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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隐

一个美玉般的名字，她叫陈情缘。
一座有情缘的村庄，它叫瑶琼村。
晋江市磁灶镇瑶琼村，西临内坑镇，北临双内路，面积

2.5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4565人。瑶琼村，俗名“窑顶村”。
据《晋江市地名钩沉》记载，“窑顶”闽南语读音与“瑶琼”相
近，“瑶琼”又是美玉的意思，象征美好永恒，“瑶琼村”从此
被叫开了。

瑶琼村乘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东风，全力发展经济产
业，大力改造村容村貌，优化人居环境，构建瑶琼村人的精
神家园。

首先是村容村貌的整体改观。瑶琼村以党建为抓手，
制定整体规划，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树立村级文明榜样
形象，带动全村群众讲文明卫生、护美好家园。该村利用闲
置空地和村主次干道开展绿化活动，组织志愿者不定期进
行维护，同时新建四座公厕。全民行动，让瑶琼村容村貌显
著改善，为文明城市创建提供优秀乡村范本。

再次，瑶琼村蓄力借势，以整合“党建+”邻里中心一级
集合式住宅为契机进行集体规划。鼓励发展租赁、物流经
济，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盘活各项资源，切实提升老百
姓幸福指数。因地制宜扩建多处文体休闲场所，为群众提
供休养身心的好去处。构建瑶琼村景观文化墙，该景观墙
坐落在瑶琼村砖瓦陶瓷社旧址前，古色古香、意义非凡。

醒目的“窑顶情怀”标识着瑶琼村的来处，曾经还叫“窑
顶村”的先辈们，沿着烧窑制瓷之路，传承着窑瓷文化，这是
瑶琼子民对砖瓦陶瓷社烫心的家乡情怀和融入血液的文化
自信。

村里还建立了乡贤议事微信群，群策群力，共商村事，
目前已有 100多位乡贤参与。今后，村里将继续依托微信
群这个平台，有针对性地引导村民在微信群里建言献策，共
同推进美丽瑶琼的建设。

如今的瑶琼村，呼应了如美玉般的名字，确实做到了
村如其名、人如其名。被称为“磁灶女儿”的陈情缘从瑶
琼村走来，“情缘”暗合了“美玉”的气质，这是瑶琼养育长
大的孩子。

时间拨回一年前，陈情缘先后获得第19届亚运会击剑
女子团体花剑金牌，代表福建省队获得2023年全国击剑锦
标赛成年组女子花剑团体冠军，获得国际剑联花剑世界杯
巴黎站冠军，一步一个脚印地站在世界之巅。陈情缘成了
中国体坛的明星、女子花剑的旗帜。当然，也是瑶琼村一张
靓丽的名片，成为家乡的骄傲。

1997年出生的陈情缘，从小生活在瑶琼村，就读本村
的瑶琼小学。可能是传承了父母的基因，在读小学时，她就
比其他同学高出半个头，且喜欢体育运动。2007年，晋江
少体校和泉州体工队击剑队到瑶琼小学选才。陈情缘顺理
成章入了教练的“法眼”，顺利进入晋江少体校读书训练。
泉州体工队击剑项目训练基地设在平山小学和平山中学，
小小年纪的陈情缘开始了寄宿生活，也开启不平凡的成才
之路。这是小情缘第一次离开父母，从此稚嫩的肩膀要独
自承受外面世界的冷暖。众所周知，封闭训练，意味着没有
比赛台上观众的山呼海啸，也缺少领奖台上内心的欢欣鼓
舞。个中滋味，甘苦自知。

情缘妈妈有一段时间曾纠结着要不要让孩子放弃击
剑。她说：“毕竟年龄小，刚开始训练吃不消，还是太辛苦、太
累了。”父亲陈文启则坚信孩子会熬过这段生疏期、困难期，
他知道貌似温润的女儿藏着一颗坚毅的心。就这样，陈情缘
挺了过来。在启蒙教练崔艺刚的指导下，她逐渐步入正轨，
从此刻苦训练、宵衣旰食，入省队，在大赛上崭露头角。

2013年 8月，陈情缘获得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女子
花剑冠军，夺得个人生涯的第一个洲际大赛冠军；2017年8
月，获得2016—2017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成年组女
子花剑冠军；2019年，获得全国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个人
冠军……

瑶琼村党委书记陈遵义说：“瑶琼是一个好地方，陈情
缘是从这里的红砖白石走向世界的，她成了我们全村的骄
傲。”很朴实的一句话。确实，陈情缘让瑶琼村民看见了世
界。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正是瑶琼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健
康奋发的乡风村风，才让这个村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情缘瑶琼，这是关于这座村庄最美好的定义。

正值暑伏天，台风“格美”带
来的这场雨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恩赐，随之而来的凉爽自是
不用说了。雨夜听雨，在我看来
是最美的事。此刻，我静静地坐
在书房里，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
雨声，用寂静的心，去感受一种空
灵与静谧。

在中国，听雨是文人喜爱的一
件事。记得电影《无问西东》中有
一个片段深深打动了我：云南的雨
季，西南联大的学子们正在简陋的
茅草屋里上课。大雨淋漓地泼洒
在铁皮屋顶上，发出硕大的、此起
彼伏的声响，影响了学生们的听
课。正在讲台上上课的教授，干脆
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
个字。于是，在那动荡的时代，师
生们正襟危坐，在瓢泼大雨中，心
平气和地听雨，画面甚是唯美。

古往今来，多少楼台烟雨中。
听风观雨也是古人用心至极的雅
事。每个人年纪不同、处境各异，在
雨中听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宋代蒋捷所写的《虞美人·听
雨》，说透了人的一生：少年听雨歌
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

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
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年少时的蒋捷，少年得志，意气
风发，曾在歌楼上和家人度过美好
的夜晚，尝过温暖的人间烟火。中
年变故突来，国破家亡，失去了所
拥有的一切，于是，漂流江湖，尝遍
了艰辛与孤独。如今，鬓边白发苍
苍，已是人生暮年，栖息在僧庐之
下。而雨，又一次不期而至。蒋捷
这阕词，穿过了 700多年时间的风
尘，依然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每每读到此词，我都会无比地感
慨，那是对于时间的无奈。诗人海
子曾写道：“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

疲倦。”应正合蒋捷此时心境。
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定风波·莫

听穿林打叶声》，则以风趣幽默的
笔调写出途中遇雨所感所思，表达
了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词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
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
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
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人苏东坡借雨中潇洒徐行之
举动，表现了其虽处逆境、屡遭挫
折仍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
旷达胸怀。这阕词于简朴中见深
意，于寻常处生奇景，篇幅虽短，但
意境深邃、内蕴丰富。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而那份听
雨的心境、听雨的点滴、听雨的情
怀，依然在有趣的灵魂间保留下
来。泉州籍诗人余光中在《听听那
冷雨》里写道：“雨不但可嗅，可亲，
更可以听。”岁月里若有千万次的
雨声，生命中就有千万种的心绪。
没有缘由，不问西东。

听雨，终究是一种情怀，也是一
种自在。但我希望我们听到的永
远是喜雨，还有那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旷达。

人们常说：“生娘不及养娘
大。”于我而言，晋江就是我的“养
娘”，是我长大的地方。从 1998年
伊始，我们一家从外地落户到晋
江，不断地搬迁，也算是见证了这
座城市脱胎换骨般的变化。细细
想来，不由得感慨万千。

1998 年 ，我 第 一 次 来 到 晋
江。那时候，我爸妈刚从漳平一
家煤矿下岗，身上的钱不多，就和
几个员工合租在莲屿街后巷里的
民 房 。 民 房 不 大 ，住 着 五 户 人
家。由于员工大多数都是来自福
建建瓯——我爸妈的老家，正所
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
们邻里感情非常深，吃饭的时候
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吃，上班也是
结伴同行。有时候，爸妈要在店
里处理事情，我一个人在家怕黑，
住在隔壁的姐姐都会陪着我，直
到我睡着或者我爸妈回来才离
开。那时候，虽说大伙条件都比
较艰苦，但大家守望相助，所以我
觉得我的童年已经够幸福了。

住在民房里，进出上班都要经
过一条长长窄窄的巷道。到了晚
上，整条巷子只有几盏白炽灯在
亮着。这条巷子像极了父母刚创
业的那段时光，“在狭窄的环境里
挣扎，在寸光的指引下前进”。所
以，我经常做梦，梦着搬家，梦想着
改变。我却没意识到，其实晋江更
想改变，而我所期盼的成长和成
熟，不过是一直追随着它变化的脚
步而已。

2003 年，我们终于搬出了巷

子，住进了青阳大厦，并在二楼租
下了一整层店面。青阳大厦，地处
青阳中心。据老爸说，这是晋江撤
县建市后盖起的第一座大厦。对
面就是我从小心心念念的莲屿街，
咸饭、牛肉羹、水丸、肉粽、面线糊、
沙嗲面什么的，一应俱全。

没几年工夫，福隆一期广场盖
起来了；周边的旧房子迎来了拆
迁；青阳大厦前的小花园也种上了
大榕树，换了一副新模样。我看着
宽阔的柏油路四通八达，周边超
市、银行、饭馆生意红火。当时无
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度像个

“小村儿”的青阳，俨然已经有现代
城市的雏形。

2007 年左右，老爸抓住了机
会，赚了钱并落户到晋江体育馆附
近的瑞景香榭花都。小区旁边有
一个热闹的小夜市，两边超市、饭
馆、商店应有尽有。每周五，我从
明江小学寄宿回家的时候，都会特

意叫司机师傅在这把我放下，然后
拿着每周剩下的零花钱进去消费
一番。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一家
叫“快乐基”的鸡饭，怎么吃都不会
腻。最后一次吃大概是 2010年的
时候，我还说：“下次再来，老板。”
可后来，那条街已经变成了宽阔的
大马路，路边原本小店林立的地方
也盖起了高楼，建起了如今的宝龙
城市广场。之后几年的周末里，我
们一家人逛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商
场，去餐饮街吃各种美食，过上了
有滋有味的小康生活。

人在晋江，我的每一次乔迁，都
感觉离市区越来越远。然而每次，
我在这些所谓的城乡缓冲区间，看
到的一些如城市“补丁”般的老旧
街景，没过几年就全被换了“新
装”，面貌焕然一新。

整座晋江城，许多我到过或
未到过的地方，都同样悄然经历
着城市化的巨变。无数旧房子变
成了高层楼房，无数窄小街道变
成了宽阔的商业街。老城区内，
五店市里的老房子老街道也早已
摆脱了纯粹居住的意义，成为晋
江最具有历史、商业和人文的标
志性建筑。

生活在晋江多年，无论先来
的、后来的，还是本地的、外地的，
都在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共同奋
斗、奔向未来！因为这方土地会
敞 开 博 大 的 胸 怀 接 纳 你 、拥 抱
你。晋江会为你展现人间的梦想
和烟火，晋江有你想要的情意和
幸福。

戚舟

在盛夏，我常会为一草一木所折腰，看看它们正
酝酿着怎样的生长，又预计在下个朝暮给人怎样的
惊喜。我也为一声鸟鸣、一滴雨落而侧耳，听听它们
是从哪个方向来，又能带来怎样的幽意。老实讲，夏
天总是火伞高张，可我总为它心潮澎湃——

你听我说，悠悠也幽幽，夏天美在独一份的
逸然。

许是太阳拉长了昼的足迹，让人忍不住追随着早
起的风，去寻细微里的清幽。因夏天太过炽热，所以

“细微里的清幽”才格外美好。譬如莲塘雨落、翠荷
滴清响，又如荫蔽一檐、与午风同眠，甚至是清晨不
绝于耳的鸟啼，也让人想象一番林深处的惬意。为
了避暑热，所以点点滴滴的幽凉尤为刻骨铭心。

少年时代其实有很多不快，唯有记忆深处的夏天
让我常觉快意。从清晨开始，少年就如鸟儿一般雀
跃，或许是期待着骤雨彩虹，也许是不急不躁的午觉
让人心安，或者是漫长的黄昏延长了快乐，也许是徐
徐等来一枚晚睡的月亮。有个词叫“盛夏光年”，长
夏如年，确是如此，像时间放慢了脚步，像草木被画
笔慢慢勾勒，少年人无端而起的情绪被一点点晕染，
所有感官被无限放大，于是故事被夏天一帧帧地记
录。那些夏日，每一天都明晃晃的，澄净的、细腻的、
浓郁的——不知谁在执笔，夏天的万物被写得如此
令人心动。

我爱极王安石的这句“绿阴幽草胜花时”。细
想，夏天在四时中不算出众，没有春花、秋叶、冬雪的
招牌，可就是这层青叠黛，甚至是一抹绿荫，便胜花
胜雪冠四时。夏天的绿有种极致的美、至乐的欢喜，
和无法言喻的心安。像孤迢迢行走世间，忽被夏天
披了一层绿，便静了心，稳住了步子，再昂首，没什么
可畏，向前去，再不会乱了阵脚。

夏天总有一阵一阵的骤雨，而后是一弯一弯的垂
虹。每看到这般景象，我总驻足，细细品味着骤雨彩
虹教给我的道理：不惧风浪，便能乘风破浪，更能御
风凌云。雨被夏天主宰，人生的风雨也该被我凌御，
这就是古人说的“逸兴”。

夏天美在独一份的逸然，并非无事寻幽，而是在
清幽中沉下所有躁意，再迈步，火辣辣的太阳挡不住
松惬的干劲。

李晋

我见过很多苦楝树，起初并不知道它的这个名字。
里人惯称它为哑巴果子树，说是吃了它黄色的果子，就会
成为哑巴，这应是谣传。我曾经捡拾地上的楝果，撕开
皮，用舌头舔了舔，未有失声现象。再说苦楝果挂满枝头
的时候，鸟雀慕而争啄，要是知道吃了变为哑鸟，这些生
灵怎么会光顾？

苦楝果不苦，有一点甜，气味和过期啤酒类似，不算好
闻。苦楝带给我的回味亦不算苦。幼时，我和玩伴用苦楝
果作为弹弓的子弹，打狗打鸡打兔子。相比自行车轴承里
的钢珠，苦楝果的威力要小些，但我见过玩伴用苦楝果“子
弹”打下了一只正在食苦楝果的麻雀，这只麻雀可能做梦都
没想到，被“口粮”害了性命。

苦楝树的果实是“长生果”，从夏天到初冬都有，一边挂
着，一边落着。夏天，青绿绿的苦楝果和黄澄澄的苦楝果同
挂在满是绿叶的树上，如微型的灯笼，像一枚枚铃铛。细细
地看，每个果子上都有一个个小细点，和初中女同学鼻头上
的雀斑相仿。在冷肃的季节里，苦楝果全变黄了，不再热闹
的枝头上，它变得显眼起来。

楝长在乡野，亦长在官署。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在江宁
织造府为官时，曾在院子里种楝树、筑楝亭。曹氏的兴衰被
楝树和楝亭默默打量——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
看他楼塌了。也就六十年的光景，一树荣华、一亭富贵就瞬
即消散了。这府中之楝是否为苦楝？没有明确记载。但我
坚信这是苦楝树，它让后人曹雪芹感到了痛心。在经历巨
大变故后，曹雪芹创作出了伟大作品《红楼梦》。他经历了
苦涩，却奉献了甘甜，如泰戈尔所言：“世间以痛吻我，我却
报之以歌。”

苦楝树在端午节前后开花。苦楝花生得相当散漫，细
细的花瓣、浅浅的紫色、淡淡的花香，有轻轻的脂粉气，总之
是轻笔简写，因简单，而精微，而得趣。画它比牡丹复杂，涉
及苦楝花题材的画家很少，或者说它淡泊得不想让画家染
指。我见过一张《楝花图》，是已故女画家谈月色所绘。画
面中一个枝头上冒出了两簇绿叶陪衬的楝花，色泽淡雅，似
有芬芳扑面而来。上有其夫君蔡哲夫题诗，诗中之句“风信
到楝花，依然发故林”，我一直记得。借助笔墨，楝花成了

“恋花”，艺术里常见妇唱夫随。
二十四番花信风，始梅花，终楝花。苦楝树开花之际，

宣告着一个春天的斑斓彻底褪去。但一切还会重来，就像
生命的河流，有潮起，有潮落，而底色，一直未曾改变。

胡美云

雨后初晴，看到窗外的天空一片柔和清明的样
子，我那连续多日被烈日炙烤得奄奄一息的烦躁心
情，瞬间变得明朗起来、轻快喜悦起来。兴冲冲下
楼，打开了紧闭的院子门。虽然正当盛夏，且是正
午，但因为才下过雨，这南方夏日正盛的阳光倒显出
些难得的娇羞来，院子里的空气都有了温柔的意味。

家里这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因为有一口井，井
中有鱼；有一口缸，缸中有荷；有几棵树，树上还有一
个新垒的鸟窝；加上还有一盆盆正郁郁葱葱着的小
绿植，小院倒显得格外热闹与生动起来。

没什么事的时候，我最喜欢在小院子里闲闲地消
耗着光阴。尤其喜欢那一缸荷，虽然只生了些小小
的荷叶，尚未见到半点荷花的影子，但对于自小在水
乡长大、见过故乡夏日荷塘盛事的我来说，这小小的
几片荷叶，倒也慰藉了许多乡思。

走近水缸，再凑近些看时，几日不见，缸里又多
冒出了几片小荷叶，细细的荷叶叶茎上不知什么时
候竟爬了几只小小的蜗牛。伸出小小触角的小蜗牛
看着无比的灵动，不过是几片小小的荷叶竟也能成
了它们的栖息地。阳光照进水缸里，与水融在一起，
添了许多柔和，小蜗牛们自由地活动着或者休息，浑
然不觉夏日的灼热。世界的热闹，空间的浩大，和它
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弯腰凝视间，我试图用一只小蜗牛的视角探视荷
叶外的世界。斜斜的阳光里，能看见一些尘埃的颗
粒发着光。逆着的光影里，它们的身影可以被放大
到许多倍，闪闪的、亮亮的。然后难免心生困惑：它
们这是要飘到何处呢？何处是停歇处，何处是安身
地？透过尘埃的世界，我仿佛又看见了儿时，在家里
旧旧的不甚明亮的堂屋正中间，屋顶那块长方形的
玻璃亮瓦。许多次，阳光透过屋顶的亮瓦，那些闪闪
发亮的晶莹尘粒，曾带给贫乏的童年里小小的我许
多奇妙的幻想，还有关于远方、关于未知世界里的许
多期待。

一如此时，楼房林立间，白云悠悠，天空澄澈、浩
渺无边。这样的视觉总是能令我衍生出许多如孩子
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那种与自然、与时空亲近的快
乐更是无以言说。

只是，稍后倒生起了另外的困惑：这些小小的蜗牛
从哪儿来的呢？对于院子里许多莫名其妙生长出的小
草、小树，我从来没有困惑于它们的来处，因为有风，因
为有鸟，因为大自然是那么的奇妙而又慷慨。

或许查查书或上网查查资料就能有想要的答案
了，但我倒宁愿保留那些猜测。那些随猜测顺应而
生的幻想，神奇而美好。

想起很久前与还是小小孩的小女儿聊起神话与
科学时，她用童稚的声音像个小大人般充满无赖地
总结着：“妈妈呀，你知道吗，科学其实是很残忍的
呢！虽然它说的都是真相。”

是的，科学的残忍在于它扼杀了我们许多美好的
想象。就像儿时，关于应夏而生的那些萤火虫，那些
美丽可爱带着些神秘的小精灵，它曾带给儿时的我
们多少绮丽的幻想啊。

小院里，斜斜的阳光已经由地面移到了水缸边的
墙面上，再被光洁的瓷砖面反射回来，竟然有些晃眼。
夏日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阳光又恢复了热烈，小院里
那片刻闲闲的神游倒更显得有趣又珍贵了。

情缘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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