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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河 晋江罗山人，退休教师。现
在晋江市老年大学书法提高班学习，为晋
江市老年大学书画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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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年正月初六开工到现
在做的第 12张新网。就在这个月
15日那天，我们刚刚完工了一张
960米长的渔网。”陈新民说，要将
完工的渔网运送到渔船上也是一
个大工程，拖动渔网都要出动吊
车，“现在都是大网，不像过去的小
网。我们加工过的最大渔网长
1200米，重达 21吨。”这么重的渔
网，加工生产运送都是大工程，而
返场修补同样是需要动用到吊车
和无数人工的大工程。

“现在织网环节有机器替代
了，但是每张网布之间的缝合还是
要靠手工，修补更完全依赖人工
了。”陈新民一边说着，手中的梭子
在渔网间不停地穿梭着。这些年，
除了生产新的渔网，陈新民和他的
工人更多的是在修补渔网。他们
不仅在晋江本地修补渔网，甚至会
到漳州东山、海南等地去补网。

路过深沪码头附近的晒网补
网场的人，常常会被晒网补网的场
面震撼到：一望无际的渔网铺满整
片场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人同
时在烈日下修补整理渔网，每个人
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头戴斗笠，低头
盯着网线，双手不停穿梭着。“补网
很麻烦的，现在网太大了，动不动几
百米长，要摊开来找破损点，工厂里
进不去，都只能在户外补。无论是
大太阳还是台风天，小椅子上一坐
就是十几个小时，困了就在渔网上
眯一会儿。”陈新民说，修补渔网比
生产新渔网还要辛苦，越是恶劣的
天气越是要加班加点，有时通宵达
旦地修补，眼睛都睁不开，人都站不
起来，还是必须做，因为台风过去船
就要出海了，必须抓紧补。

和渔网打交道了一辈子，陈新
民累并快乐着，渔网为他的生活注
入了希望和活力，一线一梭织就了

他人生的“星辰大海”，所以他甘之
如饴。但他也有烦恼，那就是工人
青黄不接，他很担心后继无人。“无
论是拼织新网，还是修补旧网，一
坐就要一天，除了中午吃饭起来一
下，就一直坐在那儿，枯燥又辛苦，
年轻人没有人愿意来学。”在他的
工厂里，现有的工人都是做了三四
十年的，有的已经做了 50多年了，
现在，他们最大的 73岁，最小的也
有51岁了。

如今，陈新民的侄子虽然也能
上手了，但是他主要以设计渔网为
主。这些年，陈新民工厂生产的渔
网不仅在福建海域捕捞，甚至到非
洲、印尼海域去捕捞，因而根据不
同需求设计渔网就很重要。“年轻
人都以设计为主了，手工活只能由
我们这些老人来做了。但是，我们
这些人还能做多久呢？”陈新民感
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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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深沪70岁陈新民：

一线一梭织就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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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正是出游好时节。说到咱厝周边避
暑胜地，武夷山可以说是人们的首选了。“现在
去武夷山很方便，直接坐动车两个小时就到
了。距离近成为许多老人选择去武夷山出游的
原因。”携程旅游晋江负责人陈龙泉表示，有“碧
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誉的武夷山风景名
胜区是咱厝老友避暑出游的选择。

据悉，咱厝老友一般选择两日游，上午坐车
到达景区，下午乘坐旅游车前往观看武夷第一
壁——晒布岩；后登武夷山第一胜地“天游峰”，
此处三方环水，登其颠观云海，犹如天上游，九
曲全景尽收眼底。然后观“云窝”，云窝背岩临
水，地处武夷山精华地带，为武夷山首胜，此处
因常有云窝缥缈而得名；云窝以铁象岩为界，分
上、下云窝。到了晚上，老友们则选择观看印象
大红袍演出。第二天，去九曲溪竹筏漂流，老友
们可乘坐在宽约2米、长约9米、用六至八根毛
竹扎成的古朴竹筏，领略有惊无险的情趣，抬头
可见山景，俯首能赏水色，侧耳能听溪声，伸手
能触清流，其乐无穷。下岸后游览有一千多年
的武夷宫、宋街，游览一线天景区。一线天原名
灵岩，主要景点有一线天、风洞、楼阁岩、虎啸岩
等。

欢乐出游

初夏之旅推荐
武夷山两日纳凉游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

网，是海边渔民最重要的生产

工具之一，从过去的天然纤维

到现在的尼龙材质，从过去的

手工编织渔网，到现在的机械

化生产的远洋捕捞大型网具，

渔网生产工艺的变革可以说是

日新月异，但传统的手工渔网

编织技艺却没有被取代，依然

在渔网生产中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在咱厝深沪，有一群

人，还在从事手工渔网的编织

和修补，为晋江，甚至厦门、福

州等地的渔船提供渔网保障。

他们的领头人正是 70 岁的老渔

民陈新民。

5月24日下午，烈日下的深沪后山渔港
里，上百艘灯光捕捞船只安静地停靠着。正
是休渔期，船只进港渔民休息，码头上难得
见到一个人，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但
是，走进码头对面一个门口堆满了浮球与渔
网线的大门，却是另一番景象：几十个工人
坐在层层叠叠的渔网里忙碌着，每个人手中
的梭子不停穿梭。另一边，几个工人正在固
定浮球，成百上千个浮球被捆绑固定在粗壮
的绳索上。

这是深沪最大的一家织网厂，每到休渔
季，新网的订单总是纷至沓来，因为渔船休
息时正是准备渔网等设备的最佳时间。陈
新民是这家织网厂的负责人，他是一位地道
的老渔民，也是一位从事织网 50多年的老

“网民”。
“从爷爷开始算下来，一家十几个人都是

织网的好手，我从小就在渔网堆里长大，8岁
时就会拿着笕子（梭子的闽南说法）织网了。”

陈新民家世代都以海为生，打鱼织网，
一代一代传下来，在他的记忆里，爷爷是织
网的一把好手，远近的人都知道织网要来找
爷爷。14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到织网厂去织
网。当时，织网厂是集体的，织网赚工分。
那时再大的网都要手工编织，把一张网分成
很多份，然后再分给很多人去织，织完再把
每片网拼起来。“织网的日子很枯燥，每天就
只能坐在凳子上不停地织网。”最终，织了 3
年网后的陈新民选择了登船出海。“讨海的
话，一个月有 45斤的粮食，在岸上只有 21
斤，虽然辛苦一点可是有饭吃。”对于17岁的
陈新民来说，枯燥不可怕，可怕的是饿肚子。

从那时起，陈新民开启了在船上是渔
民，在陆地是“网民”的讨海生活。“不同的岗
位有不同的工分，出海在船上算是一线，在
陆地上织网补网算是后勤，都属于讨海的工
种。”而在这样不同岗位都工作过的陈新民
对于渔网有了更深的认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
验再丰富的渔夫没有一张好的渔
网，收获量也会大打折扣。陈新民
在出海捕鱼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
一张好渔网的重要性。要织一张
好渔网并非易事，“上世纪 80年代
之前，渔网都是手工编织的，织好
一张渔网快则个把月，慢则需要两

三个月。”
手工织网从选料到加工都需

要经验，左手织板右手梭，网梭和
线在手中灵活交织，渔网在线的一
穿一拉间逐渐成形。织渔网的主
要工具是梭和织板，梭呈长条状，
用来绕线，过去都用竹制的，现在
大多数用塑料的。

“织大眼网用大号笕子，织小
眼网用小号笕子。它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织网的速度和质量。织板
俗称网棋，一般由竹片削成，像一
个小格尺，它的大小决定网眼的
大小。”手工织网的技艺靠的是父
辈言传身教、口手相传，还要凭悟
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那个时
候渔网分很多种，乌贼网、小对
网、大捕网、小捕网、大拖风、拖虾
网……”不同的渔网在编织的时
候就要注意网眼大小，还有整张
渔网的规模。

“不同的鱼类、船的大小、马力
的大小、外海内海不同的渔场，对
渔网的要求都不同。”

20年前，陈新民开始专心从事
渔网生产、加工、销售，见证了渔网
生产工艺的大变化。“过去都是用
柠麻的皮当网线织渔网，现在不仅
有尼龙、涤纶，还有聚乙烯纤维，材
料不停在变化，而且现在也不需要
再一片片渔网去手工织，机器会把
渔网一片一片生产出来，只要根据
设计好的样式把它们一片片手工
拼织起来成为完整的一张渔网就
可以了。”

“你看，今天大家正在赶制的
渔网长 920米，六七十个人已经连
续忙了四天了，预计还要两天时间
才能完成。”陈新民说，工艺的变革
让生产效率高了很多，在过去纯手
工织网的年代，同样的网需要两三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手工渔网的变革

渔网里的幸福与烦恼

8岁开始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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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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日上午，晋江市老年大学
书画学会换届大会顺利召开。苏世习当选第五
届理事会会长。

会上，晋江市老年大学书画学会第四届理
事会秘书长曾添辉代表第四届书画学会向与会
人员汇报了工作情况。换届会议上通过了《晋
江市老年大学书画学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书画
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成员。

晋江市老年大学
书画学会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