴致去捕蝉了。

蝉蛹可以去风湿，是一味中药
材。有些地方还会吃“油炸知了”，也
就是蝉蛹，据说食之酥脆相当可口。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方式。少不更
事时捕蝉也并非为口腹之欲，而是因
为对这一小精灵充满好奇。况且，夏

天少了那些蝉鸣，便少了些许生趣。
蝉是夏天的一部分，也是我青葱

年代的一个重要“坐标”。夏季能令人
想起被时光“煮沸”的往事，而人在回
首往事时，就能惊觉人生并不像四季
般还有重来和往复的机会。因此聒噪
的蝉鸣，也在提示人们珍惜当下，珍
视光阴。

听罢蝉鸣后，此刻的家乡夏日，
才真正热闹起来。夏日绵长，可以驱
车去赏荷花，翁洋、田头岗、桃溪、秀
峰等村庄，均为赏荷的好去处。在依
山傍水、小榭亭池处，总能与荷花相

逢，只需寻一个近处去“风光”一回
即可。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
边开。”荷花是夏季里为数不多能让
人感受到清凉的花卉。满目青绿的荷
叶，苍翠欲滴，点缀的红粉荷花，风姿
绰约。忽有清风起，迎面飘来淡淡的
荷香。沿着荷花塘散步，远山黛黛、清
溪潺潺，此刻，心旷神怡。

若是晴日清晨，荷叶滴露，水榭
风来，美得不可方物。若是赶上骤雨，
则水波纵横，花叶摇曳，似舞女翩跹，
其乐陶陶。

赏荷之余，颇有感悟。荷花生于
淤泥而不染，从淤泥汲取养分，花朵
儿静静开放，不张扬，不炫耀。人生应
如斯，身处纷扰世界，亦应保持纯净
之心，不随波逐流与污淖苟合。

离开荷塘，夏日还有许多具有烟
火气的去处。市区、乡镇都有属于自
己的夏夜市集，漫步街头巷尾，诱人
的香气扑鼻而来。家乡的小吃种类繁
多，有质酥味鲜的海蛎包、入口即化
的豆腐脑、肉馅Q弹的穆阳扁肉……
每一样都让吃货们禁不住垂涎欲滴。

福安的“寒茶”由来已久，是福
安 人 生 活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夏 日 味
道”。在夏日午后和傍晚，青草茶摊
前人来人往，或是买一杯青草茶水
当场喝了，或带着瓶子装回家慢慢
享用，一口下去，只觉神清气爽，暑
气全消。

夏思在清居，感受零碎却具象。
那充满烟火气的种种，弥漫着生命的
张力和活力，像一曲热烈的交响乐，
也像是一首美好的诗歌，唯有静心感
受，方能体味其间情怀……

夏思在清居
□王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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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村 陈美中 摄

石狮公安：“敞开式”社区警务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近年来，石狮公安依托“融警务·汇治理”新机制，探索创新社区警务新模

式，在宝盖派出所率先推行社区警务“敞开式办公”，让群众“愿意来、坐得住、

敞开说”，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提升了服务群众的水平。该所值班社区民警坐镇

开放式社区警务队，其余社区民警变“下社区”为“在社区”，真正把服务送到群

众身边，从群众角度出发，将问题解决在群众身边。同时，广泛发动村居等群防

群治力量开展巡逻防范、纠纷调处等活动，建立群众性应急联动小组，用好见

义勇为资源，实现遇事“一呼百应”。 （吴云）□专题

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职业

观，加强对学生面试综合能力的指导，丰富就

业育人载体，深化校企融合，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药学院联合企业举办“非常面试”比赛，比

赛已连续开展十四届。本届比赛主题为“职

‘面’挑战，‘试’出未来”，邀请厦门祝强大药

房有限公司共同举办。通过比赛，同学们进一

步理清职业观念、提高求职技巧、增强心理素

质，为步入职场打下良好基础。 □专题

声明
张 樱 的 房 屋 坐 落

在 鼓 楼 区 义 井 村 井 街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该
房屋于 2016年 8月因义
井村旧屋区改造项目建
设需要，根据榕土征告
[2016]1 号 征 收 土 地 公
告，由福州市鼓楼区城
建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
拆迁，并安置于鼓楼区
华 大 街 道 魁 炉 头 巷 21
号（原北二环中路北侧，
福飞南路东侧）恒力博
纳 广 场（北 区）6# 楼
1308 单元。现由张樱申
请 办 理 上 述 安 置 房 房
屋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请 在 见 报 之 日 起 30 天
内 向 拆 迁 单 位 提 出 书
面报告，逾期按规定给
予办理。 声明人：张樱

5 月 17 日，国家税务总局漳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组建宣传服务团队，
积极配合区法治办和区综治中心开展第
四个“民法典宣传月”普法活动，举办“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普法暨‘服务民营企
业·蒲公英在普法’”宣传活动。 □专题

漳州高新区税务局：

深化税法宣传，共筑法治化营商环境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拟对福安市旺万通电机有限公司等 3 户项目债权资产
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9443.79万元,其中本金为 5277.9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均分布在福建省宁德市。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
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
标的债权的主体。上述资产包预计于 2024 年 6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采取但不限于淘宝或京东网络拍卖平
台公开竞价、委托拍卖机构在福州公开拍卖、通过（委托）金融资产交易所或其他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等方
式进行处置。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中国信达福建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郑经理。联系电话：0591-87805276。电子邮件：zhengyaoji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福州市
鼓楼区五四路 137 号信和广场 10、11 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91-87802956。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shenzhengma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4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