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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磁灶镇张林村，地处泉州南部古官道中段。四周
青山绿水环绕，林木青翠茂盛，果树飘香，尤其以龙眼树最负
盛名。每到果实成熟之时，成串的龙眼在阳光下密密匝匝，十
分诱人。龙眼鲜嫩多汁，口感甜美，作为水果，有“果中之王”
的盛誉。李白曾有诗作《赠龙眼》云：“龙眼飘香夜色中，甘甜
之味令人醉。佳果美味无与伦，食尽天下皆为君。”

张林村对面南边有一座小山，传闻有仙人足迹，并有仙人
驻足时留下的拐杖孔，后人称之为“仙宾山”。许是沾了仙气，
在张林加工生产的“仙宾”瓜子清爽酥脆。此外，张林还有一
二十家瓜子加工厂，产销可观。

张林村有个著名的农贸市场，食材新鲜，品类繁多，是十
里八乡村民的首选采购之地。若是在农贸市场里走一趟，面
线糊、牛肉羹、肉粽等晋江名小吃，都能品尝一二。

我们说，烟火磁“灶”，一村一品；“呷”在张林，让人流连忘
返。除了要说水果零食丰盛、烹饪食材方便，更要说它的“王
炸”美食——姜母鸭，以及顶尖甜品——花包。

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行色匆匆，拖着行李箱，从动车站而
来；一位儒雅的中年人，面露微笑，开着车、听着歌，从泉州城区
而来；一位美丽的女子，神态怡然，款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他们都要奔赴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张林”；他们都要
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吃饭。自古以来，关于“吃饭这件
事”的最高评价大抵是：民以食为天，“呷”饭皇帝大。为了好
吃的东西，走再远的路都是值得的。

张林作为磁灶第一大村，常住人口近万。但是外面的人对
于张林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姜母鸭。在晋江人眼里，姜母鸭等
同于张林。能让一种食品成为一个村落的标志，可见其影响深
远。如今虽然各地都有姜母鸭，但是在闽南地区，张林村被食
客们尊为“姜母鸭的发源地”。张林人制作姜母鸭的历史，据说
已有上百年，但把姜母鸭做到广为人知，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
初。流传了千年的宫廷御膳，由热爱美食的张林人再次创新制
作。张林美食行业的江湖传说，自此拉开序幕……

初春里的一天，我在张林村的一家饭店，与来自四面八方
的食客享用闻名遐迩的佳肴——姜母鸭。

热气腾腾的鸭肉与姜片固有的“热”，让这道美食与“暖心
暖胃”颇为契合。我习惯性地先品尝姜片。姜母鸭的灵魂伴侣
在于姜，从姜的味道，大抵就能判断出姜母鸭的入味程度了。
姜片入口，早已没了辛辣，反倒有一丝丝甜。味蕾被撬开，食指
大动，鸭肉嫩而多汁，既有肉之鲜美，又有姜之爽口。大快朵
颐，是尊重每一片姜；细嚼慢品，是不辜负每一块鸭肉……

听常来吃的老饕们说，这里的鹅肉更是迷人嘴，让人念念
不忘，而酱油水鱼亦是一绝……作为闽南餐饮业的老字号，这
家饭店早已发展成囊括山珍海味的综合性酒楼。

“呷”在张林，有名品——美食名片姜母鸭，又不仅仅只有
姜母鸭……

人这一生中，会有许多重要的时刻，而这些重要的时刻，又
以喜事居多。在晋江人的喜事里：满月、周岁、十六岁、婚庆……
都离不开一款美食，这款美食的名字叫“花包”。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叫“花包”呢？是因为上面有雕花
吗？其实是因为面粉都要经过发酵，而“发”有发财、发达之
意，所以一开始应该是叫“发包”，但闽南人“发”“花”不分的阴
差阳错，便成就了“花包”这个广为流传的名字。

张林花包起源于闽南当地传统的糕点甜食，如今最具代
表性的，当属张恩来食品厂。“结婚找张恩来，喜事找张恩来。”
闽南语四句是这么写的：“张恩来，炊花包。古早味，馅料厚。
嫁闺女，晟差操。过年节，过年兜。从囝仔，食到老。”

张林花包的不可取代之处，在于花包既是闽南信俗的祭
祀供品，亦是婚俗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在晋江地区，张林花包
既是一种美食，更有一种和美的寓意。历经三代传承的张林
花包，见证了晋江诸多美好姻缘、生辰寿诞……

在美食的江湖里，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的张林，以稳
扎稳打的烹饪改良技术，佐以岁月沉淀的独家秘籍，让姜母鸭
和花包独步天下。食客们品在张林、“呷”在张林，何尝不是一
种幸运?!

徐永良

在我还未找到晋江美食之源时
映入眼帘的
一根根细如游丝的面线
和这里一群群执着的龙湖人
把我带进了面线的前世今生

他们从龙湖最深的皱褶里走来
带着一路的原生态
用最纯朴的手工工艺
向世人展现出唯美的美食
留下让人打开味蕾的灵气

开始我并不认识他们
但是这里的面线
给我留下了春天的气息
一直延伸到龙湖的最深处

这并不影响我对一粒麦子的由衷敬意
我愿与一粒麦子结伴而行
去赴一场面线之约

罗睿

走了大半辈子了。你的脚
还在这见方之地徘徊、跋涉
从春到冬，从早到晚
这里肥沃、丰饶
你在面线的森林里不停穿梭
探秘生活的密码
面线轻盈。在桩与桩之间舞蹈、跳跃
动作熟练得像谁家孩子
收获着你藏也藏不住的笑容
我知道，你也有一个梦
——和手中的面线一样
一圈一圈地，飞向远方

林美聪

你肯定想象不到在他手中
那一根根面线细白光滑的背后
究竟经历过多少次揉搓甩打
忍受过多少个风吹日晒

在与刀刃的一次次较量中
它们从宽到窄
在与生活的一场场拉扯中
它们由粗变细

一条条美丽的抛物线
就这样从他手中
划出餐桌上的一道传统美味
也拉扯出他韧劲十足、
幸福灿烂的一生

芷菡

是谁在清晨升起人间烟火
或在深夜端起一碗温暖
是谁在特殊的日子
捧起面线，热泪盈眶
恍如你可掬的笑容
你将时光拉长
点点滴滴汇聚成线
无数的线条平行
翻阅生命长河的画卷
你日夜与一粒米对语
从不言苦，有时你犹如勇士
遨游大海，掀起层层海浪
有时如画者，每一条线
柔韧、顽强，更多的时候
你惜面线如命

周分鸿

这或许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
在每个晴好的日子
他像梭子，在木架之间
来回穿梭，把面条拉成丝线的质感
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多少年了，在和面条较劲中
他越活越年轻，你瞧他多像个孩子
正得意地摆弄手里的玩具
并用它编织了幸福
绵长的人生

紫艺

抽出悲伤的部分
扯开疼痛的记忆
将老旧时光揉进面粉
生活留白，清水浸入
仿佛有了甘甜的黏度
把所有梦想凝结成团
让渴望的目光，打开
每一条韧劲十足的面线
经过师傅的双手打磨
飘逸如漫步的舞者
荡漾着那绽放的笑靥

生活是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而劳动者
就是这画布上不可或缺的色彩。在这个属于
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里，我要以最真挚的情
感，为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灵魂奏响赞歌。
因为他们是最美的！

在朝霞还未破晓，天空还被淡淡的星光
点缀的凌晨，有一群勤劳的天使已披着星辰
出发。他们的身影穿梭在寂静的大街小巷，
一把扫帚、一个铁锹、一辆推车，就是他们简陋
而神圣的装备。他们迎着拂面而来带着凉意
的晨风，开始了细致入微的工作：不放过每一
粒尘埃、每一片落叶，用手中的扫帚和铁锹奏
响新一天的序曲——他们就是城市的美容
师，是我们身边最美的劳动者：环卫工人。

当太阳初升、晨光熹微，城市从沉睡中渐
渐苏醒，最先与世界打招呼的，是那身穿醒目
安全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他们
挺直脊梁，站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开始了
一天忙碌而充实的工作。那敲击声此起彼
伏，如同交响乐中的重音符，谱写着城市的进
行曲。他们是建筑师的梦想编织者，每一块
石头、每一根钢材，都承载着他们无言的故
事。每一个清晨到黄昏，每一次春夏秋冬轮
回，他们都坚守岗位、毫不懈怠。

走进医院的大门，一股紧张而有序的气
息扑面而来。在这里，时间仿佛有了不同的刻度，每一秒都
可能成为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手术室的灯光下，医生们目光
如炬，手中的刀钳分毫不差地游走于生死之间；病房里的天
使们脚步轻盈，温柔的话语伴随着精心的操作，为病痛中的
患者带来温暖与安慰。他们是医生，是护士，是在医院每一
个角落忙碌的身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教室时，一位位老
师早已准备就绪，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期待和关爱。面对一
张张稚嫩的脸庞，他们传递的热情如同春风拂过新绿，那份
执着仿佛能熔铸顽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粉笔灰
的洗礼中送走了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自己的双鬓却不经
意间染上了岁月的痕迹。

在时光的织锦上，有一种颜色永远鲜艳夺目，那是大地
的金黄。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有一群身影永远忙碌不懈，
那便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
薄雾，他们就已经在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身着朴
素的衣服，脚踏坚实的泥土，手中握着传承了千百年的农
具，目光中闪烁的是对丰收的渴望，也是对这片给予万物生
命的土地深深的热爱。

在繁华的城市脉络中，在喧嚣的街巷深处，有一群身影
穿梭不息。他们是生活的传递者，是希望的播种人，这就是
那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快递小哥们。他们争分夺秒地配送货
物，面对客户的催促保持耐心，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时保持头
脑清醒。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请不要忘记给他们更
多的理解与尊重。

劳动者的双手创造了世界的繁华。他们是艺术家，用
心血塑造生活的模样；他们是诗人，用行动谱写动人的诗
章。正是这样一群最美的奋斗者，怀揣梦想与执着坚守，撑
起了国家的脊梁，推动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所以，我们
要致敬这些最美劳动者！

外出一周后，回到家居小院的时候，
一阵香气突然钻进鼻子，抬头一看，香樟
树的花开了。一枝枝繁花，一股股争先恐
后的劲头；此时的绿叶，成了最好的陪
衬。微风轻拂中，暗香徐徐而来。

院里的香樟树多，隔那么远就有一
棵。它树形高大魁伟，大多可与楼房比肩，
最高的有六七层楼高。“樟之盖兮麓下，云
垂幄兮为帷”是其真实写照。茂密的枝叶，
几乎覆盖了进出小院的车道和人行道。浓
荫之下，香气也就常常随风而至。

香樟树的花，开在四五月，开得很隐
蔽。人间四月芳菲尽，香樟树的花刚好揪
住了春天的一个尾巴。如果不是凑近去
看，常常只见绿叶不见花。花开之前，香
樟树的花蕾，紧实、嫩绿，极像是谁撒了一
把青豆，落在叶丛中，粒粒可数。香樟树
的花，淡黄色；花茎几近嫩绿；花朵小巧，
小指肚大小；枝上花朵繁茂，开得宽松自
如，俯仰生姿。

香樟树开花，前后不一，有的繁花落
尽，有的才刚绽开花蕾。渐次绽放的香樟
花，它不像一般的花朵，花瓣轻柔；它的花
反而手感革质，摸上去硬硬的。因为花小，
远远看去，高大的树冠上竟细细碎碎地罩
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嫩黄。

香樟树栽培历史悠久，古称芳樟，又叫

香蕊，因其香气独特，是旧时做箱笼嫁妆的
好材质。老家女儿出嫁，常以香樟木的衣
箱引来阵阵赞美，那是嫁妆的高配。香樟
树又因其杀虫抗腐、解毒清热的药用价值，
广植于城市乡村，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
增进健康，随处飘溢的花香还可以愉悦心
情，因此，一院香樟就是一院宝贝。

这几天，院内香气更加浓郁，有意无
意之间，我总是喜欢伫立于树下，伸长了
鼻子，使劲儿嗅着头顶上流泻而下的芬芳
馥郁。有时也搬了椅子，拿一本书，消消
停停地坐在树下，把花香与书香揉碎在一
个个故事中。

香樟树有一种独特的香气，香而不
冲，细而不腻，柔和中带了些许樟脑丸子
的味儿。若细论起来，这香，比女贞的花
香稍淡，比海桐的花香就更淡了。

走出院子，大街的两旁种植的也是香
樟树。晚风中，细碎的小花，点点飘落，地
上竟细细地铺了一层，叫人不忍心落脚。
这样的情景，让我忆起秋天的栾树和丹
桂，也是这样细碎的小花，也是这样的香
浓，只不过桂花和栾花更显金黄，但落在
地上却有着一样的美！

我顺着城东大道望去，行道树居然全
是香樟树。霞光浅浅地落在树上，一层玫
红一层淡黄。轻风徐徐而来，周身包裹的

全是香味。
顺着夕阳的余光，我看到几只蜂儿在

花丛中嗡嗡地闹着。它们扇着金色的翅
膀，落下，飞起，又落下，一朵花一朵花地
造访。它们大概是想赶在归巢之前，尽量
多地采回花蜜。

记得八月去桂林，满城都是桂香。桂
林人精明，他们把桂香提炼出来，制成各
种各样的香水，不仅让你在桂林闻得着
香，离开桂林同样闻得着香。如果，我们
也把香樟提炼出香水，那香味应该也不错
的，甚或可以与桂林的香水一较高下。

晚上出去散步，在一棵香樟树下，遇到
了同学春杏。几十年过去，她依然风姿绰
约，问候的刹那间，风中传来一阵香味。此
时的夕阳，透过树梢的间隙，将斑驳的光影
投在春杏的衣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
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女孩。

记得校园里也有很多香樟树。下午
放了学，男生女生拿了书，在树下的石凳
上坐成一排，琅琅而读。我和春杏，每天
按时到达香樟树下。我们读哲学、读历
史、读文学，常常读到夕阳西下才恋恋不
舍地离开，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留恋
不已，多美的时光啊！

起身回家的时候，满脑子里尽是昔日
香樟树下的一个个片段。

“呷”在张林 张美娜

花香从风中飘来 刘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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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线情

面线情 颜华圣摄于晋江龙湖

四月里的雨，时而倾盆而下，时而细腻如丝，偶尔给人带
来不便，更多的是为我们掀开了一幅“春雨贵如油”的山水画，
为人带来美的享受。

就像劳动一样，有时它是辛苦、劳累的代名词，有时它又
是充实、快乐、财富的代言人。当你全身心地置身其中时，你
会发现：原来，劳动如此美丽。

劳动使人成长。童年时的记忆里，我们兄妹几个经常跟
母亲在地里干活，那时候看得最多的就是母亲弯着腰背朝天、
不断擦拭汗水的画面。那汗如雨下的劳累，真叫人心疼。插
苗、浇水、施肥等农活，对母亲来说不在话下，除了拉牛耕地需
要请人帮忙外，家里所有的农活都由母亲一人独揽。每次看
到她那么辛苦，我总会想：原来劳动这么累，等我长大以后，绝
对不要像母亲这样，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地里。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是：不干活就没饭吃；想要赚钱，就
得靠自己的双手。他总是想着法子，来激发我们对劳动的兴
趣。比如：每次农活收尾之际，他会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叫
我们上山去捡拾落在地上的花生，以此来换取报酬。这个任
务比起母亲要一个人摘除几亩地里的花生容易多了。

于是，我们会挎着小篮子，顶着太阳，在没人的地里四处
巡视，看看哪里会有没人要的花生等我们去捡。有时运气好，
可能会捡到一大篮；有时运气差，就会一无所获。那时，为了
不被父亲责骂，我们就会偷偷地在别人的地里摘几棵花生苗，
将上面的花生捻下来，占为己有。没想到我们以为“人不知，
鬼不觉”的事，竟然被人发现了，告到父亲面前。父亲听说这
事，火冒三丈，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顿。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孩子们，劳动要靠自己的双手，
不偷不抢，才能够创造真正的财富。让你们去山上干活，并没
指望你们能捡多少花生，只是想培养你们爱劳动的习惯。”听
了父亲的话，我们个个羞愧不已。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创造自己并理解
劳动的美。对于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我颇有体会。作为一名
农村小学的普通教师，我一向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从不奢望自
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多远，只求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于
国家于社会有用，就满足了。面对着越来越重的工作量、越来
越大的工作压力，我偶尔也会反思：自己当初选择的这条路是
否正确。目送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离开，说内心不失落
是骗人的，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便是那一张张依然清晰的毕
业照，这或许正是劳动的最大意义吧！

劳动，是催人成长的营养剂。只要我们都能勤勤恳恳、脚踏
实地，做好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就能用劳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

劳动催人成长 蔡冬菊

“走喽，今天要去东石喽！”每当说出这句
话时，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着激动和自豪。东
石，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那么遥远，又是那
么美丽，充满着神奇的魔力，让我总想去接近
她、靠近她。

那时候，黄色的“安平车”，是能带着我们
抵达目的地的交通工具。它有点老旧，总是
不知疲倦地在镇与镇之间奔驰着；偌大的轰
鸣声，似乎在宣示着这是属于它的独特旅
程。那时去东石一趟，对我来说，感觉无比神
圣。我会拿着爸爸给的钱，叫上弟弟和表妹，
早早地来到路旁等车。为了搭上它，我们来
得很早，踮着脚尖、探着头，望穿秋水地遥望
远方。远远地看到车子疾驰过来，我们就赶
紧排好队，生怕等会上不了车。万幸早上人
还不是很多，我们顺利搭上了车，奔向了心心
念念的东石。

车走走停停，风透过窗户吹进来，很是凉
爽。我看着窗外的美景，行人、摊贩、房子、路
旁的树……每一样都在快速地后退。虽然路
不怎么平坦，却拦不住我们对东石的向往。

“安平车”在一路颠簸中，终于到了站。我们
下了车，开始了这一趟旅行。

走在东石大街上，我们就被那繁华的景
象吸引住了。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两旁

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开心地逛
着，先到玉和街走一走，然后去文具店逛一逛，大半天就过
去了。花样繁多的文具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让人恨不得把
整个文具店都搬回去。走在街上，衣服店里漂亮的衣服透
过橱窗，是那么明艳动人；街边美味的小吃，还有那间东石
最早的奶茶店“快三秒”无不深深地诱惑着我们。奶茶店总
是有很多人在排队，能喝上一杯奶茶在当时是非常时尚的
事，因此我们总会耐心地等待。买完奶茶，下一站就是超
市，这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另一番丰富的体验了。沿街往上
走，两边的房屋紧紧站立着，斑驳的外表好像在诉说着岁月
的故事。门口偶尔会坐着几个老人，他们似乎也在享受着
这个喧闹的早晨。

不一会儿，超市到了，我们兴奋地走进大门，尽情享受
着冰凉的空调。超市很大，有两层，我们会先上第二层，再
回到一层来买零食吃。等快到中午时，我们每个人都提着
大包大包的零食，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回家的
车很挤，我们手里紧紧提着袋子，生怕被人抢走似的。

时间一晃而过，那些“安平车”，现在已经“退休”了；我
们也长大成人了。东石，却依然是那个让人心心念念的东
石。新的电动公交车更宽敞、更干净、更环保，依然繁忙地
来来回回。坐上它，我依然喜欢坐在窗边，车内的空调代替
了窗外的风，窗外的风景还是一直往后退着。如今，老旧的
房子都被崭新的大楼所取代，宽阔的马路很平整，两边的绿
树看上去很“热情”，像是在向我们介绍着周围新的建筑。

在东石，在街道两旁，开了许多新的店铺，服装店、饮品
店、超市……遍地都是，给予我们更多的选择。我流连于这
些店铺中，有些恍惚，找寻着那家“快三秒”奶茶店，发现它
还在街道旁等候着我。虽然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但它的奶
茶，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香甜。我想，这或许是属于东石独
特而美好的味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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