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情

协办单位：晋江市文联
编辑_张惠阳 校对_黄青稚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邮箱：443552882@qq.com2022年11月27日 星期日 3五里桥

王忠智

《大明醇儒：蔡清传》历经三年锤
炼，荣誉出炉，八方为之侧目。被尊为
一代醇儒的蔡清是中国著名的理学
家、教育家。他对继承发扬程朱理学
发挥重大作用，对泉州、福建的文化也
产生巨大影响，被列为从祀曲阜孔庙
先儒第70位。由著名散文家、泉州市
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蔡
飞跃先生著作的《大明醇儒：蔡清传》
一书，第一次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再现
蔡清这一历史名人的光辉史迹、鲜活
形象，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一、命题务实，立足本土，选材
独到。

泉州历来被誉为“八闽形胜无双
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温陵古地人文
荟萃、灿若星河，挖掘、创作历史人物
题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借鉴
具有重大意义。蔡飞跃先生以作家的
使命感，目光关注脚下这片土地，为我
们展现一个立体多面的泉南先贤光辉
形象。《大明醇儒：蔡清传》以蔡清一生
成长的轨迹为主线，以时代背景和人
物经历为辅线，按时间发生顺序，揭示
人物思想形成的内核，讲述其传奇的
一生，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全面地映
现蔡清的闪亮人生。

为历史人物立传并非易事，为历
史名人立传更难，这也是至今未见有
人动笔写蔡清的原因。写历史人物传
记必须有独到的选材角度和精湛的笔
力，才能从宏阔的历史场景中摘取闪
光浪花，再现其不平凡的一生，塑造栩
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我看来，这部

传记也是一部抒情史诗。
尊重史实，客观描写，这是传记文

学的写作原则。蔡飞跃先生先后查阅
60多部史籍和20多篇论文。有一次我
在泉州文库遇见蔡飞跃先生，他正为
了一个有关蔡清的问题找文库的老师
求证。选材的准确性、真实性是写好
传记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掌握第一
手翔实素材是最基本的功夫。再现人
物生平经历，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刻
画人物的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本书
在这几个方面都处理得当，也能看出
蔡飞跃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创作底蕴。

二、多元组合，多维度解读，多
线条交织，以文学方式重新解构历
史人物。

本书十二个章节，共26.5万字，重
点抓住蔡清“不畏权贵，两袖清风”“醉
心教育，诲人不倦”“勤奋博学，治学严
谨”等重头戏，详略得当，选材独具慧
眼，使得本书的价值有了升华。

第一章至第四章写蔡清的成长过
程，突出蔡清的成长与泉州文化的关
系，深入地挖掘其人格早期形成与地
域文化的对应关系，如蔡清儿时受理
学名家庄慨、罗伦等影响，15岁立志研
习理学等。

第五章至第十二章是这部传记的
重点，我们在品读时不难看出作者颇
费心思构筑这几个关键词——为官、
治学、教育、廉政等。丰富翔实的史
料，横向纵向多元回放，使得人物形象
更加丰满。

三、深沉的文学意蕴，艺术手法多
姿多彩；浓郁散文韵味，驾轻就熟的散
文笔法运用。

历史人物传记并不是简单的历史
陈述，以文学方式再现是这部传记的
成功之处。飞跃先生作为散文大家，
在这方面游刃有余，其驾轻就熟的散
文笔法使文章增色生辉。艺术手法的
多姿多彩，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延伸
了作品的价值，让读者在赏析的同时
获取艺术熏陶。

当然，因为历史资料的缺失，作者
在采集时受客观条件所限，对蔡清这
位历史人物的解构尚有商榷之处，但
蔡飞跃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已凝固在书
中，成为闪光点，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定
将迭现应有的价值。

紫艺

孩子们嬉笑打闹中唤醒晨光
穿透静谧，古镇卸去疲惫的雾霭
衣着暖阳，市井氤氲烟火的气息
邂逅书院，扉页记下讲学的史话

钟声打落一片小小树叶
我渐渐在叶脉中走失
随风，潜入琅琅的书声
注目仰望三尺台上的朱子

我自踏上五里的桥头
脚步起落间，印记安平
纵然潮流汹涌，我亦挥袖前行
求知的路途种满了归属感

也不止于鳌头精舍
石板的回响，打湿
满目期许，涂涂改改的心境
因初遇承载太多的思虑

对话，在喧嚣之外
起起伏伏的吆喝被书香浸淫
在闹市，文化的积淀
与繁华并不冲突

更多的学堂，刻画
辈出的人才，从这里走出

“二朱过化”的跫音，淹没
久远的沉寂

一个个咬文嚼字，打乱
季节转换的步调，停靠雨季
仅一座书院，我可以待上整整一天
正如我的一生都没有出去过

黄旭升

卡塔尔世界杯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世界杯
是在1990年。那年，我要参加高考。那是人生重要的
转折点，必须心无旁骛去面对，没有闲暇时间去看一场
完整的球赛。从同学课余饭后的闲聊中得到一些碎片
式的信息，记住了荷兰队的“三剑客”，也记住了德国队
的“三驾马车”，尤其记住了带领德国队获得冠军的队
长、10号马特乌斯，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这辆德国“战
车”。由此，在1999年招兵买马组织罗裳红足球队时，
我选择10号作为自己的战袍。

其实，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青春不过
就是几场世界杯。弹指一挥间，意大利之夏已经成
了遥远的梦。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此时已惘然。
一届世界杯就是一代人的年华，生活就是这样周而
复始。

足球依旧，青春不再。我真爱足球，热衷于参加
比赛和组织比赛，却很少看球。朋友圈的高中同学
如今还在追问，1990年世界杯决赛就在高考那一天
晚上，当时有谁半夜起来看球赛吗？昨天，一位同村
的好友打电话咨询我看好的球队，却撞到南墙。还
有人问我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我总是“呵呵”一笑
而过。没有强大的心脏，也不喜欢熬夜，踢球才是我
的最爱。幸好现在有了“懂球帝”等应用软件，可以
回放直播、深度解读世界杯了。

足球是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人生路。的确，在
人的一生中，成功不容易，经常要面对的往往是失
败。我想，真正的成熟，应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
面自己的缺憾，这才是生活的本质。一代又一代的
球星走下绿茵场，离开聚光灯，不一定有完美的谢
幕，总会留下不少球迷的一片唏嘘声。

世界杯可以欣赏的地方不少。爱美之心，人皆
有之。估计帅哥想看美女，美女想看帅哥。意大利
队的颜值是公认的，高挑的身材，还有深邃的眼神，
加上笔直的鼻梁、满脸络腮胡子，很有男性的阳刚之
美。那年，“忧郁王子”巴乔不知圈粉多少，也不知迷
醉了多少少女的心。英格兰的贝克汉姆不仅凭着

“圆月弯刀”独步绿茵江湖，更是有时髦辣妹作为美
容顾问，广告代言赚得钵满盆满。爱好美术的可能
更留意世界杯的吉祥物，我的书桌前就有一个俄罗
斯世界杯吉祥物银狐的笔筒。喜欢音乐的，估计忘
不了激扬铿锵的《意大利之夏》，当然，那一届的超模
时装秀也惊艳了世人的眼光。最难忍受南非世界杯
的噪音，那种乌拉高分贝的吹响，已经飘散在空气中
了，但“中国制造”早已漂洋过海，成了各届世界杯的
常客。最近，上网搜寻一下卡塔尔世界杯的“中国制
造”，从大的工程建设到特色体育用品，还真不少。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对我们来说是一届不用
考虑时差的世界杯。国足跌跌撞撞，差强人意，铩羽
而归。后来呢？我们的男足成了国民的笑料，不少
段子高手以男足为佐料，爆炒、油炸、清蒸，为我们平
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痛定思痛，男足不是一
道佐料，应该是一颗六味地黄丸。五味杂陈之后，更
需要付诸行动，校园足球才是中国足球的木本水源，
机制改革才能凤凰涅槃。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我少看世界杯，却专
注于做校园足球的推广者，估计是晋江现任校长中
唯一还在亲自带足球队的。我曾把学生足球队带到
晋江第三名的高度。如今，连续三年，用一场场校长
足球射门挑战赛点燃孩子的足球梦想。今年的挑战
赛不仅燃爆全场，还被晋江电视台选送到福建电视
台播放。哈哈！差点成了网红足球校长。最近，我
从《我们这十年》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有关校园足球的
剧情中受到启发，正在写剧本、找赞助，筹拍晋江第
一部反映校园草根足球的微电影。

周金水

人到中年，愈加念旧。
一日午睡，朦胧间睡意被一阵嘈杂声响打断。

睁开惺忪睡眼，一叠红红绿绿的邮票在我眼前晃悠，
两个女儿正拿着20多年前的邮票在一本正经地“过
家家”。我睡意全无，一下跳起，赶忙把这些“宝贝”
收起、放好，并再三叮嘱：这些东西一定不能乱动，至
少在拿之前要经过大人同意。

见我反应如此激烈，妻不禁埋怨道，这不过是
几张邮票，也说不上珍贵，就是现如今也值不了几
个钱，何必藏着掖着，倒不如让小孩玩去，还有个好
的去处。我抚摸着泛黄的邮册，心疼地说，虽然只
是几张纸，但对二十几年前的我而言，它的意义比
天还大。

要知道，当时家中经济条件一般。记得读初中时
一周的伙食费是10元，为了节省开支，自己每周还从
家中带了鱼干、三层肉、花生之类的，勉强凑合几顿。
这样一周下来，自己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终于可以
省下一点零花钱。那省下的钱哪去了？一是买书，二
是集邮。到了周五，我中午一下课，顾不上吃饭，一溜
烟跑到邮局里，按一下口袋里剩下的钱，估摸还够一
套邮票钱的话，赶忙掏给营业员，然后眼巴巴地等着
换回那一两张薄薄的纸片。接下来的周末日子里，自
己盯着邮票上面的精美图案孤芳自赏许久，沉醉在小
小的方寸世界里，丝毫不觉厌倦。

就这样，用一周伙食费的结余，换得一套心仪的
邮票。周而复始，自己就这样迷上了集邮，步入百万
集邮大军中。每次翻阅这本邮册，可以想象，眼前浮
现多少鲜活的场景，心中涌起多少感慨；可以想见，
这本邮册，带给那个年少的我多少欢乐和幸福，它在
一个少年心中的意义和价值又有多大？

物是人非，当年一起集邮的小伙伴，如今早已天
各一方。大家沿着各自的生活轨迹前行，集邮早已
成为我们尘封的一段年少往事。偶有相遇，酒酣淋
漓之余，再忆集邮往事，每个人却是眼里有光。唾沫
横飞，大家再次聊起当年的逸闻趣事：有为了收集一
枚稀缺邮票，而费尽心力的经历；也有为了交换邮
票，又发生了多少曲折离奇的插曲。觥筹交错间，畅
谈依旧，灵魂早已穿越，回到当初的模样……

在多数人看来，大部分中年人的形象，是腆着肚
子，耷拉着油腻杂乱的头发，一副不修边幅的邋遢模
样。然而，当你真正走进他们的心里，你会发现，那
个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少年仿佛没有离开过。是
的，从来没有离开过。

蔡燕卿

草木在葱翠与枯黄间往返更迭，人间
灯火通明又黯淡，耳畔的风早已不是儿时
赏月时拂过的那缕。

十年了，我脑海里常浮现爷爷在旧房
子厅廊中看书的画面：朱红沙发上，他整个
人陷进去，左边身子倚着沙发扶手，右腿搭
在左腿上，双手捧着一本《雪山飞狐》或《成
吉思汗传》……读得入迷，读得忘时。

爷爷书读得多，通晓村落轶事，更深谙
红白事习俗。逐年成长的印象里，常有乡
邻踏进门槛来向爷爷请教婚嫁、丧事或祭
祀事宜，爷爷会耐心地向人细说嘱咐；在人
头攒动的红白场合中，总能捕捉到他忙碌
的身影。在很长一段岁月里，爷爷负责起
主事人家中所需物品的采购和祭祀事宜安
排，无论红事白事，他都会尽心尽力帮乡亲
完成一桩桩人生大事。结束后，办喜事的
主人家会提上一包“五色”亲自登门道谢；
办丧事的事主也会送来贡品或“鱼补饭”以
示感恩。面对表达谢意的人，爷爷常推辞：

“不用这样的，你们太客气了。”
年少的我曾以为，爷爷就是吃这一碗

饭的。直到大伯、父亲与爷爷就这事起了
激烈冲突，我才明白爷爷都在“白做工”。
原来，随着爷爷年纪增长，而且伴有骨质增
生，腿脚变得不利索，每每走路去市场采
购，这对他而言是腰酸背痛、筋疲力尽的折
磨。采购返程路上，爷爷常会倚在某处墙
壁喘息好一会儿再回家。经过一段时间的
较量，他不得不屈服于年老体衰，雇上三轮
车来回，车费自己付，从没向办事的人家报
过账，也从未与人提起。却有流言说爷爷
拿主人家的钱，坐三轮车去采购赚回扣。
想到自己的阿爸为别人忙里忙外，甚至倒
贴车费，还被说三道四，兄弟俩就是气不
过。在那个沉闷的夏日夜晚，兄弟俩你一
言我一语地“炮轰”爷爷，要求他不再去做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奶奶也抱怨爷爷爱
管别人的事，一出门就是从早到晚，不见人
影。爷爷默默地听着句句数落，过了好一
会儿才嘟囔道：“我又没拿人家的钱，别人
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这话一出更使大
伯、父亲气得不行，严厉禁止他再“出场”。
年逾古稀的爷爷，蜷缩在白色塑料椅上，努
了努嘴，终究没有再说出什么，像极了很多
时候不争不辩的他。

随后的一两年里，凡有人请爷爷去帮
忙，他便推脱身子不便，只给人家建议所需
物品和物美价廉的商家之类的。随着时间
流逝，兄弟俩才慢慢释怀。最后是二姑姑
来力劝大伯、父亲：不要听外面流言蜚语，
我们问心无愧就好，也不要阻止阿爸去做
种福因、荫子孙的事，让阿爸活得快活些。
他俩才不再加以阻止，爷爷又多少有出现
在乡邻“人生大事”的场合里。

不久，爷爷迎来了他的杖朝之年，他行
走时得拄拐了。家人担心爷爷出行安全，
再次出言劝阻；乡邻看着年事已高的爷爷，
也不敢请他到现场操持，更多是登门询
问。再后来，爷爷持续生病，老是浑身乏
力，书也读得越发少，常整天躺在床上，怏
怏得如那年寒冬里的枯枝落叶。熬过严
寒，爷爷进食却困难了起来，探病的人络绎
不绝。一位族亲来看望时，惋惜地对父亲
说：“你爸要是不在了，我们村里知道这些
嫁娶风俗的人更少了，以后这些红白世事
的老传统更没人接手了。”我瞬间心底异样
涌动：受囿于自己的阅历，我对爷爷了解、
陪伴得太少了。他是一本厚重的书籍，我
翻阅的页面微乎其微。

2012年的 4月春光和煦，爷爷过身时
也如此平和。他躺在厅边卧榻上，刚和三
姑姑算完买鸭蛋的钱。三姑姑转身和我
父亲说了几句，再回头呼唤时，爷爷已经
安详地走了。大限时刻于他而言，平如
水，淡如菊。

犹然记得，爷爷离世之时，我内心生
出荒芜茫然。从接到噩耗到整个丧礼结
束，我流不出几滴泪水。反而在之后的
时光里，在某个不经意瞬间，想起他看的
书、说的话、做的事，常常鼻子一酸，眼眶
盈热……我才明白是自己久久没缓过来

“爷爷不在了”的事实，如今别梦依稀，思
念羁绊，我唯有拼凑帧帧画面留存关于
爷爷的事。

今日，斜雨穿街小雪临，草色枯黄流水
瘦，我又想起爷爷……

吕忠志

岁月匆匆。
许多东西会在时间的流逝里褪色、枯

朽、消失殆尽，包括人的记忆。无论是曾经
辉煌的、美好的，抑或是艰难的、苦涩的，都
不免令人扼腕长叹。时光飞逝，所幸有博
物馆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声、留
影、留乡愁，让我们认识祖先，也终将让后
世认识我们。

博物馆里，聆听远古的呼唤。那是先
民袒胸赤膊，以草绳捆扎额头遮拦汗水，以
草裙昭示混沌时期羞耻心的萌芽。壮实的
臂膀，抡起最粗陋的标枪，战天斗地。野
兽、毒蛇、山洪、狂风，每一个都足以夺去生
命。哭泣吗？呐喊吗？只有血泪才能疗治
饥饿，只有拼杀才能换来生存。那是一个

简陋的山洞，那是一个漏雨的草棚，我仿佛
听到了先民们围捕猎物前的商榷，我又仿
佛听到了声声叹息。野蛮也罢，聪慧也罢，
我们不屈的祖先开天辟地，从这里出发！

博物馆里，追寻岁月的踪影。在这里，
有人在默念唐宋元明清。看，那是唐时繁华
的街市，那是宋时挑担的卖货郎，那是元时
文人的书房，那是明时独特的衣着风格，那
是清时新娘形象的蜡像……在这里，转瞬数
千年！历史的兴衰与更迭，改变的，何止是
衣着与发型。一幕一幕，恍若胶片轮转，默
示着我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握当
下，阔步向前！时光快速推移，那是战争时
期的枪炮，那是血雨腥风的战斗场面，那是
一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形象。他们用
热血和生命铸就丰碑，焕发出永不磨灭的光
芒。再往前，我突然看到了我灰黑色童年里

的镜像，那一声声饥饿的叫喊，那一声声母
亲唤儿归的撕心裂肺，从耳边回响至脑海，
顿时催发泪眼。儿时的弹弓、蹩脚的泥塑、
灶台烧火的炊烟，一幕幕引我忆起了童年时
与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景象。一切仿佛就
在昨天，又有谁能带我回到昨天？

博物馆里，见证建设者的血汗与智
慧。由古入今，由昏暗走向光明，由伤痛
走向欢乐，由贫穷走向富裕。天上从未掉
下馅饼来，是一代代人的血汗与智慧凝结
成新时代的风采。背井离乡，漂洋过海，
早已伤痛的记忆，却一次次激发斗志。建
设海峡西岸，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新
农村，建设现代化都市……这一声声响亮
的号角，掀起新时代的建设洪流，中华大
地崛起一座座新城。这翻天覆地的蜕变，
是前赴后继的建设者们用青春、用血汗、

用对祖国的一腔热爱铸就！博物馆里一
幅幅斗志昂扬的图像，就是历史的见证和
时代的回响。

博物馆里，慰藉游子满腹的乡愁。白
发苍苍，那也许是久别重逢。回不去的岁
月带走了他的不舍，留下遗憾。“月是故乡
明”，数十年如一日。今天，他在这里叫出
了红砖古厝、出砖入石，叫出了菩提树与玉
兰花，叫出了燕尾脊。他忆起了一个个童
时玩伴的乳名，可他们中，有的已消失在岁
月的河流里。他说老房子已湮没在钢筋水
泥的丛林中，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感觉到是
真正回到了故乡。

博物馆里，有岁月流逝的碎片，让我们
得以回首来路，正视当下；让我们得以触摸
时代发展的脉搏，远望未来。在这里，给自
己的心灵做一次最深层的洗礼，幸甚至哉！

我的世界杯

心曲

念旧
纪事

留声、留影、留乡愁 ——我的博物馆之旅抒怀

关于爷爷的往事

脸谱

在石井书院
遇见朱熹

醇儒垂典范 理学树一旌
——《大明醇儒：蔡清传》读后

开卷

守望（国画） 杨新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