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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场游戏，我们
拿到手中的牌或好或坏，但真
正的底牌，是自己。

乡村名片 西安村

位于安海镇区西郊，历史悠
久，集文化古村、华侨名村、教育
强村、革命老区村与特色产业村
于一身。村中坐拥 AAAA 级安平
桥风景区、泉洲海洋公园，辅以 8
所学校、12 处古建筑。不仅有土笋
冻 、润饼菜制作技艺及“水上掠
鸭”等非遗项目，更有历史人物吕
惠卿、颜克英以及报恩寺、大夫第
等名胜古迹。

西安也有土笋冻？没错。但此西安非
彼西安。

这个西安是位于晋江安海镇的西安
村。西安村原叫西垵村，垵者，小坑也，指
小港湾。宋朝以前，安海港开阔，港内小
港湾众多，皆可避风浪。村前临安海港西
有一小港湾，故称西垵。

西安村有千年建村历史，人文底蕴
丰厚，明代曾有人用“西畴春晓”来描绘
村里美丽的田园风光，但这里单要说说
西安土笋冻。

土笋别名海蚯蚓，因生长在滩涂酷
似竹笋，故称土笋。西安村位于古安平港
西侧，浅海水域广阔，咸淡水交汇滩涂面
积大，有机质含量高，是土笋繁育生长的
乐土。土笋冻是由土笋加工而成的冻品，
晶莹透明、鲜嫩脆滑，营养价值高，是一
种色香味俱佳的特色小吃。

西安村是“安海土笋冻”的发源地。
据《泉州府志》记载，安海土笋冻源于明
代，《闽中海错疏》《五杂俎》以及清代《闽
小记》中均有描述：“其形如笋而小，生江
中，形丑味甘。一名土笋。”明末清初的
《安海志》记载：“涂蚕，可净煮作冻。”这
些史料都印证了安海镇是土笋冻的原
产地。

关于安海土笋冻的起源有两种传
说：一是郑成功攻打台湾时发明的；二是

戚继光在安平抗倭时发明的。相传，郑成
功攻打台湾时粮草紧缺，将士便到海边
挖来大量的土笋煮成汤。一日，郑成功忙
于军务忘记用餐，土笋汤凝固一体，他直
接食用凝成冻的土笋，没想到味道比土
笋汤还好。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
料，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安海土笋冻。

另一传说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到
安海抗倭，因粮食紧缺，士兵便到滩涂捕
捉海蚯蚓煮汤喝。一次，戚继光最后用餐
时，汤已凝结成胶状的海蚯蚓冻，他拔剑
取下一块品尝，没想到比鱼蟹更鲜美。厨
师知道后，依照此法加以精制，从此土笋
冻便流传开来。

土笋冻制作工艺薪火相传一直延续
到今天，道道精细而有讲究：将挖到的土
笋放在清水中养一日，让其吐清沙粒，然

后压破洗净熬煮，熬煮时要掌握好火候，
最后连同富有胶质的汤汁一起装入小酒
盏凝结成块，放上调料就可以食用了。

为传承光大这一传统美食小吃，西
安村把土笋冻特色美食纳入乡村振兴
发展中，作为村里绿色美食产业做大做
强，全村拥有土笋冻生产、经营者近百
户，已形成完整的土笋冻原材料采购、
加工、销售产业链，安海土笋冻还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市级
非遗项目。

每日天蒙蒙亮，村里的土笋冻经销
商就会把制作好的土笋冻，运往镇上的
汽车站，装车运往福州、厦门、泉州等地，
一时间，运送土笋冻的车辆排成长龙，霞
光里，场面十分壮观。为赋予土笋冻更多
的文化内涵，村里别出心裁，把土笋冻设

计成卡通吉祥物，起名小西。小西形象憨
态可掬：头顶的斗笠是盛土笋冻的碗，身
着具有安海地方文化习俗特色的“嗦啰
嗹”装，怀抱一碗土笋冻，眉开眼笑手挥
汤勺，让人喜欢得不行。村里还把吉祥物
小西做成玩具、贴纸、笔记本封面以及重
大活动的logo，让西安土笋冻成为西安
村的文化标志，更让一道地方小吃成了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西安村有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全国
土笋冻看安海，安海土笋冻看西安”。一
道地方小吃从传承到推广，既留住了传
统更拓展了文化内涵，当其从舌尖直抵
更多人的心尖，就让乡村之美有了别样
的味道。

舌尖上的乡村
□毛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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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来到泉州商校求学。面对
全新的课业，正感到迷茫时，一位专业老
师这样对我说：“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要能打一手好算盘。不论你今后从事哪个
行业，只要掌握了专业技能，总会有出彩
的时候。”这句话就像醍醐灌顶，让我深刻
领悟了母校秉承的“手脑并用，双手万能”
的职业教育思想。之后，我不仅学会了如
何脚踏实地学技能，也懂得了怎样用自己
的双手去实践与创新。对我来说，在母校
度过的三年学习时光，是充实又难忘的，
这里既是我的成长摇篮，更是我与很多优
秀老师和同学相遇的地方，他们的教诲和
陪伴，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印象很深的是，当年学校面向全省
招生，从各地奔赴泉州求学的同学们，家
庭背景各异，有的来自城市，家庭条件足
以让他们安心读书，而有些同学来自偏
远的山村，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
求学的艰苦不言而喻。那时不仅老师们
都竭尽所能帮助这些生活艰苦的学生，
同学之间也总是互帮互助。得知身边的
同学生活遭遇困境，不少同学还会自发
组织起来，为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
时还以匿名的方式，通过邮寄物资，把一
份份“心意”寄到需要的同学手上，贴心
又周到。虽然当时年纪都不大，但在待人
接物时，许多同学都已经展现了超出年
龄的成熟，他们没有因为善良而盲目施
舍，而是以一种更为理智且稳妥的方式，
将关爱传递给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犹记得在那个需要用饭票吃饭的年代，
一粥一饭都尤为珍贵。当时学校给每位
同学分配的饭票是每月28斤，这对于十
六七岁正在长身体的男同学来说，往往
是不够的。相比之下，有些女同学的饭票
偶尔会有富余，一旦得知有的同学饭票
不够了，她们就立马主动将多余的饭票
分出来。那三年，我也与同学们彼此关
心，互相照顾，更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同窗
情谊。这份珍贵的感情，让大家在青春岁
月中收获了友谊与成长，更让我在未来
的日子里，始终铭记着那份来自心底的
善良与温暖。

在母校与同学们共度的时光，已变
成宝贵的回忆。而专业老师们的悉心教
导，则让我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正是有了
恩师们的用心指导，我的专业技能得到
了不断提升，这也为我之后的创业之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恩师们的无私帮助
与谆谆教诲，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即使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依旧历历
在目。

然而，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意味着
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母校毕业后，
怀揣梦想的我，毅然踏上了一条充满挑
战与机遇的从商之路。如今的我已在这
条创业路上走过卅载春秋，这条逐梦的
道路，既有坎坷与辛酸，也有欢笑与成
就。我始终保持着对事业的热爱与执
着，在不断学习市场规律和掌握商业知
识的同时，也持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
及培养创新思维。有人曾问我一直保持
创业激情的动力是什么？我的回答引用
了求学时专业老师予以的一句教诲：

“创业之路，不仅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也
承载着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责任的
担当。创业是一场‘持久战’，过程充满
了艰辛，唯有步履不辍，坚持不懈，才能
收获成功的果实。”

读书在望写人生，商校催开创业情。
信念坚持追梦想，初衷缱绻与歌行。回望
泉州经贸学院办学六十载，走过了无数
风雨，也迎来桃李芬芳。母校走在似水的
光阴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他们怀
着梦想从这里出发，在社会的各行各业
绽放光芒，他们谨记母校的教诲，坚定地
踏上事业征程，在广阔天地中谱写着属
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就像我仍会以母校
的“明德、善学、强技、力行”的校训为指
引，一如当年那般满怀梦想与激情，继续
奋进在创业征途上，一路高歌猛进，披荆
斩棘。

（作者系原泉州商业学校 1993 届财
会专业毕业生，现任香港德润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从这里
踏上创业征程

□骆 钢

土灶，是过去闽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
必备的一种炊具，可称得上是“镇家之
宝”。它们大多是用砖加泥巴砌成，高约一
米二左右，由灶口、灶膛、灶台、灶体、烟囱
五个部分组成，样子有点憨憨的，却承担
着制作一家老少一日三餐的重任。在过去
物资匮乏的年代，无论生活多么贫苦，只
要厝里有一方土灶，看见灶上热气腾腾，
日子就觉得有盼头。那时的土灶，总能给
人带来温暖的慰藉。

过去在家中负责掌勺的闽南主妇们
被称为“锅边转”，她们总在土灶前不停忙
碌，为一家人准备三餐，这也是我母亲的
日常写照。老家厨房里的那个土灶，是母
亲一生未离开的舞台，那里烹出的可口饭
菜，也成了我们姐弟最爱的食物。

但是记忆里最令人垂涎的，还是母亲
用土灶做地瓜饼时加的那块肥肉。在那个
鲜少能吃到大鱼大肉的年代，一块不大的
肥肉总会被母亲“物尽其用”。她通常是先

把这块肥肉放在铁锅里擦一圈，把干燥的
锅边润一润，之后取出肥肉，再往锅里倒
地瓜粉浆做饼。等锅中的猪油被地瓜饼完
全吸收，母亲就继续拿肥肉抹锅。反复多
次后，肉也煮熟了，表面变得焦黄，香味四
溢，让人恨不得咬一口尝尝味道。直到这
块“擦锅肉”实在发挥不了作用，母亲才把
它切片，与一些剩菜炖成大杂烩，给我们
这些孩子打牙祭。那时谁能多吃一块“擦
锅肉”，心里肯定美得比中奖还开心。当时
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母亲就像一位魔术
师，总可以为正在长身体的我们，从土灶
这个“魔盒”中变出锅巴、饺子、地瓜羹、南
瓜饼等好吃的食物。

帮大人烧柴，是过去农家孩子们都会
的一项生活技能。没有哪个孩子会拒绝坐
在土灶边帮忙，因为只要一烧柴，准有美
食可尝。一闻到锅里飘出的
饭菜香，听见风箱推

拉时响起的吧嗒声，就觉得生活有滋有
味，充满了烟火气。

随着时代发展，土灶逐渐被燃气灶、
电磁炉、微波炉等现代厨具取代。不过即
使家里添置了新厨具，母亲依然喜欢用土
灶烧饭。父亲有时笑话她跟不上时代，她
却说：“柴火烧出来的饭菜才香。”

那方朴实的土灶就像守在老家的母
亲，如今早就成了孩子们心中热闹又温馨
的避风港。每次听说我要回来，母亲就会
提前杀鸡宰鸭，等一家人到齐，便开始洗
锅、烧柴、热锅。我也仍像过去一样，跟着
坐在土灶边，一边看母亲做菜，一边往灶
膛里添柴。不时还能听到母亲提醒说：“再

翻翻柴，让火大一
点。”有时邻居经

过，透过厨

房的窗户瞄一眼，瞧见母亲又用土灶烧
饭，准会夸奖土灶做的饭就是香，母亲一
听这话，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后来家里的厨房要装修改造，实在容
不下那方土灶，加上母亲年纪大了，挑柴
劈柴愈发费劲。可父亲劝说了许久，母亲
仍执意要留土灶，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在
厨房外搭一个棚子安置它。

如今，虽然传统的柴火灶已不常见，
但是许多闽南人对它的感情一直没变。因
为那一方土灶曾寄托着一户户人家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我想，这或许就是
母亲执意要保留下这口老物件的原因吧。

一方土灶
□林美聪

初冬的一天，走在乡间的大道上，忽然
看到一辆手扶拖拉机迎面开来。我已经十
多年没有见过这种运载石头的车了，听到
柴油机发出的熟悉声响，思绪一下就被拉
回到从前。

过去在不少地方，拖拉机都被叫作“铁
牛”，主要用途是耕田犁地，农闲时后挂一
个拖斗，还能兼作短途运输的车辆。不同的
是在一些闽南地区，就像我老家，不少乡亲
以前购买拖拉机的真正目的，就是首先用
来运输货物赚钱，偶尔才开它们去耕作，大
多也只是选在农忙时节。

我最早见到拖拉机是在20世纪70年
代，那时正在读初中，上下学路上偶尔能看
到几辆手扶拖拉机正在“跑”运输。当时的
拖拉机是稀罕物，我和小伙伴们
只要碰到它们，定会奔过去追赶，

尝试搭个便车。若是追上了，就用手紧抓着
拖拉机后斗的挡板，再使劲爬上去。有时好
心的司机会停下车，等我们上车了，才重新
发动拖拉机，继续前行。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城里或乡下
都盖起了不少新厝，那时建房子常用到大
量的石料，运输它们的交通工具不仅有手
扶拖拉机，还有一些大型的拖拉机。满载着
角石、方石、条石的拖拉机车队，经常浩浩
荡荡在乡间公路、省道、国道上来回行驶
着，发出的声响震耳欲聋。尤其是手扶拖拉
机，不仅会发出刺耳的声响，它们排气管冒
出的浓浓黑烟，车轮带起的尘土，也让路人

躲闪不及。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爬坡时，手
扶拖拉机就像

“老牛拉着破车”，就算驾驶员已经拧紧油
门，拖拉机还是“爬”行得十分吃力。估计是
为了调侃这个场景，一些老家人还戏称手
扶拖拉机为力不从心的“悍马”。

我的表哥是当时村里第一个买手扶
拖拉机的人。记得买回拖拉机的那天，他
家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乡亲。男女老少凑
在那台拖拉机前东看西瞧，不时还伸手摸
一下。看大家都很好奇，表哥便坐上拖拉
机，左手压下减压手柄，右手握住摇手，顺
时针开始摇动操作杆，发动机随即运转起
来，还发出“突突突”的响声，那动静顿时
引得乡亲们惊呼连连。“让我也试试吧。”
不仅年轻人跃跃欲试，嚷嚷着要学驾驶拖
拉机的技巧，上了年纪的大叔大婶、阿嬷
阿公，也纷纷拉着表哥，请他帮忙拉建材、
运家具。见表哥点头答应了，大家的兴奋
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表哥胆大心细，驾驶技术也过
硬，经常多拉快跑，上山载石料，农忙

时还开着那台拖拉机下田耕作，很快就把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些家里的晚辈，也跟
着他买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慢慢都踏上
致富之路。

后来，不少城乡建筑改用钢筋混凝土
和机砖，运输建材的交通工具也被一些安
全性能更好且速度更快的车辆所取代，拖
拉机便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如今
在我老家，那些拖拉机又回到田间耕作，是
名副其实的“铁牛”了，它们在广阔天地大
显身手，仍然是农民种田耕作的“神器”，一
直默默地为农业生产作贡献。

运石头的“铁牛”
□曾耀文

这只金丝雀是父亲从宠物市场挑来
的宝贝，去年因病入院，父亲便把它交
给我饲养。刚来时，金丝雀的眼中充满
了惊恐与不安，一直在笼子里上蹿下
跳，试图寻找出口。我期待能与这只小
鸟成为朋友，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它
始终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人靠近笼子，
就立马躲到角落。

为了赢得这只金丝雀的信任，我和妻
子每天都精心为它准备新鲜的水和食物，
女儿还跑去小区花园里捉小虫子来喂
它。我更是花不少时间陪它说话，尽管知
道它可能听不懂人类的语言。渐渐地，这
只金丝雀不再那么惧怕我们一家，特别
是当我靠近鸟笼时，它开始愿意过来啄
食我手中的谷粒。

随着时间推移，这只金丝雀终于适应
了我家阳台的新生活。每天清晨，它清脆
悦耳的叫声就像闹铃，总能准时将一家人
从睡梦中唤醒。平时一有空，我也喜欢坐
在阳台的摇椅上，听它“唱歌”，总觉得那
声音好似有着消除烦恼的魔力。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像往常一
样坐在阳台上看书，金丝雀则在笼子里欢
快地跳跃着，嘴里还不时发出清脆的叫
声。突然，鸟叫声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发
现这小鸟正歪着脑袋盯着我。我放下手中

的书，伸手碰了碰鸟笼，与它打了个招呼，
谁知这金丝雀马上飞到笼子的边缘，用小
巧的喙轻轻地啄了啄笼子的铁丝。

“小家伙，是不是想出来玩？”我轻声
问道。金丝雀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开始兴
奋地拍打翅膀，嘴里还发出急切的叫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笼子的门。见
门开了，金丝雀先是小心翼翼地探出脑
袋，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才展翅飞出
笼子。

看着金丝雀飞远的身影，我的心里突
然涌起一阵不安，心想会不会从此就失去
这个陪伴自己多日的朋友？也担心金丝雀
一去不回，父亲出院后找我“问责”。谁知
没过多久，这只小鸟又飞回来了，嘴里还叼

着一根细小的树枝。只见它跳进
笼子里，并将那根树枝放在它经

常待的角落，看起来很珍惜的样子。
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这只金丝雀

虽然渴望自由，但也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
的家。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定时打开笼
子的门，让小鸟在阳台上自由地飞翔。它
有时会在吊兰的枝叶间穿梭，有时在花盆
的边缘停留，偶尔还会与飞来阳台的麻雀
嬉戏。而我，有空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感
受着这只小鸟的快乐。

后来父亲出院了，见我如此喜欢这只
小鸟，便没来讨要回去。不知不觉中，金丝
雀便在我家住了一年，成了家里的重要成
员，给家人们带来不少“小确幸”，有了它
的陪伴，家里增添不少绚丽又暖心的色
彩。就像此刻夕阳西下，余晖将整个阳台
染成了橙红色，小小的金丝雀置身其中，
一会儿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一会儿欢快地
鸣叫，这个逗趣的画面，让忙碌了一天的
我，享受到了难得的惬意时光，疲惫感一
下就烟消云散了。

我家的金丝雀
□王 淼

鸟瞰西安村鸟瞰西安村（（姚伟鸿姚伟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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