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乡村名片 蟳埔村

位于丰泽区东海街道办事处
东边，泉州湾晋江下游出海口北
岸，面积约 3.8 平方公里。蟳埔村
自元朝初年建村，以渔业经济为
主 ，工 农 商 并 举 。蟳 埔 村 女 子 头
上簪花围，她们和惠安女、湄洲
女一起并称福建三大渔女。村中
有 别 具 特 色 的 民 居“ 蚵 壳 厝 ”。
2008 年，“蟳埔女习俗”列入国家
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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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年轻时长得很美，飒爽英姿，有英武
之气。然而红颜薄命、命途多舛，从小就父母双
亡，经历较多家庭变故。幼年姐妹两人相依为
命，暂且寄养在我家一段时间，跟我父亲是姑
表兄妹。她姐姐留养我家较长、后嫁人移民蒲
城；二姑却抱养到山腰埭港也就是现在的家。
因为我家也没有亲姑姑，所以走得很亲。

二姑年轻时很励志，工作积极、肯干。新中
国成立初期，正是用人时，在组织的培养下，走
上工作岗位。她刻苦学习、自强不息，当上镇妇
女主任。在当年她们那一代人中，也算出人头
地，见过很多世面。二姑为人热情、爽直，因经
常下乡工作，到处都有她的“姐妹”，而且都是
很“铁”的，要去“姐妹”家做客都是可以住上四
五天，或者半个月的那一种，可以说人缘很好！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只有你待人以诚，别
人才能以诚待你；你对人好，别人才会对你更
好。这是一份至诚、一种人品、一生修养，也是
二姑拥有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二姑一生坚强、乐观，充满正能量。小时候
见她来我家，觉得是荣耀的一件事。一是骑自
行车，车把手上总挂着皮包，穿着十分干净得
体；二是气质超好，加之人长得漂亮，笑容可
亲。二姑讲话声音较大，似乎有些沙哑，有点阳
刚之气，笑声总是那么开朗，富有感染力，给人
力量。我好像从没有看到过她有过悲戚的神情
或说过伤心的话语，这在女人中难能可贵！二
姑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她的音容笑貌一
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

有几次最是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在我考
入师范的时候，有天晚上住在她家里，她很高
兴。她说:“给你爸争了一口气！”还有一次是我
妈从福州做手术回来，她来我家探望，对于我
们倾力医治母亲的病很是赞誉，临走说了一
句:“你有法吗？”闽南语的意思是你经济承受
得了吗？我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支持、
一份温暖，或许还含有一种想帮助我的意思。

前年正月，她回泉港，顺便叫我接她到我
家走一回，原来是为了专门来看我的房子的。
老家的石头房翻建，本来没什么，但老人家很
是高兴，一直夸赞我，91岁的高龄坚持爬到三
楼。没想到这竟是与她老人家最后一别。

二姑的离去，对我们后辈是一种莫大的损
失!从此，少了一个我牵挂的人和牵挂我的人。

二姑阿绒
□陈志平

民以食为天。稻谷是百姓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粮食之一，承载着沉甸甸的幸
福和满足，人们总是祈盼着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又到一年收割稻谷的时节，大暑前
后，恰逢早稻成熟，稻田一块接着一块，
零星散布在小丘陵上。如今，村里的人绝
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大部分田地荒芜，长
满了杂草，只有少数人家还在种田，我家
也是其中一户。

作为儿女，我们经常嘱咐老人在家
好好休息，父亲却经常说，自己种的稻谷
比较好吃。

趁着周末，我与大姐、父母亲凌晨
五点多就起床，赶着早上的凉快劲，花
了半天完成稻谷的收割。接下来，一个
必不可少的步骤是晒稻谷，如果天空
万里无云、阳光火辣，基本上隔一小时
要戴着斗笠去埕里，用竹耙来回推拉、
翻腾稻谷，这样会晾晒得均匀些，碾出
来的米也比较好看，不会那么脆。先用
竹扫帚把杂草等杂物先扫出来，稻谷
尽量不要太厚，铺薄些，以尽量最大面
积地接触阳光的照射。一般晒个三四

天基本上就可以收仓了。
大人们用手抓一把稻谷，放在牙齿

间用力一嗑，如果声音清脆，谷子一嗑就
断，证明这稻谷晒好了，可以收进仓库。
父亲常喜悦地捧起一把稻谷，拿到鼻子
闻一闻，感受谷子的清香，阳光的气息，
以及丰收的味道。

晾晒主要是为了更好收藏，水稻里
的水分蒸发，减少营养成分的流失，便于
碾米。

晒稻谷看似很简单，其实也是吃力
的活，常要和老天抢时间。闽南的天气有
点意思，这个时节经常会东边日出西边
乌云，晒稻谷最怕午后下雨，得时刻准备
着抢收稻谷。

以前家里种植的稻谷比较多，分好
几个地方晾晒，留着我们两三个小孩在
家里照看和翻腾稻谷。偶尔会有下雨但
来不及收拾的时候，被雨淋着的稻谷，碾
出来的米很碎，也不太好吃，大多时候只
能用来喂鸡喂鸭。

晾晒稻谷后，身上经常会散布着稻
谷的毛须，刺得人皮肤非常痒，特别难
受。这时往往就得去洗个澡，不然有的人

受不了刺激，皮肤
会过敏。

晒稻谷时，生
怕孩子们力气不
足，下雨时来不及
收拾，父母一般下
午就不去田里干
活了，得等收拾好
晾晒的稻谷才去
忙田里的活。父亲
还不时地观察天
气变化，只要有乌
云飘过来，立马提
高警惕，紧张地准
备收稻谷的工具。

过去不比现在电视、手机上能实时
看到天气预报信息，经过多年的观察，
父亲早已练就了辨云识天气的本领。

俗话说，干一行精一行，父亲经常
拿着万年历研究着农事活动。什么时候
种植什么农作物，什么时候插秧施肥收
割，件件都是有学问的，绝不能是简单
的纸上谈兵，更多的是夜以继日的琢
磨、经验的总结。辛勤劳作，让父亲的手

脚布满了岁月的沧桑，长满了坚硬的茧
子，像晾晒稻谷这样的扫尾事情，父亲
都要操心着，我们都是他心中长不大的
孩子。

大暑晒稻谷
□黄仲远

白马偶尔会累，偶尔会轻轻趴下
像更大的雪，覆盖半生颠沛和忠诚
没有谁有本事将湖水养在眼里
也就是，水养在水里，有稍许咸

只有山可以落泪，山落泪就是水落石出
就是高士立于危崖
山此前也在一场雪里奔腾
高士驭马，下马望一匹更陡峭的白马

人的雪白与马的、山的雪白
彼此飘落，像彼此趴在彼此心上
千年不化。如今，但凡有马远远地来
我诗里的积雪就咯吱作响

无论我看湖，看马，看冷山，看古人
都觉得这是我流过的泪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颗颗清点它们
只有真正的忧伤，才诞出了万物

更陡峭的马
□吴 撇

大暑被认为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平
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心
态。让我们从古诗中看看古人是怎样描绘
大暑的。

◉征夫瘼于原野，处者困于门堂。
患衽席之焚灼，譬烘燎之在床。
起屏营而东西，欲避之而无方。
仰庭槐而啸风，风既至而如汤。

——东汉·王粲《大暑赋》
诗人眼中的大暑，坐卧在凉席与床上

都感觉像是火上炙烤，就连迎面吹过的风
也顿感灼热滚烫。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
经书聊枕籍，瓜李漫浮沉。
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
炎蒸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宋·曾几《大暑》
酣畅淋漓地享受着沉瓜浮李之美味，

躺在床上阅读书卷。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宋·王令《暑旱苦热》
酷暑难耐，久旱不雨，连银河都要干涸

了。纵有昆仑积雪、蓬莱海风，我不能携天
下人一起避暑，又怎么忍心一人去逍遥？

◉赫赫炎官张伞，啾啾赤帝骑龙。
安得雷轰九地，会令雨起千峰。

——宋·范成大《剧暑》
韩愈也曾写过“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

炎官张火伞”，炎官、赤帝、祝融，这都是传
说中的火神，形容酷热天气的“火伞高张”
就是这么来的了。

古人眼中的大暑

今天比昨天慈悲，今天比
昨天智慧，今天比昨天快乐，
这就是成功。

可能没有一个渔村和位于晋江入海
口的蟳埔村一样，与都市无缝衔接。那里
有商场、酒店、摩天轮、玻璃幕墙，笔直宽
敞的丰海路、昂首挺立的晋江大桥，沉默
的法石古渡口、蔚蓝的大海、林立的渔
船，渔网、滩涂、海岸线，石板路、红砖厝、
蚵壳厝以及满髻花开的渔家女。

盛夏闽南的阳光，泼洒在小小的渔
村，一朵朵花儿悄然盛放，洁白素雅，有
一个柔美而芬芳的名字——素馨花。夏
日清凉的风从海上来，一朵朵素馨花最
初也是顺着渡口而来，那来自阿拉伯异
域的芬芳，链接着宋元东方第一大港的
过往。盛放的花儿被一双双粗粝的劳作
的手采摘下来，呈给顺济宫的妈祖娘
娘，呈给祈福的希望。花儿还会爬上蟳
埔女子的发髻间，柔软了细碎的日常。

“蟳埔阿姨爱戴花，留长头毛梳成
髻，满头插甲都是花。蟳埔阿姨爱戴花，
娶某（妻）生囝（子）着（要）分花，爱美不
惊开（花）钱多”。在蟳埔，“花”不仅用来
戴，还会被当成“礼”，送给“厝边头尾”、
亲戚朋友，以此分享自家的喜事。这是
几百年沿袭下来的老规矩。蟳埔女平日
节俭，然而买起花来却毫不吝惜。

如此，被花围裹、与花相伴的日子，

生活即便再辛苦也会精致而芬芳吧。这
一群勤劳的渔女，体恤自家男人出海的
不易，讨小海、卸鱼、卖鱼、祭祀祈福的
事，她们自觉是分内之事。瞅瞅她们一
身的打扮，头上簪花围，耳上丁香坠，花
式大裾衫、黑色阔腿裤，腰间别个红塑
料小方包，做起买卖风风火火，掂起斤
两，八九不离十。那花开满髻的利索背
影，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过。那一缕素馨
花的洁白清香，抵挡了岁月的侵蚀与颠
簸，成为一个族群最显著的标志。

默默地坚守，偶然而又必然地一夜爆
红。蟳埔的女子们没曾想到，从磨砺中长
出来的“粗脚头”，在时代的繁花开出别样
的精彩。天下最漂亮的女孩子挤爆了小小

的渔村，洁白的素馨花此刻要爬上村外女
人们的发髻。天下的女子对于花的情感原
是一样。她们认同、喜欢，甚至有点狂热地
爱上了这样的“花样人生”。

每天，蟳埔村沿街的店面，几乎全
是这样的情景，蟳埔渔女的服饰以及各
式各样的中式服饰一排排挤满了店里。
一位蟳埔女对着一面镜子，专注地为身
前坐着的女子梳头、簪花，把长长的头
发梳好盘上，绾成圆髻，轻盈地将一根
骨髻穿入固定，再将串好素馨、含笑的
花环，一圈一圈围拢在发髻上。簪完花
的娇俏背影会出现在村里的顺济宫、修
缮一新的蚵壳厝前，出现在绵长蔚蓝的
海岸线、停泊的渔船上以及无处不在的

朋友圈、视频号、各种网络平台……
显然，这些花开满髻的女子，并不满

足于帮游客们盘个头、簪个花。她们想着
让更多的人在穿了蟳埔女服饰、簪了花
后，能知道簪花背后闽越文化、中原文化
与海洋文化在这方小小渔村的交融存
留。她们不想那些美丽的姑娘只是借着
蚵壳厝作为背景拍几张相片而已，如果
可以，一起细闻每一片蚵壳散发出的海
洋气息，去解读人与自然的微妙关联。

村里开设了社区民俗文化展示馆、
“蟳埔故事讲堂”“四点半课堂”，不遗余
力地为游客们讲着泉州故事。与黎明大
学、临海小学结对子，去学校讲述蟳埔女
服饰的前生今世。首届蟳埔女盘头大赛、

“海丝·蟳埔”民俗文化活动火热开展，宋
代祭海祈福、妈祖巡境、非遗展示、民俗表
演，一一呈现在海内外游客面前，鲜美独
特的民俗气息，是温馨暖人的人间烟火。

长着麦子肤色、圆圆脸，头顶簪花围
的年轻蟳埔女孩，上央视节目，到北京故
宫，到巴黎铁塔，留下倩影。她们漂洋过
海，到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去，
到所有素馨花盛开的地方去。要让全天
下的人都知道在美丽的东方，海丝起点
的泉州，一方小渔村盛开着一朵朵洁白
的素馨花，行走着一个个美丽的渔家女。
她们把宋元历史轻巧地放在发髻间，把
最靓丽、最具有祝福的美好寓意装扮在
身上，她们以海为田、向海而生，用勤劳
的花朵编织芬芳蔚蓝的故事。

那里，海风千里，花开满髻……

海风千里 花开满髻
□王燕婷

乡村振兴，美育先行。泉州乡村资
源丰富，美育生态既得天独厚又自成一
色。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
全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工作部署，助力
推进“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十大
示范片区项目建设，推动美丽河道、美
丽田园、美丽村庄、美丽经济等“四美工
程”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不断深化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由泉州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泉州晚报社联
合主办的“美育乡村 以美润
心”泉州乡村文化记忆
主题征文比赛，面
向海内外征稿。

征文体裁：纪实散文（1500字以内）
征文内容：用文学笔法记录乡村

的生活美学（例如手工艺、民间艺术
等），发现乡村的现代之美（例如乡村
记忆馆、非遗馆、乡村微景观等），聚焦
乡村的古朴之美（例如田园、溪流、河
道、古厝等），从家美、景美、生活美的
小切口展现乡村振兴发展的大主题。

征稿要求：文章叙述有主线、有内
容、有情节，可读、可触、可感；要点明文
章采集具体所在地；对方言、特殊用语、
习俗、生僻字等加以适当注释。

投稿邮箱：meiyuxiangcun@qz-
wb.com（邮件主题请注明“‘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
比赛”，欢迎 400 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
片、3分钟以内短视频）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0月15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 1 名，奖金 30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每人 2000 元；三等
奖 5 名，奖金每人 500 元；佳作奖 10 名，
奖金每人300元。

蟳埔蟳埔渔女渔女““簪花围簪花围””（（杨小玲杨小玲 摄摄））

儿时村边有个大池塘，村民们在那
里养鱼种莲藕，夏日里，荷塘成了一道别
致的风景。

夏日，我喜欢和小伙伴一人摘一朵
荷叶顶在头上，当荷叶帽子戴回家。鲜嫩
的荷叶被母亲洗净，做她最拿手的荷叶
粥。母亲先把大米和绿豆淘洗干净并浸
泡，烧一锅水，加上剪碎的荷叶，再加上
糖，用小火慢慢熬煮。

这时，母亲会把另一片荷叶剪成比
锅盖大的一圈，把它盖在粥的上面，最后
再盖上玻璃锅盖。过不了
多久，就能看到锅里的粥
开始翻滚，从荷叶顶上慢

慢溢出来，厨房里荷香和米香融合在一
起的味道，悄悄氤氲开来。

母亲熬荷叶粥很用心，她常说，熬
粥，一定不能急，要静下心来，用小火慢
慢熬出来的才好喝。她坐在椅子上拿起
她的十字绣，气定神闲地绣起花来。荷叶
粥用文火慢熬，耳边直听到“咕嘟咕嘟”
的煮沸声，一锅清淡碧绿的荷叶粥就呈
现在眼前。

我把粥盛到碗里，用勺子轻轻搅动，
荷叶粥浓稠味美，但见米粒晶莹剔透，一
股特别诱人的荷香，仿佛自清晨的藕塘
深处向我袭来，其中又夹杂了粳米香，萦
绕于灶间，想不馋都不行。

低头用汤匙舀上一勺，慢慢放入口
中品尝，粥丝滑如绸，入口即化。米香融
合着荷香，丝丝缕缕缭绕于鼻翼间。即使
不用佐菜，也是味美至极，我们全家人都
爱喝荷叶粥。

“冰丝欲断鲛人缕，琼液

疑含阆苑霜。”浑身是宝的荷，既可“瑶席
乘凉设”，更能“下肚暑气消”。

儿时我体弱，不是口舌生疮，就是感
冒发烧，失去胃口。母亲总会给我煮上一
碗可口的荷叶粥，既解暑又养胃。

母亲并不懂荷叶粥的药用价值，只
知道人们要熬过漫长夏日，喝荷叶粥很
管用。其实新鲜的荷叶，也算是一味中
药，性平，味苦。现代营养学也证明荷叶
含有荷叶碱、莲碱等成分，具有清热降
火、降脂减肥的作用，荷叶粥是极好的消
夏美食。

因为荷叶粥的缘故，我从此开始喜
欢夏日的清欢，在一碗碗清香可口的荷
叶粥中，惬意地度过了一个个夏天。

成家后，每到夏日，我亦学着母亲
做荷叶粥的样子，周末去户外采来几张
新鲜嫩绿的荷叶，准备好一些冰糖、绿
豆、米，慢慢煮熬。米粒晶莹剔透，荷叶
清淡碧绿，绿豆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
娇艳欲滴。三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色
香味俱全，香甜便融合在了这锅粥里。

只可惜，与母亲相隔千里之遥，未能
亲手为母亲奉上一碗香甜的荷叶粥，为
母亲解暑养生。

清人有诗云，“荷叶绕门香胜花”。
烦躁的夏日，不妨静下心来，喝上一碗
荷叶粥。

荷叶粥
□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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