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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江市境内，除了晋江外，还有一
条属于晋江流域的重要溪流——九十九
溪。“九十九”这个数字不是指具体的溪流
数量，而是因为其自身的支流和汊流众
多，被以形象和吉祥的数字代称。

九十九溪的源头来自南安市西南部
罗山林场北部的大旗尾山。先以彭溪和
双溪两路支流流出南安市境，后流入晋江
市的内坑镇，经磁灶、紫帽、池店、西园、梅
岭、青阳、陈埭等镇街，一路在陈埭镇东北
部的溜滨水闸汇入晋江；另一路在陈埭镇
东部沿乌边港入海；再一路流经陈埭镇南
部，于桂林村向东入海及向南延伸至新塘
和西滨。

九十九溪流经晋江市的总长度为 47
公里，流域面积达 137平方公里，比晋江
干流在晋江市境内的长度大 3.5倍、流域
面积大2倍；沿途还有崎溪、前埔溪、塘埔
溪、紫湖溪、倒桥溪、下灶溪、直溪等众多
支流或溪段汇入，因此，有着晋江“乳母”
之称。

九十九溪早期由于河床浅窄，汛期
时往往排泄不及，极易造成洪涝灾害。
于是，在宋熙宁年间（1068—1077），晋江
先民就在九十九溪下游筑陂修埭，安陡
门、建水闸，引水灌溉，称“溉田千八百
顷”。《晋江县志》中记载：“六里陂在郡城
南关外，自二十七都至三十五都永靖、永
福、永禄、沙塘、聚仁六里，内积山之源
流，外隔海之潮汐，纳清排浊，环数十里
无田不灌溉。”

九十九溪在历史上还是一条水上交
通要道，直通泉州湾。史书中有文字称：

“船只往返于梅溪之上。”《晋江县志》中也
记载：“瓷器出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
小钵子、罐、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目
前，已在梅溪两岸发现古代窑址 26处。
位于梅溪之畔的金交椅山古窑址，被证实
是宋元时期泉州外销陶瓷的主要生产基
地，是泉州22个“世遗”点之一，成为构成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
一部分。

山环水抱，地灵人杰，有山有水即为
好风水。据考证，九十九溪两岸在古代科

考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唐代徐晦、五代陈逖
和黄仁颖、宋代王曾、清代吴鲁5位状元；
还有唐代欧阳詹、明代黄凤翔 2位榜眼，
以及宋代王曾和欧阳珣、明代张瑞图和陈
洪谧、清代黄锡衮5位宰相；此外，还有明
代大慈善家李五，理学大儒陈琛、苏浚、陈
让，以及名宦洪富、清代台湾知府黄立本
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九十九溪堪称万
物之溪、人文之溪。

一城一地因水而生、因水而富、因水
而美，也因水而润。如今，在九十九溪两
岸，不少遗址保存完好，古朴之风徐徐吹
起。宋人烧窑制陶的磁灶古窑址、欧阳詹
踏歌而行的吟啸桥、宋代修建的陈翁桥、
始建于明代的陈埭丁氏宗祠，以及欧阳詹
故居、李五故居、吴鲁故居、洪富故居、仁
颖书院、王合兴大厝、俞大猷墓、状元衙、
宰相府、尚书第、进士宅等，这些古代遗
址，像历史老人静静地坚守着岁月，又无
时无刻闪烁着一道道微光，以文化底蕴滋
养后人，以孝忠礼义感化当代，以传奇故
事讲述历史。

九十九溪由西南而来，向东北入海，
惠及晋江市的 10个镇街，成为晋江市的

“水动脉”。近年来，晋江市在推进城镇化
过程中，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强对九十
九溪全流域进行“水清岸美、畅通防洪、融
合发展、水利于民”的整治建设，先后完成
了双溪内坑右汊口、内坑砌坑、磁灶苏垵、
西园田园风光、浦沟南岸、滨江等先行示
范溪段的修复改造，并在中下游及其溪
畔，建成了晋阳湖公园、绿洲公园、江滨公
园、八仙山公园、田园风光园、五店市传统
文化街区。这“五园一区”让人们看得见
山、望得到水、记得住乡愁，彰显出晋江这
座本地人留念、外地人向往、可托付终身
的现代化城市魅力。

九十九溪承载着晋江市千年历史，
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晋江人民。她像
母亲一样不离不弃地呵护每一位晋江
儿女，又百折不挠、滔滔不绝地滋润晋
江这片广袤而富庶的大地。对奔流而
下的九十九溪，晋江人民敬仰她、感恩
她、爱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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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珊玮

走进晋江梧林传统村落，仿佛步入一个原生态村
落式建筑博物馆。出砖入石的闽南古厝、中西合璧的
南洋番仔楼、美轮美奂的哥特式及罗马式老洋楼静静
地矗立在这里。一缕阳光，照射在写满岁月痕迹的村
落里，沧桑却又富有活力。

在闽南，房子被称作厝。墙体由一块块红砖堆砌
而成，窗户的圆雕、浮雕和透雕也都是红砖。“红砖白石
双坡曲”是对闽南古建筑的灵动刻画。沿着石板路缓
缓向前，一栋又一栋风格迥异的古建筑令人叹为观
止。走累了，倚立楼前，抬头仰望在日光照射下红白相
间的闽南古厝，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格外抢眼。据说，
我国古代有敬天的思想，而屋脊上的“鸟”能通天神，燕
尾脊由此而来。“出砖入石燕尾脊”，燕尾脊往上翘起，
为质朴端庄的闽南古厝增添了几分灵动。

走近，触摸一砖一瓦，用心去感受古人留给我们的
智慧和哲理。定神细看，红色砖墙上是“人字拼”,形成

“卍”字，蕴含着“万寿无疆，人福永在”的美好祝福。踏
入古厝内部，每个角落都暗藏玄机，小门上的雕画，不
仅是建筑师巧妙构思的生动呈现，而且也暗含着福建
人的家风家训。“二十四孝”的重要人物，如忠臣苏武、
廉吏杨震、孝子江革等都出现在梧林古厝的雕画中。
走出古厝，大门上的对联和碑刻同样包含着祖先对子
孙后代的殷殷期望。

悠闲地在石板路上徜徉，岁月的光泽仿佛能够穿
透脚背一路向上流动，向我诉说这里发生过的感人故
事。在梧林，一楼有一楼的故事。有一栋名为朝东楼
的番仔楼，其建筑风格吸引了我。气派的拜占庭式圆
屋顶、科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之花等如同一
道时光之门，引领我穿越到古罗马时代。乍看，它极尽
奢华，雍容华贵；细看，它的外墙粗糙斑驳，盛满了岁月
的洗礼。步入其中，站在大楼内部，蓝天白云一览无
余。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我沉
醉，但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回味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
淌的家国情。

仔细看，会发现这栋楼其实只是“裸装”，内部并未
进行装修。究其原因，背后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蔡咸斜父子在完成这栋楼的外部装修后，正值抗日战
争艰难之际，因此他们毅然决然地将装修款捐献给国
家支持抗战。这样一座似乎有些令人遗憾的建筑，却
成为侨厝主人大义纾国难的生动写照,也成为海外侨
胞心系祖国的动人缩影。

走进晋江梧林传统村落，如同阅读一本近代华侨
史书。这些雕梁画栋的华侨建筑、孝则家和的家风传
承、感人肺腑的华侨故事，虽历百年，却亘古弥新。岁
月带给梧林的，不只斑驳的印记，还有家风的传承，更
有侨胞的拳拳报国之心。

陈文武

进入三月，温情的阳光渐渐多了起来，有时正午还
较热烈。但三月大部分天气并不作美，气温经常大幅
波动，春冬模式在切换。也许昨天阳光明媚，今天就细
雨蒙蒙，“斜风细雨作春寒”，倒春寒的日子来啦！大家
又披上了冬衣。惊蛰到春分之间，讨厌的“水南天”来
了几回，到处湿漉漉的。幸亏冷空气及时到来，一切又
清爽起来。三月天，真是捉摸不透！

早春的天气变幻难料，但人间三月春意正浓，不
信，可以看看外面的树木花草。“春到人间草木知”，春
姑娘用巧手神奇地装扮树木，蓊郁枝叶间，又萌发可爱
的嫩芽。随处可见青翠苍劲的榕树、翠绿俊秀的菩提
树、深绿俊逸的侧柏、新绿清秀的刺桐……绿意恣肆绵
延，可明目养眼，令人心旷神怡。三月里，去郊外踏青
吧！在绿意中游弋，或驻足绿荫，或漫步花丛，舒展四
肢，身心愉悦；或席地而坐草坪上，沐浴和煦暖阳，眯缝
双眼，聆听花语虫鸣，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

三月天，“春花复春花，红红间白白”。姹紫嫣红的
花儿是春姑娘绿衣裳上的靓妆，她跳着轻盈的舞姿，在
四处游走；呢喃清唱，柔声唤醒大自然的花儿，含苞欲
放的花儿应声开放。“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
老”。出门赏花去吧！红艳艳的三角梅、绚烂的炮仗
花、鲜红的刺桐花、娇媚的羊蹄甲花……竞相绽放，幽
香暗动。“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多公园都有桃林，春风
啊，又吹红了花蕾，娇美艳红满枝头，游人纷至沓来，一
睹这南国的报春花。

“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其实也不必特意去
公园寻芳访韵，留心处处皆胜景。阳光明媚的日子，常
漫步到住所西边的围墙，眺望墙外那一片桉树林，数年
过去，当年的小树苗已成修长玉立的林木，微风吹拂，
清香缕缕。一丛女贞出墙来，洁白的小花儿，碎碎的花
瓣，浓香馥郁，沁人心脾；旁边的海桐，也绽放洁白的小
花，似浓郁的桂花，清风徐来，香远益清。

“野花吐芳不择地，幽草吹馥宁只春”。到野外去
漫步，采撷一束素朴淡雅的野花，放置房间，弥漫清
香。马路旁、草地上、荒坡上，恣意生长的野花，如繁星
装扮大地，散发丝丝幽香，它们是人间三月天的底蕴，
静默无言不争春。鬼针草居多，低矮细小的枝叶，娇小
的白花，玉盘似的小花蕊，一丛丛，一片片，蔓延开来；
野蛮生长的苜蓿，密密匝匝，小巧的黄花，如点点繁星；
还有红毛草，微风吹起，摇曳曼舞，成为一道独特的风
景，“天意怜幽草，赠其晚霞衣”。

三月天，也是野菜滋长的时节。苦苣菜、酢浆
草、苦荬菜、播娘蒿，还有些不知名的野菜，遍布路旁
荒坡空地。苦荬菜，儿时常择的野菜，褐色暗淡的叶
子，顶部毛茸茸的小黄花，淡香弥漫，惹人爱怜；还有
一种修长秀美的蒿草，黄色的细花瓣，有点像油菜
花，它有一个奇特的名字“播娘蒿”，李时珍《本草纲
目》载：“抱根丛生，俗谓之抱娘蒿。”每一种野菜都有
一个精彩的故事。

三月，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春光普照大地，春风
吹拂绿树花草，春雨滋润着它们，万物生机萌发，一切
欣欣然，尽管不时寒风冷雨，但浩荡春意满眼。期待四
月天，百花争艳，人间更美。

张景锻

人生中有些事，看起来似乎是件小
事，但它往往会对你的一生产生深远影
响。我就有过这么一件小事：一篇小
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80年，我从泉州师专毕业后，被
分配到晋江养正中学教书。养正中学
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寒窗苦读六个年
头，从初中到高中，一直任班长。先当
学生，后当老师，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熟悉、亲切。母校对我知根知底，因此，
一上班，校领导就让我兼任政工处干
事、团委副书记。

有一天，一位中年男子风风火火来
到我的办公室，送上一封感谢信。那男
子大概有 40多岁，衣着简朴，脸庞乌
黑，可能是长时间的劳作让他的背有点
佝偻，一眼就被看出是个老实巴交的农
民。他一开口就说：“我要感谢陈秋香
同学，感谢你们学校培养出这么优秀的
学生。”我递上一杯茶水，招呼他坐下慢
慢说。他把日前在公共汽车上发生的
事娓娓道来。

原来，前不久的一天，中年男子坐
上一辆公共汽车。车厢挤满人，他提着
行李往车厢后面挪动，可能是口袋太
浅，钱包掉地浑然不知。身边一个留长
发的年轻人发现了，故意用脚踩着，环
顾四周，似乎没有人看到，便弯下腰，把
钱包捡了起来塞进裤兜。没想到这一
幕被坐在旁边的陈秋香同学看得清清
楚楚。她大声喊道：“谁丢了钱包？”并
把目光投向丢包的中年男子。中年男
子赶紧摸摸口袋，发现钱包丢了，便号
啕大哭：“我的钱包没了，那是要给住院
的母亲看病用的，是救命钱啊！”留长发
的年轻人恶狠狠地瞪了秋香同学一眼，
似乎在警告她别多管闲事。秋香同学
不为所动，指着留长发的年轻人说：“钱
包就在他的裤兜里。”那年轻人故作镇
定，掏出钱包一晃，说钱包是自己的。
秋香同学立马站起来厉声问道：“你能
说出钱包里有什么东西吗？”车厢顿时

安静下来，一道道犀利的目光投向那留
长发的年轻人。年轻人知道瞒不住了，
低着头，拉着长脸，像泄气的皮球一样
吞吞吐吐地说，钱包是捡的。

送走那位中年男子，我随后请一位
老师转告秋香同学：放学后到政工处来
一趟。过了一阵子，一位个子不高、扎
着小辫子、有着一双清澈眼睛的女同学
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张老师，我是陈
秋香，有事吗？”我把感谢信的事告诉了
她，并表扬了她见义勇为的精神。她有
点惊讶，然后露出可爱的笑容，说：“这
是我应该做的，换成其他同学，遇到这
种事，也会这样做的。”

我把这件事写成文章，题目是《发
生在车厢里的故事》，准备刊登在校刊
上。当时，正好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福
建青年》，就顺便抄一份，按上面的地址
投了过去。时隔一个多月后，一位同学
拿着一本杂志，兴冲冲地跑到我面前
说：“张老师，这里有你的文章。”我听
后，急忙接过那本杂志，是《福建青
年》。展开一看，果然有我写的那篇文
章《发生在车厢里的故事》。看着这篇
变成铅字的小文，我激动的心“怦怦”直
跳，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
真的吗？

然而，最让我感动的事还在后头。
几个月后，《福建青年》编辑部给我寄来
一张奖状，还附一封信，告知我这篇文
章获评该杂志 1982年度新闻一等奖，
并鼓励我“积极来稿，再创佳作”。知道
我的文章获奖，许多老师、同学向我表
示祝贺。我自嘲说：“瞎子鸡啄着一尾
虫，纯属运气。”调侃归调侃，说真的我
高兴好几天。

过后不久，我调入宣传部工作。部
长找我谈话，特别提到那篇小文获奖的
事。我非常庆幸，想不到就是这篇短短
的小文章，让我与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
之缘。正是这件小事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使我的人生经历变得丰富多彩。

蔡长兴

我认识杨水声先生时间不长，但印象
深刻。2022年的一天，跟随朋友到他的工
作室，他正在书写吴明哲作词的《晋江
赋》。该文刊于《中华辞赋》2018年第5期，
洋洋洒洒数百字，涵盖晋江地理历史、人文
精神，仿佛是晋江版的《岳阳楼记》，读之令
人顿生作为晋江人的自信与骄傲。杨水声
创作的横式长卷《晋江赋》，行书，长近百
米，宽近一米，缓缓展开如同一江春水汩汩
而出；每一个巴掌大的字皆首尾相映、顾盼
生辉，令人击节；文中多次另起一行——在
书法界，普遍认为频繁地另起会影响气势
的贯注，但杨水声的行书似乎没有类似问
题。观其字，形体虽大却没有呆滞之像，可
谓动如脱兔；其用笔果断迅猛，绝不拖泥带
水，故能轻松驾驭巨幅书法。

这与杨水声的人生阅历不无关系。少
年时，他演过高甲戏；青年时，转行为电影
放映技术员，还被评为电影放映中级技
师；他曾任职东石华侨影剧院副经理，并兼
职晋江电影公司，后担任晋江大剧院经理，
并成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豪爽痛快
的性格与行书特点相得益彰，丰富广博的
社会经验拓展他的心胸与格局，使他的晚
年书法更加大气磅礴、成熟稳重。

展于晋江博物馆的《无为》《翰墨香》两
幅竖式长卷，是杨水声为庆祝晋江书画院成
立三十周年而作的巨幅书法，在展厅尤其醒
目。其笔势激情澎湃，迅疾而不急促，圆润
而不尖锐。远远看去，字字如一匹匹奔跑的
骏马，向着我们破卷而来。观之，心中块垒
云消雾散，油然而生一往无前的勇气与豪
情。这样的书法作品，对观者而言，诚然是
一种可贵的精神熏染。我手里有一幅朋友
转送的《行者寿河山》巨幅行书，横式长卷，字
体如婴儿般大小，畅快多变，刚劲有力，正应
和了“书法以气势胜”的哲言。笔法传达出
来的苍劲与厚重、力量与气势，很难想象是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写的。

与杨水声相谈，他一开口就声震四方，
十米开外都能清晰可闻。与常人所用茶具
不同，他用壶煮茶，招待客人的茶杯大的如
碗、小的如碟。眼前的他，说话干脆利落，
句句不假思索，仿佛是一个没有烦恼、不为
俗务所累的人。这不免让人想起《苏文忠
公笠屐图》里的苏轼，虽没有头戴斗笠、脚
踩木屐，但一样的长髯垂胸，飘飘然若飞，
和身处逆境依然乐观积极的苏轼有异曲同
工之处，显示杨水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豁达心境。殊异于他人的性格，决定了杨
水声书法的鲜明个性，如长剑出鞘，如鹰击
长空，看一眼就能让人感受到极大的心灵
震撼。

不久前，杨水声先生成功举办“大美晋
江”百米长卷书画展，他用自己独树一帜的
作品，展现了书法的豪迈刚劲之美，给人以
精神感染和美的享受。

印象九十九溪 叶荣宗

杨水声书法的豪迈之美

书法作品 杨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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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烂漫 陈巧玲 摄于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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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梧林

人间三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