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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哥的与大哥的““蜂话蜂话””回忆回忆

“lē hīn lá qín(喝茶)。”
“Iǎo hǐn liāng xīn（好香）！”
在安溪县城厢镇龙凤都城老人活动

中心，王石伟与友人品茗“话仙”，但稍加
留意就能发现，他们讲的不是闽南话。“这
是一种独特的口语。叫‘蜂话’。”王石伟的
挚友陈建文告诉记者，三四年前，大家听
王石伟说起“蜂话”，感觉很有意思，于是
经常向他讨教。“如今，我们几个好友都掌
握了‘你好’‘请坐’‘喝茶’等基本社交词，
日常聊天不成问题。”

1953年，王石伟出生于一个医学世
家，他是家中第九代医生。作为家中老幺，
他有2个哥哥和5个姐姐。“我大哥叫王丽
政，虽然他比我大19岁，但我们感情一直很
好，每次回家大哥都会给我讲不同的故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泉州地方戏曲迎来了
一段平稳发展期，王石伟的大哥加入家乡的
剧团，并成为剧团的骨干，舞台上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还参与编导、化妆等幕后工作。

“有一天，大哥回家说起剧团里有一种独特
的‘蜂话’，只有几个核心成员会说，并教我
学起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语言，一开
始听起来怪怪的，后来逐渐领略到其美妙的
音律和节奏，觉得十分有趣。”王石伟回忆，
后来他的词汇量增加了，兄弟俩就用“蜂话”
交流，无论是家里的生活琐事，还是社会上
的奇闻逸事，聊得不亦乐乎。

闽南戏班的独特密语闽南戏班的独特密语

与普通话的拼音相似，“蜂话”也可以
用音节拼读，包含声母、韵母，不同的是韵
母读在前，声母读在后。要解读一个字，必
须倒着读，而且必须押韵，吻合该字的音
准音调，使声韵和谐方为正确。

拼音转化为“蜂话”遵循特定规律，即将
一个字的发音转变为双字发音。首个拼音的
声母多为“l”，当遇到然、南等声母为“r”“n”的
字时，首字声母也相应转为“r”“n”发音，第二
个拼音以原声母开头，根据其音调补充韵母

“in”。比如“对”的声母是d，转化为“蜂话”即
为“dìn”；词组以“儿戏”为例，其拼音本来是

“ér xì”，“ér”因只有韵母“er”，前置加声
母“l”去掉“r”变为“le”，并在后半部分补齐拼
音“yin”，将二声后置，最后读成“lé yín”，
同理，“戏”在“蜂话”中读“lì xìn”，“儿戏”
组合起来即为“lé yín Iì xìn”。

“据说，在五六十年前，不同剧团之间
竞争激烈，只有同乡的剧团乐于合作交
流，为防‘商业机密’泄露，戏班子便将闽
南语转化为‘蜂话’交流。”王石伟说。

草拟草拟““蜂话蜂话””书籍内容书籍内容

2013年，王石伟退休后与老伴搬到
安溪县城，闲不住的他选择在民营医院继
续上班，在工作闲暇时，他会用纸笔记录
一些“蜂话”。几年前，王石伟在和安溪县
文艺联合会原主席梁贤文、安溪县楹联学
会会长陈坤玉等文化界人士交流时，得知
安溪有一些本地村落语言，但“蜂话”并不
在其中。当时陈坤玉告诉他：“在安溪地区

还是第一次听说‘蜂话’，说明其濒危性，
你可以收集、整理相关内容，将其编写成
书，保留和传承这一语言。”

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王石伟从去年
起开始草拟“蜂话”书籍内容。在他家的书
桌上有一本词典，用来查询普通话拼音。

“今年年初，我开始系统地对照词典，从中
选取生活中的常用字词，记录在笔记本
上，如今已经整理了六七千个字词。”

翻开笔记本，上百页的纸张已经写
满，内容由浅入深。开头是“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这样的单字；中间按26个
英文字母排列，记载常用词语，比如“f”的
部分包括发挥、法律、罚款、繁荣等词；在
笔记本的尾部，还记载了“一人不成众，独
木不成林”等俗语、谚语。“闽南话的一些
音节在拼音中找不到，所以在笔记中记录
较少，但我还在整理各种泉州五色话和俗
谚(即俗话和谚语)，比如泉州人说事情直
截了当叫‘头路直’，对应的‘蜂话’是

‘lóu tín lù yìn lü jín’。”
“随着社会的变迁，如今戏班子越来越

少，我大哥已去世，‘蜂话’的传承出现危机。
我虽然搜集、整理了一大部分‘蜂话’，但还
不够完整，希望社会上了解‘蜂话’的人来共
同探讨，编写一本完整的‘蜂话’全集，使其
更好地保留和传承下去。”王石伟说。

守护传承濒危艺术口语

退休医生与闽南“蜂话”
南安是全国著名侨乡、闽南文化主要发源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乡，400多

万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遍布世界5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连接南安与世界的
纽带、融通中外文化的桥梁。近年来，南安充分发挥独特的对台对外区位优势
和人文优势，坚持高位谋划、高层推动、高频调度、高效落实，聚力聚势打造华
侨、成功、凤山、侨僧、体育、产业和闽南等多元文化品牌，突出打好“侨牌”“台
牌”，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泉州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助力
添彩。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通讯员 黄丽琼 李晶

南安市：

聚力打好“侨牌”“台牌”
以侨为桥联通五洲

跨海来相会，共叙成功缘。今年 8
月，正值民族英雄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数百名台湾同胞齐聚成功故里，共赴第
八届南安（国际）郑成功文化节之约。

城因人而兴，人因城而荣。南安通过
发挥“成功故里”这一品牌优势，每年到英
雄故里进香朝拜、寻根问祖的台湾信众、
宗亲以及进行调研考察、旅游观光的台湾
学者、游客达近10万人次，为当地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力。位于石井镇的福建省首个
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福建

闽台农产品市场更是借助郑成功祖籍地
优势，吸引了30多家台资企业签约入驻
和50多名台湾青年前来就业创业。

与“成功故里”同为国家级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的还有南安凤山寺。千百年来，
凤山寺依山而立，香火鼎盛不衰，形成了
以“忠孝仁义”为精神内核的凤山文化。
跨越千年时空，凤山文化已演化为一种
符号图腾、一份乡愁寄托，成为连接两岸
同胞及海内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更是南
安对外交流的一张“烫金名片”。

成功情缘凝聚人心 凤山文化根植两岸

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催生
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侨僧。

紧扣“一带一路”倡议发表10周年
等重要节点，南安市深入挖掘侨僧历史
文化资源，积极筹办首届侨僧论坛。2023
年10月27日至29日，由福建省佛教协
会与菲律宾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中
华一家 从心出发”首届侨僧文化交流系
列活动在南安雪峰寺举办。来自15个国
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华侨居士代表
共计2000余人齐聚侨乡南安，共话祖庭
情谊、共叙中华一家、共论从心出发。

“以侨僧论坛为核心的侨僧文化系

列活动，为新时代侨僧交流合作构筑起
新的更广阔的平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演觉法师感触颇深。他指出，“百余年来，
分布于海外的广大侨僧通过种种途径加
强联谊，但像这样把各地侨僧代表汇聚
一地共叙法缘，共谋发展，还是第一次。”

2009 年以来，南安雪峰寺传承宗
风，继续沿着历代祖师传法南洋的足
迹，选派优秀人才，开展重走雪峰祖师
远渡重洋弘法路，足迹遍布菲律宾、新
加坡、新西兰和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
区，有力推动不同文化、多元文明的交
流互鉴，开启当代海外弘法新篇章。

培树“侨僧文化”品牌 搭建沟通海外纽带

伴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民族
工作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多民族群众
互嵌式社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南安市
柳城街道金街社区，户籍人口18878人，
流动人口7000余人，有少数民族352人，
是各民族聚居的“大家庭”。金街社区坚持
以点带面，以四季家园争创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为抓手，通过扎实的社区建
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
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努力把社
区建设成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

码头镇是南安市畲族主要聚居地，

畲族村人口1.3万人。近年来，码头镇深
挖民族特色资源，牢牢把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好“侨牌”“台
牌”，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获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荣誉。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
近年来，南安市委统战部（民宗局）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始终把民族乡村发
展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各项工作，努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确保5个少数民族村和2个少数
民族聚集地，与全国人民一道走向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挖掘民族特色资源 绘民族团结同心圆

丰泽开展夜市餐饮油烟防治专项整治行动

治理烧烤油烟味治理烧烤油烟味 守护纯净烟火气守护纯净烟火气

近段时间，不少市民向本社24小时热线96339反映，室外夜市有些摊
点油烟排放不规范，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连日来，丰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会同东海街道，组织 30 多名工作人员，对泰禾夜市、东海有风、鹿
屿集市、东区野滩广场等多个夜市摊点的餐饮油烟污染防治情况开展专
项整治，解决油烟扰民问题。

□融媒体记者 王金植 陈小阳 通讯员 吴建南 实习生 胡晓梅 文/图

丰泽区规范设置了多处夜市，方
便群众消费。记者走访发现，夜市整
体有序，卫生比较整洁，但是一些食
品加工类的摊点没有安装油烟净化
器，直接排放油烟，给附近居民生活
造成困扰。

东海泰禾夜市位于丰海路与泰禾
路交汇处，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聚
集了120多家小吃摊位和特色商铺，游
客在这里可以尽情品尝闽南风味小吃，
如面线糊、四果汤、沙茶面等。记者看
到，一些油炸摊、煎炒摊使用的是液化
气，油炸、煎炒时产生的油烟没有经过
净化，就直接排放出来，很远的地方就
可以闻到油烟味。

“油烟看着不是很明显，但是味道
很浓。”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先生说，夜市
方便了群众，是一件好事，但是产生了
油烟，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居民生活，如
果油烟问题解决了，好事就更好了。

东区野滩夜市位于丰海路晋江大
桥下后厝公园，夜市摊位包含餐饮、
饮品、烧烤、歌唱舞台、儿童游乐场、
摄影等。一些食品加工类的摊点虽然
安装了基础排烟设备，但并不具备清
除油烟功能。特别是一些烧烤摊，没
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仅产生浓浓
的烟雾，油烟味更是刺鼻。有些烧烤
摊虽然安装了油烟净化器，但是没有
安装吸油烟器，没有办法将油烟吸上
来进行净化。

“顾客很多，烧烤产生的烟雾很浓，
伴随着刺鼻的气味，窗户都不敢开。”附
近的居民陈小姐说，有些摊点的油烟没
有经过处理就排放，刺鼻的油烟味及烧
烤味飘得老远，在家里都可以闻到。

现场
有些烧烤摊产生浓浓油烟

24日晚上8时，城管执法人员对夜市进
行检查，对餐饮夜市摊点油烟净化设施正常
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存在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或使用不合规设施、未在作业时
间正常开启设施等问题的摊点进行整改，重
点指导油炸摊、煎炒摊、烧烤摊等产生油烟
较重的摊点合理安装合规油烟净化设施，并
定期做好清洗维护。

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还向摊主宣传了餐
饮油烟治理相关的政策法规，讲解了餐饮油
烟对人体和大气的危害，进一步提升了摊主
的环保和规范经营意识。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的问题不少，有
的摊点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有的安装了

油烟净化设施但是没有插电，净化设施成了
摆设；有的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但没有安
装吸油烟器，造成净化设施没有发挥作用；
有的接油烟净化设施的管道脱落等。

丰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食品加工类的摊点需要安装油烟
净化器，并及时清洗，做好清洗记录。油烟净
化器没有及时清洗，除了影响净化效果外，
电极板上产生积油现象，油污在接触到火源

后就会导致火灾的发生，因此要注意及时清
洗油烟净化器。除此之外，静电式油烟净化
器底部的控油阀也需要定期清理，否则容易
造成堵塞，使油烟排放不及时，管道内的温
度过高后就会点燃油垢引发安全事故。

据介绍，连日来，有关部门共检查夜市
摊点近200家，发现涉餐饮油烟问题42处，
下达指导意见书15份，并已发函给相关夜市
运营方，要求监督摊点及时做好整改。

查处 发现涉餐饮油烟问题42处

据介绍，我市规定夜市经营者
要保持摊位及周边整洁，营业时和
收摊后及时打扫卫生，对食品加工
产生的油烟经低空油烟净化器净
化方可排放，不得损毁道路及其他
设施，不得高声叫卖或使用音响招
揽顾客，不得影响市民生产生活。
各业主单位应配备夜市用水、用
电、排污、垃圾分类等设施，安排保
洁人员，加强卫生清扫，切实保障
经营场地及周边整洁有序。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
者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
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将责令
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治。”丰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居民
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
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
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扩
建、改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
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城市管理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
以关闭，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在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
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
品提供场地的，由城市管理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
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
会同东海街道、相关社区针对存在
问题逐一进行回访，对未及时整改
的采取相应措施。

处罚
不使用油烟净化器
最高罚5万元

“蜂话”，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口语。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蜂话”就已出现，它
曾是闽南地区部分戏班成员的交流用语，因其“加密”特性，普通人难以解读含义。如
今，泉州会“蜂话”的人已寥寥无几，“蜂话”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王石伟是安溪县的一名退休医生，自幼在戏班大哥的影响下学会了“蜂话”。自去
年起，他开始搜集、整理与编写“蜂话”相关内容，旨在保护和传承这一濒危的语言。

□融媒体记者 邱丰 王耿华 通讯员 王一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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