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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9期《五里桥》会刊，开
设4场以安平桥为主题的书画摄
影展……自安平桥历史文化研
究会成立以来，为发掘地方历史
底蕴、发扬本埠乡土文化，高俊
仁与颜呈礼等人做了不少有益
之事。他们在不同城镇举办了
不同主题的书画摄影巡回展，并
印制了9期《五里桥》及5期《五
里桥畔》书画摄影特刊，举办“安
平桥石材探源”“鸿江水源寻根”

“元宵节游灯踩街”等大型活
动。高俊仁作为刊物主编，与志
同道合之士，共同探索着五里桥
历史渊源,发掘着地方文化史志。

“当时，很多编委会的成
员，既是编者，又是作者，他们
采访撰文、组稿校对，每一期的
编审，需要10来天的劳作，分文
不取且乐此不疲。”高俊仁坦
言，各种活动，会员们自愿参
与，身体力行；活动经费，大家
乐意捐输，唯求奉献。他们不
计名利，共同努力，这等行事作
为，可敬可佩。

高俊仁说，作为一个生长

在安平桥畔的安海人，很多人
对于这座桥都有着属于自己的
一份特殊情感，再加上他曾经
付出3年的时间，与黄真真女士
共同主编《安平桥志》，更加深
了他对这座桥的认识和感情。

“这座桥的历史、由来，以
及背景，我全部是通通透透地
了解，包括我们福建省所有关
于安平桥的档案、资料，我全
部都拥有，所以我对这座桥的
感情就加倍。”后来，朋友们也
戏称他是“护桥使者”。

此外，他们还多次与同道
挚友共同接待了国外留学生、
专家学者、摄影爱好者、文学爱
好者等，带领其实地考察安平
桥。“2010年 12月初，尽管大家
忙于‘著述馆’的一应事务，我
们还是挤出3天时间，协助福建
电视台发现档案摄制组，完成
《古桥春秋·安平桥》的拍摄工
作”，高俊仁回忆说。他们连续
三年举办“元宵节游灯踩街”大
型活动，并在2010年顶住压力，
恢复“白塔点灯”的旧制；持续

举行“中秋节博饼联欢”，并于
2011年找回中断 40年的古老
民俗活动——“烧塔仔”，吸引
泉州、晋江两级主流媒体，竞相
到场摄影、采访，并在显要的版
面报道，引起极大关注。

如今的安平桥公园，风
景秀丽。浩瀚的水面，波光
潋滟、鸥鹭翔集，亭榭点缀、
廊桥穿插，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 观 完 美 统 一 。 尽 管 在 八
闽大地上，早已横空飞架出
许多跨越江海，洋溢着现代
气息的桥梁，但高俊仁在闲
暇时光，仍愿意追寻前人的
脚步，到古老的安平桥上，
在那一方方被磨得平滑光亮
的石板桥面上游览漫步，读古
碑文、看水心亭、望石将军，在
长桥之上，再搭一座心桥。“如
今，我们这个国宝变成了世
界宝，对安平桥的保护，对景
区 的 开 发 利 用 肯 定 是 加 分
了，也会增加很多亮点，往后
希望大家都尽一份力，把这
篇大文章做好。”

安海64岁高俊仁：情系安平桥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
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
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
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本报讯 简办婚礼树新风，捐资济老暖
人心。近日，池店镇仕春村的 904 名老人每
人分别领取了沾满喜气的爱心“红包”。原
来，这是池店镇汇诚集团董事长蔡世团简办
长女蔡若玮出阁婚礼，节省宴席等开支，并
将之捐赠给老人会，用来支持社区老年人公
益事业。

“如今，移风易俗深入人心，蔡世团先生
此次公益敬老行动，将进一步推动民风向上
向善。”池店镇仕春村老人会副会长陈灵波
介绍，此善举获得了不少人的口碑相传，广
受好评。

吴荣晓：生于1947年，晋江市磁灶镇
下官路人，2009年担任该村老年人协会会
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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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25日，随着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
场落锤声响，“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
式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本次泉州申遗项目整体
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这其中就
包括有安平桥。

在这古桥喜庆新事的背后，有着许多为申遗而无私
奉献的“申遗”功臣。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晋江安海的高
俊仁，笔名高峰，1958年出生于晋江安海，福建省作家
协会会员、晋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晋江市政协特邀文
史研究员，出版散文集《石榕》《师傅如酒》《实话实说》，
主编《安海商会志》《安平桥志》《丝路晋江》等。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与申遗点安平桥的故事。

在我国古代的名桥之中，势若巨龙、逶
延五里的安平桥以其“天下无桥长此桥”的
优势而独占鳌头。此次申遗成功，安平桥惊
艳世界。但这座安平桥对于高俊仁来说，在
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意义。

1958年，高俊仁出生于安海，对安平桥
有着深厚感情。儿时安平桥的存在，对他来
说是朴实无华的。在那儿，是他 7岁下海，
网虾钓鱼擒蟹的童年趣事的背景；在那儿，
是他少年经商，吆过脆饼冰棒串葫芦走过的
古桥；在那儿，是他 16岁辍学，干泥匠木匠
教书匠时难舍的家的代名词。

成年后，他发现，古桥是家乡祖祖辈辈
繁衍生息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承载着家乡近千年以来父老乡亲生生不
息的文化寄托与美好愿望。一直到后来，安
平桥又成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成了他
与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呼吁、奔走保护、记录、
奉献的主角。从其笔端，就可见他对安平桥
的深厚之情。

“初二辍学后，我很快成为一名学徒工，
先后做了泥水匠、木匠等。当泥水匠学徒最
苦，需随着惠安师傅，爬上高四五米、宽却只
有二十多厘米的墙顶，我老怕滑摔下来，扒
掉鞋袜，才勉强哆嗦地上去……”谈及儿时
的经历，高俊仁坦言，离开学校后，他进入一
家乡镇企业，先是做木模子、机壳，后学习无
线电修理，当保管员。1982年春，他已是该
厂的车间主任兼仓管员，不但有固定的收
入，还可以揽些木工活儿，挣点外快，生活算
是有了着落。4月底的一个夜晚，他正加班
做着门窗，已就读“电大”机械系的友人，前
来告知“电大”中文系招生的消息。他即刻
做出决定，当夜辞掉雇主。隔日一早，便去
报名参加考试，可是，此时距离考试时间只
有1个月。那1个月，他停止一切工作，断绝
所有往来，读书、读书、再读书。终于，他以
高出录取线11分的成绩，如愿以偿。

在生活中，有不少友人点评高俊仁为“性
情中人”。他热爱文学，1985年毕业后便开始
写作，1986年就开始发表文章。后来为维持
家庭生计，他投身商海，一直到2008年天命之
年，生活安定后重拾笔杆，从此坚持不懈。

通过三次书面提案，数次
口头反映……最终，高俊仁以
笔助推安平桥列入泉州申遗
项目。

在安平桥景区的游客中
心，高俊仁翻阅着他著作的《实
话实说》。这本书里收录了他
十几年来的工作成果，包含他
的政协提案、社情民意、调研课
题和大会发言等。其中，就有
两篇他提议将安平桥列入泉州
申遗项目的提案。

第一次是在 2014 年。当
时，泉州申遗项目叫“刺桐遗
迹”，但18处申遗点里没有安平
桥。高俊仁认为，“刺桐遗迹”
没有安平桥是说不过去的。这
是世界上最长的古桥，而且还
有一个港口的问题。安海港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港，于是，
他马上写了一篇提案，可是没

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复。
2015 年 1 月，高俊仁再次

写了一篇将安平桥列入泉州申
遗项目的提议，并发表在政协
社情民意的刊物上，这一次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同年 12月，高俊仁写了一个调
研专题，再次提议和呼吁将安
平桥列入泉州申遗项目。高俊
仁告诉记者，“就是这一篇《强
烈请求相关部门把安平桥、安
海龙山寺列入‘海丝古城泉州
（刺桐城）的重要遗存’，加以保
护管理》,直接提交给有关部
门。”

此后，高俊仁多次打电话
到相关部门反应，并拨通权威
媒体热线，积极提议将安平桥
列入泉州申遗项目。最终，在
晋江市和安海镇两级政府，以
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下，安平桥终于正式列入泉州
申遗项目。

从 2014年开始，高俊仁执
着地推动着安平桥列入泉州申
遗项目。但早在 2010年，为保
护古桥，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
会成立，高俊仁便参与其中。
2013年春节至 2014年期间，他
还与时任泉州市文管所主任的
黄真真女士等人，苦心孤诣，发
掘整理资料，编撰了《安平桥
志》，为千年古桥立传。

今年 7月 25日，泉州申遗
成功，高俊仁第一时间得到消
息，他非常激动。“此次泉州申
遗成功，安平桥榜上有名，对很
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好
消息。”其实，作为晋江市政协
特邀文史研究员，对他个人来
说，这也是焚膏继晷、不懈付出
的最好回报。

安平桥畔长大的
文学青年

撰写提案推动安平桥保护

化身安平桥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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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办女儿婚礼
为老人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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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作品：《光盘行动》
作者：洪金枝（女，1954年出生）

绘画作品：《璀璨如锦的故乡》
作者：许旭生（男，75岁，晋江安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