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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五店市的风带着意味深
长的况味，它摇动了历史的风铃，
叮叮当当。宗祠、庙宇、佛塔、民
居、商号、食肆、水榭、楼台在风中
互相问候，彼此相依。红砖古厝
流畅的线条在夕阳的柔波下，把
高贵的气息和平和的市井味道融
为一体。色彩的暖透露着内心的
祈望，吉祥、火红是民间最朴实的
向往。琉璃栏杆、白石圆柱、七彩
砖雕、拱梁飘窗、几何图案、传统
花卉……南来北往的风停歇于家
宅院落间，审美、实用、个人念想、
宗族意识附丽于安身立命的家园
里。因为漂泊，所以怕了漂泊，所
以积珠累玉，耗尽心力，垒建了千
秋家业，以期万世安居。

邂逅或重逢一个地方，是某
种召唤，或记忆重现。当你走进
一片绯红、一片素白时，你实际上
已经蹚进了一条河流，你看到了
潮起潮落，你听到浪花里传来一
首歌。

我总是觉得阳光有虚妄的效
果，它带来复杂的人群和嘈杂的
声音。它穿透尘埃照亮一切，又
刻意模糊一切。所以要寻找某种
答案，最好在黄昏。黄昏是克制
的、冷静的。它把远方拉近，让岁
月浮现。我就在这个夏天的一个
黄昏，走进五店市的巷陌里。

巷子随时可以延伸出更多的
巷子。深巷和幽径不属于现实，
而是往事的索引。每一块石头每
一块砖都保留着每一个脚印的记
忆，从而使时空显得扑朔迷离。
你一抬头，就可能邂逅一幢精巧
的洋楼、一座庄严的佛塔、一口幽
深的古井、一束打在重檐庑殿上
的夕阳余晖，清淡而柔和的色彩
使往事充满谜一般的魅惑。这时
就有水滴叮咚作响，有时是一种
歌唱，有时是一种呐喊，有时是一
种呜咽。这时，河流的色彩丰富
而灵动起来。

你可以蹚过这条河去追溯源
头，寻找一个家族的命脉。

历史的狼烟裹挟着黄沙从中
原大地滚滚而来。固始子弟庄森
随着王潮的大军挥戈入闽。滚烫
的血液如烈焰般燃烧，把离愁别
绪烧成灰烬，把山河的记忆搬过

来，把花开富贵、千山万壑绘成闽
山晋水间的锦绣画卷——永春桃
源世外仙境般的山水荡涤了刀光
剑影，安顿了入闽的庄氏先祖。

青山入梦，桃溪如醉，庄氏族
人漂泊千里，虽步履踉跄但初心
不忘。依山而筑，沿溪而居，开枝
散叶，忠孝传家。累至九世，已是
锦绣传芳、翰墨世家。

桃溪庄氏九世长房曾孙庄祐
孙由永春迁往青梅山，即晋江青
阳，已是南宋末年。庄氏一支肇
基青阳，为青阳锦绣庄氏始祖。
庄祐孙娶蔡氏五泰孺人，生五子：
长子公哲，次子思齐，三子公茂，
四子公望，五子公从。乱世纷争，
铁蹄声声，从一场烽火到另一场
烽火，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
青阳庄氏一族颠沛流离，漂泊不
定。祐孙公次子思齐不曾因家族
的荣耀而轻狂，也不曾因离乱而
消损。他像一粒种子几经飘摇，
在青阳落地生根。把家族因子植
入，把艰难困顿升华，在不徐不疾
的流淌中，浪花永不凋谢。流动
的血脉携带着家族高贵的精神气
质，风雨来袭不能动其根基，烈焰
炙烤不能毁其信念。见贤思齐
——如一滴春水滋心养性；见贤
思齐——家国春秋与个人命运交
织成锦绣画卷。一个名号，朔气
金柝，掷地有声，是一个家族的信
念，是世世代代的传承。宗族精
神高悬于上，它已经沿着一条河
流，不停息，不止步，流淌成晋江
气概、闽南精神。这条河载着从
前的记忆，不曾偏离方向，驶向永
恒的未来。

时光删芜就简，往事微缩成
一座宗祠。思齐宗祠于五店市的
绯红素白中，是一个不甚引人注
目的存在。在街市一隅，在时空
的点上，三间张二进的闽南古厝，
红砖依然渗着烈火煅烧后的内敛
冲淡，白石似音阶起伏升降，把沧
桑收藏，把歌谣轻唱。它以一种
貌似刻意的低调，包容了海阔天
空、风云际会。

天空简净，石头安稳，雁塔静
默，佛陀千百年端居其上，享用人
间烟火，迎迓尘世悲欢。我被一股
看不见的力量推动着，转过无数附

着于石上的故事，走进思齐宗祠，
走进一个名士风流、挥斥方遒的舞
台。我抚摸刻于楹柱上的文字，
仰望悬于翘脊上的荣耀：“状元”

“进士”“父子文宗”“兄弟翰林”
“惟德耀宗”……每一幅匾额都深
藏故事，然故事的含义已超越故
事本身，正如宗祠的存在已超越
宗祠本身。生命的溯流和前行在
宗祠身上得到落实。“自唐开基科
甲联登吾族，由宋分派簪缨世代
名人”，读着大门口石柱上的这副
对联，你清楚地看到一条河，一组

“浮雕”顺流而下，流过你的前世、
今生和来世。你成了今天的你，
是因为你的根须伸向这条河，你的
目光望向遥远的从前。

尘封的历史就像潜藏的瀑
布，在静深处闪光。思齐宗祠大
门的对联“锦貂荣登科甲第，绣披
显耀乡贤家”见证了庄氏思齐的
家族图腾上，一树绿叶衬托着繁
花无数。被誉为“文献市第一家”
的思齐六世孙庄应元，“四代二
品，一门四布政”，百年显赫世间
能有几人？十六世孙庄有恭、庄
有信兄弟同登科，一门双进士。
兄长庄有恭独占鳌头，得乾隆御
笔，钦点状元。庄氏兄弟，名满京
师。至民国初，思齐裔孙下南洋，
闯天下，名震吕宋……像一场接
力赛，无须指挥却又有序进行。
这些人、这些事，也许你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但无论是你，还是
永恒的历史，都无法忽略他们的
存在。在这一条河流上，抹去他
们的身影，闽南的历史即成碎片、
盲点，甚至空泛。

夏的气息挂在果实的笑靥
里，也弥漫在微醉的风中。你这
样走着，也有无数的脚步走着。
苍老的、稳健的、青春的，生生不
息一如草木枯荣。过去的、现在
的、未来的，轮回流转恰似钟摆周
而复始。不规则的石板透着雅致
和任性，随时准备翻开一页新章，
取悦你行将疲惫的眼睛。

夕阳收敛了最后一丝光芒，
锦绣庄氏思齐宗祠淡出我的视
线。我仿佛又踏进另一条河流，
听到另一些声音，看到另一些人，
甚至，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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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长篇小说都是泉州文学创
作的弱项。忽如一夜春风来，最近几年，泉州作者的多
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炉，而且各有反响。有意思的是，这
批作者多是女性，如林小聆、高寒、吕亦涵、雷智华和王
炜炜。继《漂亮不等式》《黑白蝶》之后，炜炜重磅推出
30万字的财经题材长篇小说《绽放》，给这个炎热的夏
天增添了一道绚丽之彩。

炜炜是金融人，她写的就是自己和她的同事们日
常的工作与生活。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可以先听听中
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的点评：这是一部好看的长篇
佳作，写出了人性之美。

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领，莫言就强调自己是个讲
故事的人。银行白领，给人的印象是西装革履、文质彬
彬、依规办事、一脸和气。至于银行故事，肯定缺乏市
井的精彩，没有乡野的烟火。在《绽放》中，时而平地惊
雷、节外生枝，时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时而举步维
艰、雪上加霜，时而水落石出、喜事连连。大故事套小
故事，人物之间的关联与故事情节的展开齐头并进，较
好展现出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丰富多彩。

《绽放》的叙述风格总体上看还是继承传统的。
从省行领导送吕清到云海市上任起笔，以时间为
序，节奏不紧不缓。随着吕清工作的开展，管理层
的不同观点浮出水面，员工中的刺头也冒了出来。
李智在员工大会上将了行长的军，疯婆子温惠芳来
行里讨钱，海归博士暗地里传信息试探新领导决
心，凡此种种，无不提醒新行长这个家不好当。书
中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平凡中的不平凡，改革必然遭
遇困难，但改革没有回头箭，不达发展目的不罢
休。说到难处，书中写到了吕清如何度过自己的结
婚纪念日，则可窥斑见豹。本该浪漫的日子，她收
阅了三封邮件：一封是好友秋月劝她和任教授谈
谈，让她原谅回心转意的丈夫；一封是任教授诉说
自己把 15年的水晶婚碰碎后痛心而无奈的心情；一
封是她一手提拔的副行长周亮写的，这位想干一番
事业的海归博士无法忍受人际关系网对工作的牵
制，愤而提出辞职。美好的日子一地鸡毛，一个地
市行长之不易，
非常人能够承
受。收阅邮件
这一情节的处
理，可见炜炜在
故事叙述上已
经拥有相当的
技巧。

社 会 生 存
环境的复杂性，
同样映照在高
高的银行大厦
的 玻 璃 幕 墙
上。每个员工，
岗位不同，待遇
相异，都有私利
的考虑。加上
人际关系与性
格特点，小到工
作态度，大至胸
怀格局，差别巨
大，冲突在所难
免。有的小说
家在创作整体
构思前爱给人
物贴上标签，好
人坏人一目了然，也因脸谱化导致阅读索然无
味。对于这一点，炜炜是保持警惕的。即使是着
力塑造的第一主角吕清，美貌、能力、道义、担当皆
有，一上任就把第一把火烧向工资改革，动了中高
层的奶酪，没有魄力根本做不到。在省行调查组
面前，事关个人与员工的荣誉，她坚定地选择保护
后者。吕清的抱负，小说安排在她去走访贤相里、
敬仰先贤“清正廉洁”的细节中体现。即使这样，
她在家庭与事业之间，以及自己婚姻亮灯的处理
上，也显得无力与伤感。两个副行长陈世哲和叶
蔷薇业务能力没得说，都想更上一层楼。没想到
吕清空降云海市，因而心里各有小算盘，导致告状
信写到了省行，明显是想让新行长难堪。关红为
了给初恋情人秦浩治病，铤而走险，挪用储户巨
款，还害了待她不薄的丈夫周灿。这个自私阴暗
的女人，却对患有尿毒症的秦浩不离不弃、一片真
情。避免脸谱化，注重人性复杂性挖掘，使人物形
象真实可信，从而打动读者，产生共情。在整部小
说中，要说哪个是“坏人”还真不容易，但是矛盾冲
突始终存在，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
一直在较量着，也因之，小说在可读性方面的努力
是成功的。

金融题材并非泉州特有，为了强化地方特色，使
作品更接地气、更具温度，炜炜有意在生活场景中植
入诸多泉州元素。比如古城区、大坪山、刺桐公园，
比如文庙听南音、吃元宵丸、中秋博饼。生活气息鲜
活，地方特色鲜明，对于本地读者，无不感到亲切、贴
近。不能把家乡写好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作为新泉
州人，不会讲流利闽南语的炜炜，在自觉融入本土的
写作中无疑是下了一番苦功的。创作源于生活，人
与城相映成趣，共同构成地域人文特征。或者可以
说，这部作品就是她致敬与感恩这座世界遗产之城
的文学方式。

《绽放》突出的特点还在于财经写作的专业性。
在香港文坛，武侠小说有金庸、梁羽生，科幻小说有
倪匡。女作家梁凤仪另辟蹊径，在财经小说园地开
疆拓土，收获满满，自成一家。由于专业知识限制，
许多作家不敢轻易涉足这一领域。对于曾经在银行
多部门任职过的炜炜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方田地更
熟悉的了。什么岗位什么职责，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她一清二楚，重要的是不说外行话。如银行内部制
度改革、处置企业逾期贷款、职员监守自盗等情节，
都涉及专业知识。这本书在金融系统吸粉不少，据
说还没有人挑刺其中的专业表述，可见炜炜的日常
功课是扎实的。

炜炜为人谦逊文静，喜爱阅读，兼习字画，这种主
动学习的态度，也许是她近年来创作成果丰硕的原
因。她的文风，如果能在质朴、洗练、干净的基础上，更
注意语言个性化表达的探索，她的作品将会一路尽情
绽放。

城市不知季节变换，日历上
的“入伏”两个字提醒我，时值盛
夏，已近大暑。

“六腊不出门”“三伏热死狗”，
父亲常这么说。小时候，没有空
调，没有电风扇。那时的天很蓝，
也很热，但是我们都很快乐。没有
辅导班，也没有电视、手机等电子
产品，但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没有
西瓜，更没有冰激凌，可我们吃什
么都是甜的。

“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当第一声鸡鸣打破清晨的宁静
时，乡村的小伙伴就被大人喊醒
了。“娃儿，赶紧起来去放牛啊。”
揉着惺忪的眼睛，很不情愿地赶
着牛儿走出家门。你牵着驴、他
赶着猪，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在
乡村的小路上汇合，浩浩荡荡的
牲口大军向田野挺进。我们骑在
牛背上，两片芦苇叶一裹一圈，放
在嘴边，牛儿就可以享受到一曲
优美的音乐了。

到了野地，找棵树，把牛儿、
驴儿、猪儿拴在树干上。绳子要
足够长，让它们围绕在树的周围
吃草。小伙伴们就聚到一起，商
量着今天的活动内容。“我们去捉
鱼吧！”我们的“头儿”提议，于是

乎，我们选择一条浅浅的小河，在
河中间筑起一道拦河“大坝”，然
后用脸盆把坝里的水向坝外泼。
几个小伙伴齐心协力，没有一个
躲懒的。坝里的水越来越少了，
可见一条条鱼儿在淤泥里挣扎
着。那时候，河里的鱼儿比现在
多得多呢。找来一根细长柔软的
树枝条，把鱼儿从鱼鳃里穿过，穿
成一长串。然后大家到河边捡拾
干树枝和干草叶，在地上挖个坑，
生火，烤鱼，当然没忘记把鱼肚子
里的内脏拿掉，把鱼鳞清除。烤
熟的鱼鲜美的哩，加上我们一大
早都是空着肚子出来的，所以，吃
起来真是格外的香，现在想起还
是会回味无穷。长大以后，走南
闯北，各种名贵的鱼都吃过，但我
再也找不到儿时小伙伴们在田野
里烤的鱼那样的味道了。

吃饱了，渴了，捧起河里的水
就喝。那时的河水很清，没有田
里的农药化肥残余流入，人和牲
口都可以放心喝。

我们吃饱喝足，猪牛驴的肚
子也圆鼓鼓的。接着，大家拿着
剩下的鱼串，跨上牛背，俨然一个
个凯旋的将军。

到家，把牲口拴在牛棚里，吃

点早饭。说是早饭，其实已经
时近正午了，父母、姐姐他们又
要 顶 着“ 大 火 球 ”，去 田 里 忙
活。“庄户不离地头”，父亲说。
给水稻拔草，那时候没有除草
的农药，全靠一双手。给稻子
施肥，要用板车把农家肥运输
到田间地头。牛儿驴儿在前面
拉，父亲扶稳车把，到了自家田
地头，再用铲子一铲一铲送到
稻垄间。我们目睹了稻米从秧
苗到进粮仓的整个过程，见证
了每一颗稻米的生长成熟，所
以，吃着自家稻米煮熟的大米
饭，感到格外的香，因此也分外
珍惜每一粒粮食。

从田里拉东西回来，牛儿、驴
儿累了，鼻子、脸上都是汗水，哼
哧哼哧地喘着粗气，在树荫下面
躺着。爷爷拿着细长柳条在它们
旁边，不停地驱赶着苍蝇蚊虫。
那时候，每家都有头牛或者驴，耕
地、打场、驮东西都靠它们呢。我
们把每一头牛和驴都当成了家庭
的一个成员了。

离开故乡已是多年，时常回
味起儿时的那些人、那些事，童年
的夏日也许是人生中一段最美的
回忆了。

翁郑榕

前段时间接到鑫的婚礼邀请，虽说大学毕业才仅
仅5年，但听到他微信语音的那一刻，还是觉得有点
陌生。我想可能毕业之后，同学之间联系真的少了。

虽然我和鑫都生活在晋江，但我深知毕业这 5
年间大家各有各的“忙”，很难用一两句话去概括。
于工作，我们刚刚脱离职场新人的头衔，正转向熟练
老手的名号；于生活，我们作为子女从家庭独立出
来，自己去探索新的生活模式。可是我这个人，年纪
越大越怀旧，越是期待重逢。毕业5年，大家早已各
奔东西，借着鑫结婚这个契机，能和大家坐在一起喝
杯酒，叙叙旧，想想都开心！

我按约定时间，进入了酒店。迎面走来了一群
人，突然有人喊出我的外号——“蛮哥”。我慌了神，
赶紧回头看，这不是我们14级工商管理球队的队员
们吗？我赶紧握住他们的手，也不知道说什么，就一
个个名字喊过去，他们也一口一个“蛮哥”地回应
着。我念叨着，兄弟们怎么了？不就是 5年的功夫
嘛？咋体重和发际线都上去了，脸上也留下了被岁
月刻下的道道痕迹。

记得一句话：“时间就像潮水。它带来了一切，
又带走了一切。”

从 18岁到 23岁，这久远的 5年、这漫长的 1825
天，这可是我的青春啊！5年大学（鄙人有幸留了一
年级），犹如似水年华，转瞬即逝。如果说戏如人生
是对生活的一场演绎，那么人生如戏就是一个人的
真实缩影了。

5年前的每一天，我们吃饭打球上学聊天。那
时候的我们还没有被生活牵绊，即使偶尔有抱怨和
纠结，但是没有用一场球解决不了的。

待尘埃落定、人已而立时，却发现青春早已悄然
和我们诀别，曾经那个纯真年代已不复存在。有些
人当上了大老板，有些人生活大不如前，还有些人变
得更加成熟了。是聚会把“离别”变成了“相见”，再
次相见的这些同学却好像重新认识了彼此，在同学
情谊的基础上对对方有了更新的认知。因为，现在
的你已不是最初的模样，我也不再是当年的自己。

毕业后摸爬滚打的日子里，我似乎从时移世易的
经历中彻悟：从容地正视自己的过往，尤其是那些“哗
众取宠”的经历；理性地看待自己曾经的过往，把经历
当成人生的宝贵财富，亦可当作认识人性的标本。

其实，每次聚会，我都心怀这样的初衷：叙当年
的事，忆难忘的事，弃烦心的事，做有益于同学的事。

也许是年龄使然，每次在同学聚会之前，我都会
十分尽情地去想一想那个时期的人和事，翻一翻那
个时期留存的照片，然后陶醉在那个如梦如幻的思
绪里。这时的我，可以不为世俗所染，不为市井所
侵，去还原真实的自己，去品味同学们的寻常人生。

已记不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下辈子，无论
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每当读到这段文字，都会从
眼里滑落一种无奈的薄凉、一种沧桑的况味。

人生本来就是萍聚萍散，无须在过往的道路上
相伴相守，只要能在下一个驿站与你重逢，这就足
够了。

甘武进

我是很喜欢吃花生的，尤其是水煮花生。我以
为这是花生最简单、最科学的吃法，它能完好保存花
生的营养成分，味道非常鲜美。有时，与朋友在外吃
饭，别人让我点菜，我就问服务员：有没有水煮花
生？朋友一听，急忙说：别替我省，点贵点的。其实，
他哪里知道，我就好这一口。

水煮花生分两种：一种是带壳煮的，一种是不带
壳煮的。但我偏爱带壳煮的那种。三两个人围在桌
子边，来盘水煮花生、几瓶啤酒。剥开一颗花生，吃
上几粒花生米，再豪饮一杯冰镇啤酒，在凉风习习的
晚上，有说不出的惬意，比坐在酒店里的豪华餐桌
上，看满桌色彩斑斓的菜肴，胃口要好得多。

过去的小孩子，跟大人去地里摘花生绝对是
个美差。虽然夏日阳光厉害，但美食的诱惑实在
太大了。我家附近有块花生地，花生成熟时，我
跟父亲去挖花生，边挖边吃。刚从地里挖出的花
生，吃在嘴里甜丝丝的，绝对是物质匮乏年月里
的美食。

新鲜花生从地里摘回来，首先得洗干净。有次
我想尽快吃到水煮花生，趁父母不注意，与弟弟一起
急急忙忙将花生放在锅里煮，结果不是盐水花生，而
是泥巴花生！剥开花生张嘴下去，盐水、泥水、花生
米混在一起，简直没法吃了，只好倒掉，惹得父母把
我狠狠责骂了一顿。

母亲将花生晒上三两天，待到水分快要干时，洗
净晾干，捧几把扔进锅里添水煮，加入盐、八角、茴
香、葱、姜等佐料，便成了水煮花生。煮花生看似简
单，但要入味，还是有学问的。煮花生前，把花生的
一头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一下，花生壳裂开一个小
口子，这样煮的时候汤汁味道容易到里面去，花生米
才很快入味。

煮花生时，讲究三分煮七分焖。锅里水烧开后
便停火，让里面的热汤汁一点点进入花生壳，浸泡
花生米。待到吃的时候，剥开壳，一兜水，吃到嘴
里咸鲜香爽，堪比各种美味。煮花生的水不要倒
掉，让花生始终泡在汁水里，吃的时候取出一些，
味道会更好。

在家乡夜市的摊点上，水煮花生超凡脱俗、平易
近人，是道很受欢迎的菜。我回去的那些日子，常常
和三五个知己，到路边的大排档，随便选一家坐下。
习习的凉风中，大家吃着水煮花生，畅饮冰冻啤酒，
发发议论，说痴人梦话，叹人心不古，做黄粱美梦，也
是快意人生。

绽放：
财经枝头花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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