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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董
严军） 2022秋季学期 9月 1日
开启，不少晋江学子收到最实
用的“开学礼”——今秋，晋江
多所高颜值、配套全的学校正
式投用，累计新增学位 8000
个，优质教育资源再扩散，教育
扩容提质再加速。

8月 31日，记者来到晋江
市第九实验小学，开学的氛
围已十分浓厚。综合楼前的
空地上，铺设了一条长长的

红地毯，一面制作精美的新
生签名墙矗立在红毯尽头，
旁边还有一列名为“久久号”
的“高铁”蓄势待发。昨日，
这所学校迎来首批 348 名新
生，其中，一年级 6个班，二年
级 2个班。

作为晋江市重点项目，晋
江九小总建筑面积22823平方
米，教学楼、综合楼、体育馆、
宿舍楼、250米跑道运动场、地
下停车场等配套设备设施齐

全；思维广场、生物地理园等
景观点缀其中，校园充满生机
与活力。

此外，晋江市第七实验小
学崇武校区、晋江市第三实验
小学海丝校区今秋也正式投
用。

中学方面，晋江学校（清华
附中合作校）、东石中学开办高
中部，招收首批新生。

中小学学位逐年增加，公
办幼儿园也“不甘示弱”。今

年秋季，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
园莲屿分园、晋江市第九实验
幼儿园、晋江市第七实验幼儿
园中海锦城园区、艺术实验幼
儿园力高园区等 13所公办幼
儿园也投用，新增学位 4770
个。

新学期，晋江迎来3.2万名
一年级新生，教师队伍也有新
鲜血液注入——834名今年新
招聘的公办教师满怀热情与信
心，登上三尺讲台。

种花、摘花、串花、绑花灯……晋
江磁灶宅内村86岁的陈碧霞，一辈子
都生活在鲜花丛中，她做的花灯并不
是我们熟悉的元宵花灯，而是由真正
的鲜花制作而成的。上个月，宅内鲜
花灯入选第七批晋江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鲜花花灯和陈碧
霞“花香萦绕”的手艺人生也因此被
更多人知道。

鲜花花灯撑起一个家
一说到花灯，大多数人会想到元

宵佳节赏到的彩扎花灯……但在咱
厝晋江，还有一种别样的花灯，叫“鲜
花花灯”，是由各种时令鲜花编制而
成的。在闽南人的日常里，凡遇小孩
出生、满月、敬天公、结婚等喜事，人
们都喜欢买一对或数对鲜花花灯挂
于家中的厅堂或宫庙祠堂中。

自从19岁嫁到宅内村，陈碧霞就
和丈夫一起做鲜花花灯，如今已经做
了整整67年。

早期晋江人有种花簪花的习惯，
尤其喜爱花形雅致、气味清香的白玉
兰。清末民国初，磁灶宅内花商发现
了这处商机，就在自家房前屋后种上
了白玉兰和各种各样的时令鲜花，宅
内因此而出名。晋江民间曾流传着
一句“宅内花满泉南城，晋江看花看
宅内”的美称。再后来，宅内人不仅
卖鲜花，还将鲜花做成花灯、花彩、花
篮、花瓶枝、花牌等，在上世纪50年代
成为宅内的经济支柱。其中又以鲜
花花灯最为出名，有八仙勾篮花灯、
八骨花灯、六骨花灯、六瓣灯等。

陈碧霞丈夫叫张子木，张家从事
鲜花花灯的制作，是从张子木的太爷
爷那一代开始的。张子木 6岁那年，
父亲过世，为了家人生计，张子木早
早接过父亲留下的鲜花花灯制作手
艺，一做就做了一辈子。虽然村里也
有其他的人家从事鲜花花灯制作，但
张子木夫妻俩制作的鲜花花灯做工
精美，远近驰名，每逢年节或庙会之
前，各地订单纷至沓来，两人根本忙
不过来。“忙的时候，通宵达旦地串
花，天一亮就得去采花，然后回来继

续串花。”陈碧霞说，如果有人来做
客，和客人说话的时候手中的活也是
不能停下来的。平时出去串门，手上
也要一手拿小刀，一手拿一把麻皮或
竹篾，边走边把它们劈成细丝，用来
穿花和串花用。（穿是用花针将花串
在塑料红绳或麻绳上；而串是将竹篾
削成像牙签一样的细长针，将花苞串
在竹针上，方便后面使用。）

“忙订单的时候，上午上山下田
采花，下午和晚上则串花扎勾篮。不
忙订单的时候，要去花田里浇水、养
护，准备麻皮丝或者竹篾丝。”陈碧霞
说，60多年来，自己每天都围绕着鲜
花灯在生活，也是靠鲜花灯撑起了一
个家。但是，20年前，老伴的逝去，孩
子们各自有了其他事业，陈碧霞除了
和儿子做一些比较复杂的鲜花灯以
外，将生意逐步分给其他房派的亲戚
做。这两年，年纪大了，眼睛有些花
了，陈碧霞不再像从前每天做鲜花
灯，只有在订单多的时候才会帮忙。

累积60余年经验的“花谱”
农历六月初九（7月7日）下午，陈

碧霞来到堂侄张国联的家中，张国联
夫妻正忙着为第二天要交货的鲜花灯

做准备，厅堂里摆满了上午采摘回来
的鲜花。陈碧霞一进门就直接坐到了
鲜花堆前，拿起一根花针就开始串
花。“福埔那边的庙里订了 8盏灯，明
天要挂的，今天得赶完。”陈碧霞说，每
年农历的五、六、七、十月是高峰期，订
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做二三十盏。

串花的花针是钢制的，有20厘米
长，又长又细，一不小心就会刺到
手。但是陈碧霞却看都不看针，拿起
花朵就往上串，针尾穿着红绳，陈碧
霞将不同颜色的鲜花依次串上，不一
会儿，一串五颜六色的鲜花串就串好
了。这样的鲜花串只是鲜花灯的一
个小零件，通常一个鲜花灯要用几十
串甚至上百串的鲜花串再加上各种
花签、花架组合而成。

“时令不同，用的鲜花品种也不
同。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茉莉花、栀
子花、粗糠花（千日红）、送娘花（素馨
花）、含笑花、鸡蛋花、木槿花，还有各
色菊花，4、5月的时候用玉兰花比较
多。”陈碧霞说，每种鲜花都代表着不
同的意思，例如玉兰花寓意高洁品
质，茉莉花代表敬重与诚挚，鸡蛋花
寓意希望与勇气，素馨花代表人们对
亲切平和的追求……制作的时候要

根据花朵的特征，以及花灯设计的需
求，使用不同的花进行组合。

记者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很
简单，上手一试才发现并不容易：花
朵大小不一、花瓣又娇嫩，要从中间
穿过去又不破坏花瓣花形很考验技
术，而且花针细长，穿过后为了不扎
破花朵也要小心翼翼。记者花了十
分钟才串完一串花，而且花串上的花
歪歪扭扭的，而那时，陈碧霞已经串
了四五串了，但是，她还是嫌弃自己
太慢了，“现在老了，眼睛不行了，以
前同样的时间都串了十几串了。”

60多年来，陈碧霞在前人的经验
上又累积了很多经验，比如送娘花一
定要在清晨太阳升起之前采摘，因为
花苞太小，太阳升起之后是看不到
的。而茉莉花蕾则一定要在中午的时
候采摘，香气才会最大化，花色才会洁
白。为了避免前一夜穿、串好的花会
枯黄或者干掉，就想办法保鲜鲜花。
过去用大花篮事先扔进溪中将花篮充
分浸湿，再将穿、串好的花一捆捆、一
串串放进花篮，并盖上一块已被打湿
的纱布，其间不断洒水以抑制花的呼
吸作用，避免鲜花过早凋谢……在陈
碧霞心里，已然形成了一个关于种花

采花做花灯的“花谱”，什么时候种什
么花，什么时候摘花，怎么串花穿花，
都有了门道。

新老交接 创新传承
陈碧霞把心里的这个“花谱”教

给了后人，也教给其他地方的人。“现
在晋江依然从事鲜花灯制作的手艺
人只有十多个了，分布在磁灶宅内、
永和坂头、青阳蔡厝等地，有很多人
都是来我这里学的。”看上去似乎只
是把鲜花串起来就完事的鲜花灯却
不像表面所见那样，从花材种植采
摘、花材搭配、配色与比例，再从设计
造型、制作骨架、制花到装灯，每一道
步骤都不能马虎。多年来，像陈碧霞
一样的老手艺人用灵巧的双手，把五
彩斑斓的花朵编织成花灯，将花卉文
化与民俗文化完美融合，逐渐演变为
艺术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时代的更迭，鲜花工艺做出的鲜
花制品利润低、收益少，鲜花花灯的
市场逐渐被现在的电制和新型灯品
代替，加上复杂的工艺，目前只有少
数的手艺人还在坚持做鲜花花灯。

上个月，宅内鲜花花灯入选第七
批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陈碧霞的儿子张贻焕也成为宅内
鲜花花灯传承人。而陈碧霞还在读大
学的孙子张锦源不仅跟着奶奶和父亲
学习了做鲜花花灯，还开始用文字、图
片、视频等数字化手段系统记录保存
传统工艺，并开设公众号推广宅内的
鲜花灯文化。放了暑假的张锦源，把
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记录和传播鲜花灯
上：“我从小在花香中长大，记忆里都
是家人们做鲜花灯的场景。现在做鲜
花灯的人越来越少，了解鲜花灯历史
的人也不多，希望通过这次入选非遗
项目，通过视频这些数字化手段能让
更多年轻人认识鲜花灯。”

本报讯 （记者 苏明
明） 8月31日上午，晋江英
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教育基
金会举行第29届奖助学金
颁发仪式。

奖助学金颁发仪式上，
来自英林镇高湖村的洪超
明作为家长代表与大家分
享了他的教育心得。他的
双胞胎女儿洪佳钖和洪佳
蓥今年高考双双考取高分，
分别录取于北京大学和中
国人民大学。

据了解，从 1994 年开
始，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教
育基金会已连续29年对英
林、龙湖、金井、东石的洪氏
学子发放奖助学金。今年
共奖励学生255名，包括考
取博士、研究生及本科院校
的学生，另对2名贫困学生
进行补助。截至目前，英林
洪氏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
会共奖励大学生 3419 人
次，发放奖助学金 4448000
元。

本报讯（见习记者 许
金植 记者 林伊婷） 8 月
30日上午，晋江市安海经
竹公益慈善基金会 2022年
（第三届）奖学奖教颁奖仪
式在安海镇坝头溪边村老
人活动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基金会奖励
坝头小学10万元（人民币，
下同），并为溪边自然村 7
名高考毕业生发放 5万多
元奖学金。其中，考取大专
院校每人奖励 5000元，考
取本二院校每人奖励 8000
元，考取本一院校每人奖励
12000元。

“能获得这笔奖学金，

我备受鼓舞。非常感谢大
家的关心与帮助，今后，我
一定会更加努力。”获奖学
生许奕棉表示，当天她弟弟
也到场感受了颁奖的氛围，
相信这一幕将影响、激励他
及更多的溪边学子在求学
路上更有信心、更加努力。

安海经竹公益慈善基
金会理事长欧阳春介绍，安
海经竹公益慈善基金会由
全国政协常委、宝龙集团董
事局主席许健康捐赠 1000
万元设立，主要用于开展助
学助教、奖教奖学等公益慈
善活动，打造提振教育的

“种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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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晋江新增学位8000个

磁灶86岁陈碧霞：

巧手编花灯 花香萦绕67载

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
奖励255名学生

安海经竹公益慈善基金会
举行奖学奖教颁奖仪式

本报记者 黄海莲

在晋江第九实验小学，老师在新校园布置开学迎新摆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