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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通讯
员 陈诗云）“太好了，80间宿舍
已被全部认捐！”9日下午，晋江
市罗山中学校长黄培开的手机传
来一阵“嘀嘀嘀”的提示音，点开
一看，黄培开忍不住一阵赞叹。

原来，这是黄培开手机中“菲
律宾罗山中学校友会”微信群内
传来的信息，“林美娜校友为母校
罗山中学捐赠一间学生宿舍，人
民币五万元。”

黄培开介绍说，2017年学校
学生宿舍楼动工兴建，投标价近
千万元（人民币，下同）。当年，不

少在菲律宾的校友和乡贤听说后
就通过“菲律宾罗山中学校友
会”，以“一间宿舍5万元”的认捐
方式，捐赠了 100多万元助力学
校建设。为了感谢校友和乡贤的
支持，2020 年宿舍楼建成投用
后，学校在每一间宿舍门上方镌
刻捐赠人姓名。3年来，学校不
时就能收到校友和乡贤认捐宿舍
的信息，截至今年 5月，只剩下 8
间宿舍还未被认捐。

8日，晋江市罗山灵源新塘
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暨罗山
灵源新塘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七届

委员会就职典礼举行，海内外不
少嘉宾纷纷赶回共同祝贺。其
间，不少校友和乡贤提议到罗山
中学看看现今的变化。在听说该
校宿舍楼还有 8间未被认捐后，
来自菲律宾的罗中校友陈清展、
陈青山、陈清财、李丽英、林美娜、
吴修群，和来自香港的罗中校友
蔡建设，以及乡贤吴尚围先后出
资，“组团”捐出40万元。

“我今年 60岁了，多年前在
罗中念书，时间越久，对母校的感
情就越深。今年回家乡，看到学
校的发展，非常开心也很感慨，希

望能为母校发展出一份力，同时
也能以此勉励孩子们珍惜当下、
好好念书。”旅菲梧桐同乡会理事
长陈青山说，自己在外打拼多年，
对于家乡和母校的一切依然关
注。

“罗山中学建于 1958年，60
多年来，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广大
校友的饮水思源，离不开海外华
侨和乡贤的桑梓情怀。在社会各
界的关心关爱下，学校将坚守教
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不断推动
罗山中学各项事业跨越发展。”
黄培开表示。

5年前，柯孙等的儿子柯金垒
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安金技艺。和自
己学习安金时一样，柯孙等让儿子
也从家门口的对联练起。如今，儿
子成了他的好搭档，两个人总是一
起结伴去安金。

2021年 1月，柯金垒为柯孙等
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记录他安金
的过程和日常生活。多才多艺的柯
孙等在安金作业时，总喜欢用闽南
四句来说笑，有时也用闽南四句讲
讲客户的新居故事，风趣幽默的四
句加上他精湛的手艺，短短时间里，
他这个名字叫“泉南安金师”的账号
就有了近8000的粉丝。

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了安金技艺，许多客户都是因为看
到他的视频找过来的。也有许多
老客户会来留言。有条评论这样
写道：“家里的大门安金 8年了，现
在还是很好看，手艺够角（闽南语

‘仔细’之意）。”这样的评论有很

多，每当看到老顾客这样的反馈，
柯孙等总是很开心，“这样的互动
很好，有很多老客户会发来以前做
的作品照片，看到上面的字还金光
闪闪的，我就特别高兴。”

“五一”劳动节这几天，柯孙等
的抖音又火了一把。原来，他的女
儿和德国女婿回来探亲，德国女婿
对这些传统手艺也备感兴趣，这几
天都跟着他学习安金技艺，儿子把
翁婿俩教学的过程发到网络上，获
得了一片点赞。

如今，通过视频，越来越多的人
慕名找到柯孙等，“赶上了好时代、
新时代，这种传统的手艺才能被这
么多人看到，评论里好多人都说想
学，我都说尽管来学。”柯孙等说道。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近日，晋江安海镇
庄头村乡贤、亲口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胜
利借爱子陈福生大婚，向安海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人民币10万元（定向庄头小学校董会），助
力该校教育事业发展。

捐赠仪式上，安海镇副镇长柯志力接过陈
胜利捐赠善款的牌匾，并向其颁发感谢牌匾。

庄头小学校董会董事长陈千洞表示，陈胜
利借爱子大婚捐赠善款，在村中起到了很好的
表率作用，相信将带动更多的庄头热心企业家
及乡贤支持关心庄头小学的发展，为教育事业
贡献力量。

据悉，陈胜利长期以来热心村中慈善公益
事业，村中不论是修路助学还是慈善敬老，都有
他热心的身影。

校友乡贤“组团”向罗山中学捐40万元建8间宿舍

“太好了，80间宿舍已被全部认捐！”

东石64岁柯孙等：执画笔“写”春秋
本报记者 黄海莲

安海乡贤捐款10万元
助力庄头小学教育发展

他只有小学文化，却多才多艺，油画、民间画、安金、闽南四句、南音、口琴，样样精通。说起
他，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安金师”“画师”。从打石匠到行画师，再到安金师，谋生路上，他不
断学习、练就各种手艺，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他就是今日的主人公柯孙等。

无论是画画，还是安金，柯孙等都离不开手中的那支画笔，一支支画笔连接起了他的一生。

柯孙等今年 64岁，是土生土长
的晋江东石镇柯村人。母亲早逝，让
他懂得生活的不易。为了生活，小学
毕业后，他便成了打石匠。小小年纪
的他每天辛苦打石，打到手上长满水
泡也不喊苦，这样一天能赚下人民币
1元钱，第 10天，他拿着赚来的 10元
钱高兴坏了，舍不得给自己买点吃
的，就跑回家交给父亲补贴家用。

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绘画成了
照亮柯孙等的一束光。一有空，他总
是拿起画笔，画山画水画身边的事
物。喜欢上画画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的美术课上，老师会教简单的线
条画，比如画兔子、画星星月亮等。
他总是很快就完成，而且画得很好
看，于是同学们都让他帮忙画。“老师
看到大家交上来的作品都画得一样，
才知道都是我画的。”从那时起，老师
也会主动教柯孙等一些复杂的画法。

课堂上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绘
画天赋，让柯孙等比别人更快找到了
绘画的乐趣和窍门。当听说永和那
边有人专门以画画为生，他才知道画
画和打石一样是可以赚钱养家的。

“那时才 20岁出头，我便辞去了打石
的工作决心专心画画。”柯孙等去画
行学习了18天的素描，在这18天里，
他的画技突飞猛进，后又学习了古典
画配色。出色的画技，让他立刻被招
入画行画行画（行画是从国外引进的

一种艺术品复制的方法，以临摹世界
名画为主，在名画的基础上抓住流行
趋势进行再创作，其风格、色彩和外
观装饰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欧美
文化消费品之一）。

画笔给柯孙等带来了新的生
活，他从一名打石匠变成了行画
师。“我那时主要画油画，行画有分
国画行画、油画行画。”柯孙等说，行
画带有明显的模式化特点，相似的
色彩、相似的题材、相似的构图，所
以熟能生巧，他的画被画行出口到
了国外。“后来，画行搬到了厦门，我
也随着到厦门画画。一画就是 5
年。再后来，公司又搬去了深圳。”
油画行画在国内有 3大产地：深圳、

厦门和莆田，柯孙等的 40多个工友
跟随公司从厦门搬去了深圳。上世
纪 90年代初，行画出口行业正蒸蒸
日上。但是，柯孙等没有去深圳，而
是选择回到家乡。

以画行画为生，可家乡没有行画
怎么办？他便开始学习民间画，为宗
祠画民间故事、画门神，并成为远近
闻名的民间画师。现在，他不仅画民
间画，还为许多村庄画墙画。“这几
年，很多村子都在建设美丽乡村，会
在村道上画一些墙画，有风景主题、
移风易俗主题的，也有民间故事主题
的。”柯孙等画的墙画出现在晋江许
多村庄的村头巷尾，他很自豪自己的
画笔能为美丽乡村添彩。

善于学习也爱学习的柯孙等在
画画的过程中，爱上了安金手艺。
柯孙等画的民间画主要出现在寺
庙、宗祠、公妈厅等传统古建筑上。
在古建筑的修建过程中，给画描金、
给字安金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它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都由画
笔来完成。

“安金”，估计很多人对这个词
都不太熟悉。但说起闽南人家家户
户大门口那对鎏金的对联，或者楼
顶上金光闪闪的“××楼”大字，应该
无人不晓。所谓“安金”，就是在刻
好的对联或者画上贴上金箔或者描
上金箔漆。在闽南，盖房子、起大厝
都离不开“安金”这一步。

画画之余，柯孙等看着安金师
傅们工作，发现画笔还可以这样用，
便产生了试一试的想法。于是，柯
孙等拜了师傅，用心地学习了起
来。在那大半年的时间里，柯孙等
每天用自己家门口的对联练习。

贴上金箔或者描上金箔漆？听
上去似乎很容易，但要做好安金却
不容易。贴金箔和描金箔漆完全不
同，描金箔漆相对于贴金箔简单一
些，但效果和时效就差很多。“金箔
漆和金箔的含金量不同，安金后出
来的色彩光泽也不一样，金箔的光
泽更鲜亮，金箔漆的偏黄色。贴金
箔的一般可以保持20年，但描金箔
漆的可能 10年就得进行修补。当
然，贴金箔和描金箔漆的价格也相
差很多。”

虽然安金的工具也是画笔，但
使用手法却不一样。安金时要用各
种粗细不一的画笔，对刻字进行粘
贴和顺光。“安金的笔和画画的笔是
一样的，有粗有细，粗的有三四厘
米，细的不过几毫米，根据字的大小
选择用笔，这和画画根据线条选择
用笔是一样的。”触类旁通，柯孙等
很快掌握了安金的技巧。但更关键

的是，如何把金箔完好地粘贴上去
并使之数十年不掉金。“这就很考验
金箔的使用和保存。金箔要用白酒
浸湿并晾晒到半干状态，再放进盆
里保存，为了防止水分流失，盆上面
要盖上湿毛巾，还要再套上塑料
袋。”柯孙等说，金箔的规格都是统
一的，一张4×4cm大小，安一个字就
要用掉六七张，有一些大一点的字
要用十几张。

粘贴是一个很考验耐心和细心
的过程，将金箔粘贴上去后，还要用
笔不断地沿笔画顺光，让金箔和刻
字更贴合。“安金前还要根据刻字的
粗细，先打底漆，字刻得粗，底漆就
要多打几遍。一个常规大门的对联
安金工作要花两天的时间才能完
成，如果是加大的大门，字体相应加
大，花费的时间就更多。”

为了方便，柯孙等用纸箱子自
制了一个背包，在纸箱两侧打孔系
上绳子，里面放上装了金箔的盆和
画笔。“工作箱经常一背就是半天，
最少也是一两个小时，太重的箱子
不行，用纸箱做的背包比较轻，而且
开口大，好操作。”安金是一项很传
统的技艺，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耐
心和细心。“工夫是越做越精的。”20
多年来，柯孙等的安金技艺越发精
湛，他安金过的新宅、寺庙、宗祠遍
布整个晋江，甚至周边县市。

柯孙等说，这些年，为了满足客
户的需求，常常要赶工，三餐不定时
是常态，很多客户要赶着时间入新
宅，因而加班加点做到晚上十一二
点是常有的事，“今年大年初一初二
都还在做。”原来，永和一个客户在
大年初三要立宅，找到柯孙等时已
经快过年了，柯孙等忙完原来的单
子已经打算休息好好过年了，但看
客户着急，还是应承了下来。“入宅
是大事，都是有看吉时的，不能误了
人家的事，我们辛苦一点没什么。”

打石匠变身画师 画笔带来了新生

用画笔“安金”20余年

传统手艺遇上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