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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莱笙

我藏有一册《历代状元文章汇编》，时不时总爱翻一翻。
此书收录中国科举历史 1300多年间从唐代到清朝的状元文
章，内中亦收录了吴鲁状元及第的答卷。我是带着“这位福建
最后一位科举状元是以怎样的才学摘取状元桂冠”的好奇来
阅读这份试卷的。状元殿试体例大多是皇帝就治国思考的焦
点问题提出策问，再由应试者逐一答出对策。光绪帝就自己
登基十六载的临政实践提出四个问题。吴鲁相应回答四个见
解，大体是相为表里的帝王心法治法、所宜究心的东三省国家
根本重地、以养万民的茶税之征、边防为重的海疆问题等，果
然精彩，既博学又深刻。泉州是茶乡，是“海丝”起点，作为泉
州晋江人，吴鲁谈茶税和海防的精辟论述似乎比较顺理成
章。而他对帝王之道和东三省的独到认识，却更加令人钦佩，
有如诸葛亮不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优秀才俊总能在偏安一
隅中胸怀世界。可以说，吴鲁品牌的创立首先来自他的才学，
一答而立品牌。我还注意到，吴鲁谨慎严密的应答，始终渗透
着“求其保民之本务”的要义，字里行间流泻着昂扬作为精神，
俨然一股以人为本治天下的梭哈气势。直至多年后，时值吴
鲁180虚岁诞辰，我来到吴鲁故里晋江池店采风，才领悟到他
从状元及第就喷发出来的这种志向梭哈，贯穿了一生，主导了
吴鲁品牌风貌。

吴鲁特立独行，一辈子都很梭哈。无论是被授予翰林院
修撰，还是三任学政、三任主考，“六掌文衡”兴学育才，抑或当
军务处总办，他都竭尽全力求作为，无惧坎坷求奉献。这种不
遗余力的人生态度和求索精神，是中国儒学文化母体的精
髓。闽南人的传统主流秉性，构成了吴鲁品牌内核。

卓越的人物品牌总蕴含着不凡的终身人设。吴鲁的人设
有很多故事，他生活于清末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那种动
荡的历史背景注定了他的故事离不开个人志向追求与社会悲
剧的矛盾冲突。状元殿试的头牌之争，主考遭遇的乱象，学政
期间的教育改革，御敌策略遭受搁置，战乱之中受困京都晋江
会馆，绝望之下的弃官还乡……那些故事饱含挫折，更充满了
克服挫折的精神和毅力，令人心疼吴鲁更崇敬吴鲁。这样的
终身人设，跌宕起伏且意味深长，使吴鲁品牌鲜活、生动而独
具魅力、光耀后世。

如今，晋江市池店镇位居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镇第 50
位。采风中，年轻的镇长告诉我们，池店核心竞争力有“四
脉”：商脉、侨脉、水脉、文脉。吴鲁品牌应当就是池店文脉的
最大优势了。

如果说，“福建最后一位科举状元”的称号是不可复制的，
那是殿试一举成名的殊胜。那么，吴鲁品牌蕴含的核心元素
却是可以效仿、能够传承应用的。

吴鲁品牌自带溢价，更是拉动了池店镇的区域溢价。溢
价是品牌影响力的体现，人物品牌溢价绝不是价格现象，而是
价值超越了人物自身范畴，具有感化和造就他人的能量。吴
鲁是患有“灵魂洁癖”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这种高贵的洁癖
促使他告别昔年仕途重归故土，一纸辞呈洋溢气节，人物品牌
随之而立，价值取向不言而喻，四方景仰纷至沓来。当下，吴
鲁品牌的价值复活在民族复兴的诉求中，效应不断增强。我
发现，在钱头，在池店，在晋江，在泉州，在福建，人们关注吴
鲁，愿意“被吴鲁”，大多是关注吴鲁可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
人，被吴鲁的精神引领去成就什么。这样的愿景，是吴鲁品牌
的灵魂光芒。

吴鲁品牌自带流量，造就了裂变发展的财富格局。吴鲁
品牌吸引眼球，吸引的不仅仅是当地的热望，更是顺延晋江池
店侨脉扩散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又一个吴鲁精神引爆点，在
许多社群产生互动。纵然，人们钟情于吴鲁的《百哀诗》和书
法作品，但是，更愿意从他的诗歌文学中感悟现实主义精神和
书法艺术透出的浑厚正气，从他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成长与发
展的养分。财富是思想与物质高度融合的创造物，没有文化
灵魂的金钱不是财富，没有物质基础的思想也不是财富，吴鲁
品牌的流量就在文化与经济之间裂变穿梭，引领高质量发
展。我看见参加首届吴鲁文化季启动仪式的许多人，当地的、
海外的，一个个眼里都闪着亮光，那种精气神折射着当地鼓鼓
的发展后劲。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
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尹继雄

仿佛你的诗文如门前梧桐
随细雨点点滴滴，渗入
绵延的根系
又在海边诉说满腔潮汐
仿佛你的情怀如村头古榕
在时光里垂下越抱越紧的褐根
扎下海浪一样奔腾的波光
潜入了这群少年的梦乡
这一拜，连接起时空的百年交错
磨亮的箭在抱紧的掌中发芽
鞠躬的腰杆变为一张
蓄势待发的良弓

紫艺

双眼总是噙满热泪
在你面前，虔诚地朝圣
也期待对话，尽管缄默
心灵以跳动方式在沟通
穿透尘世浮华，回溯历史
翻开当年明月
以皎洁褪去旧朝百哀
于你，桂冠绝非空壳，或摆设
每一句谆谆教诲
种在发黄的书籍
黑土地上，文字是成长的力量
反复咀嚼，便是心中的月光
辉映着洗尽铅华的崭新时代
让使命荣光都幻化为命运荣耀

许建军

摘下顶戴花翎
炯炯眼神投射正直
岳飞砚研磨正气
状元笔端庄书写传奇
书香足以传续
墨宝已然流芳万古
崇敬穿越晚清
彼时最后一个状元
是今朝状元第标杆
在钱头拜谒
承继忧国爱民
握紧刚直“吴体”笔锋
续写春秋

林美聪

我很清楚，眼前这条
高低不平的石板路
是无法铺平他的志向
那么多动荡不安的岁月
也从未动摇过他的决心

从任职京官仍然追逐科举荣光
到46岁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从为官四十年四次出任学政
以兴学育才为己任
改革学制，推行新学

又从目睹清朝衰败，外敌入侵
到满腔悲愤书写《百哀思》156首
他这一生的青春与热血、抱负与哀愁
全部毫无保留地铺就在这条
爱国报国之路

此刻，站在状元第中
我无比确定每一次向状元叩拜
都是与这段历史的靠近

吴晓川

当许许多多的文字纷纷坠落
一张光绪帝钦点的状元卷
成了闽越进士举子的绝唱
从此高悬的明镜下忧国、疏政、裁学
你一生都在贴近残缺淋漓的大地
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变乱
每一次贴近缩短了昙花与历史的距离
一根坚硬的羊毫伸入岳飞砚、伸入苍茫暮色
喷薄的血管与酣畅的墨痕气吞山河
左侧是满怀悲秋的《百哀诗》
右侧是怒发冲冠的“正气砚”
你要把少年的头一夜一夜唱白
你要把野火中的枯草一棵一棵催绿

作为吴氏的后裔必须与你的盛名相适
让我们秉承你的血性、勇气和良知
押紧你与大海交响成的韵律
让生命在笔锋上花开血红
无论钱头村故居的苍穹如何寂寥与荒凉
埋你的山峦终将起伏脊梁和思想
在顶礼膜拜者的前面
你依然昂起头固守着家园升起的太阳
在书者龙飞凤舞的笔端
注入你一波三折的诗章沐浴群生
在有形和无形之间
你宁愿把热血化作扬清激浊的光芒

当爱与恨无法割舍，在四季里纠缠轮回
只有你知道，我希望的不过是一场哀悼
这会儿我仿佛看见了你的目光，像冻结的雨

张冬青

儿时在老家闽北乡间，裹着小脚的外婆闲常时总会吟唱
那首朗朗上口的童谣：“三包糕哪四包糖，送涯个囝囝归学堂；
囝囝读了七年书，考了个文武状元郎。”在我的少小懵懂梦幻
里，状元这东西混混沌沌无以名状，那玩意似乎是盏高挂于悬
崖绝顶金黄流蜜的蜂巢，其中的蜂王指挥千军万马威风八
面。稍长才觉得里头或许该有男儿引以为傲的花翎顶戴、东
床驸马衣锦还乡啥的，依稀感觉也有长辈光宗耀祖的殷殷期
许，总之与悬梁刺股读书赶考金榜题名等有关。这个秋阳朗
照的晴暖上午，我受邀参加首届吴鲁文化季启动仪式采风活
动，方才了解到福建省最后一名科举状元吴鲁，竟然就在闽南
晋江钱头村产生，自觉孤陋寡闻，慨叹不已。

眼前临街的三座连排古厝坐东北朝西南，典型的闽南古
建筑，砖木结构，红砖外墙，白硬墙裙，门楣上方悬挂的一方橙
黄金匾“状元第”格外显眼。进门可见石板条的长方形天井，
房屋地面则铺砌赭红的方块地砖，一些廊柱、窗棂雕饰看上去
朴素雅致。厅堂上下、左右回廊厢房随处可见吴鲁的书法作
品及陈列的先生生平事迹图片文字等，随着一旁晋江市文联
黄华东主席的讲述，一位末代科举状元的文人气派、卓然风骨
在我眼前次第打开。吴鲁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以殿试第一
名状元及第，其年46岁，授翰林院修撰。其后历任陕西典试，
安徽、云南督学，吉林提学使等。吴鲁毕生以振兴文教为己
任，把兴学育才当成施政的第一要务，因兴学育才成效卓著而
诰封资政大夫。吴鲁尤喜书写大字，开创“吴书”流派，坊间有

“吴鲁好大字”之说。最让我唏嘘感叹的是，据说当年吴鲁的
书法造诣已达到“名噪都下”的程度，甚至出现赶考举子们争
相模仿吴鲁书法。吴鲁并没有因此趁势圈粉，将自个独创的

“吴书”扬名立万，强化品牌效应图个名利双收，而是从此改变
其书法风格，再求新的突破。

就在码字此文结尾稍歇的当口，随手翻看视频，就见到我
所敬重并常在《百家讲坛》现身的著名文化学者鲍鹏山先生正
在某地签名售书。他应读者要求在扉页写了“知识改变命运”
之后，略一思索，又补写下“良知才是方向”。就想，朋友们如
果走访晋江，你到访灵源山、草庵、五店市传统街区等之后，一
定让导航一路向北，来钱头村拜谒吴鲁故居，观摩一番新辟不
久的吴鲁世家博物馆，你就觅得良知的方向，觉得不虚此行，
你的为人处世、进取拼搏就更加如沐春风、胸有成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原秘书长、
二级文学创作）

严峥

立冬了，萧瑟之感迎面扑来，
眼前的这盆美人蕉也日渐瘦弱憔
悴，让我心里不禁有些感伤。

出于对“雨打芭蕉”意境的钟
爱，我从朋友的庭院移栽了一株约
20厘米高的“幼年”美人蕉，种在花
盆里，置于靠北边窗户的窗台上。
一心想着，美人蕉的叶片较为小
巧，应该比较适合养在花盆中，不
似芭蕉叶片硕大需种植在庭院里，
聊胜于无，多少可以满足自己心中
的需求。

家里北边窗台缺少光照，我又
疏于浇水，不曾想，这盆看上去并
不强壮的美人蕉靠顽强的生命力，
坚韧缓慢地向上生长。起初只有
不起眼的几片叶子，很快就长得郁
郁葱葱。我每天进进出出的，都能
看到她恣意伸展的绿。

“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舒
一叶生。”最妙的是落雨的夜里，雨
滴敲打在叶片上，脆响如铃，宛若
天籁。雨停后，那长长的绿色叶片
垂挂着晶莹的水滴，如纯情少女脖
颈上的小米珍珠项链，玲珑剔透。
让人能在繁华褪尽后的萧索里，坦
然面对枯荣，心中多了几分豁达。
一晃两年过去了，美人蕉从一株小
苗慢慢地长高，而后分了几株。她
一直没有开花，我也不着急，就当
她是绿植，看着青青翠翠、线条柔
美的叶片也挺养眼的。

一天清晨，我为花卉浇水时欣
喜地发现，种植了三年多的美人蕉
长了几个星星点点的花苞。此时
的美人蕉“风华正茂”，身材婀娜，
正好印证了那句“美人在骨不在
皮”的古话。她亭亭玉立，散发着
丰沛的生命力。我满怀期待地为
她浇灌，满怀喜悦地等待她的盛
开。美人蕉终于开花了，明亮亮的
黄夹杂着几缕鲜红，娇艳的花朵呈
喇叭状整齐地朝向蓝天怒放，像极
了高贵优雅的高脚杯。

由于美人蕉会一直分株，经过
几年的生长，花盆已被挤得满满当
当的。初秋时，美人蕉拼尽全力又
盛开了一朵，而后就迅速地变得

“老态龙钟”了。她显得凌乱不堪，
终究是敌不过岁月的摧残。上个
月，我着急地网购了花肥，按照说
明书上说十五天才能再施肥的速
度连续施肥二次，还是无力将她挽
救。她一天一天地黄了、瘦了，她
老了……我不禁唏嘘不已。

经问“度娘”，才知美人蕉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是亚热带和热带常
见的观花植物，因其叶似芭蕉而花
色艳丽，故名美人蕉。她不仅喜阳
还喜湿，我将她“安置”在这窗台，缺
少阳光照射，只是吸收了高墙的反
射光，但她一点也不气馁，默默地储
存能量，坚强地等待可以怒放的那
一天。就如美人蕉的花语：对美好
未来的期待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此刻，我面对这株衰败的美人
蕉，不禁有些感伤。只好安慰自己
说，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花开花
谢，人来人往。感伤过后又有些释
然，因为我永远记得她青春可人的
模样。

那天，按惯例去随机听课。恰巧，一年级某班的一体机损坏送修
了。上第一节课的小L老师，虽然没有现代教育技术的加持，但她准备
充分，利用漂亮的板书和巧妙的引导，课堂氛围依然热烈，小朋友参与学
习的热情高涨，学习效果显而易见。而上第二节课的小D，相比之下，整
个课堂师生的表现，与第一节课的效果相差甚远。课后的交流中，小D
直接说：“我习惯了多媒体，没有了多媒体，我都不懂上课了！”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曾经的黑板。我一直记得初中教历史的周老
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第一次上课时，他一手雄劲洒脱、酣畅浑厚的粉
笔字再加上风趣幽默的语言，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在师范学习的
三年里，我严格按学校的要求，每天都练习“三笔一画”（毛笔字、钢笔字、
粉笔字和简笔画），甚至午间不休，专心练习。1993年刚参加工作那阵
子，学校能有一台幻灯机，加幻灯片，已经是高配了。幻灯片有时要自己
做，因为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是要镜像的，对制作者是个挑战。随着
教育科技的进步，后来发展为投影机加布幕，再后来就是一体机，且屏幕
从60寸一直提升到86寸，还有更
先进的智慧黑板等产品出现。

不可否认，现代教育技术在教
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声、光、电
营造的情境，远比口头表述更直
观。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现代教育技术给师生教学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师生的
教与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现代教育技术是辅助提高
教学效果的工具，而不是目标。
许多时候，我们把工具与目标倒
置了，就像《一代宗师》里一句经典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
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为了改变伙伴们的观念，我们学校倡导“以字立人，重返黑板”。
在学校推动多年，坚持开展“粉笔字每周一诗”活动，每年段每周一首，
该年段的教师都要写，且会背诵会默写；还开展“三笔一画”师生赛事
等。特别是今年8月的期初校本培训上，特地邀请了外校一名没有“名
师”荣誉等身的老师到校，为伙伴们开设专题讲座，给年轻的团队伙伴
树榜样。这是一名工作30多年、再过几年要退休的女教师，让人惊叹
的是，她在黑板上展示出的简笔画，行云流水、栩栩如生；而粉笔字，更
是铁画银钩、刚劲有力，跟字帖上的一模一样。加上她婉约的引导，每
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离开的勤奋认真等，怪不得她所带的班级，始终
是该年段的“王牌班级”。

期待着老师们，减少对现代教育技术的依赖，重返黑板，以文弘
道，以文化人，于现代化声、光、电的喧嚣中，坚守本心，用手中的粉笔
和简笔画，加上精妙的点拨，吸引孩子们清澈的眼神，让每节课成为深
刻的知识之旅、思考之旅、书写之旅、合作之旅……

（作者系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长）

苏水梅

我总是隔着屏幕欣赏小魏院子里那些琳琅满目而且长势喜人的
各种植物。

认识小魏已数年有余，她和我的一位同学一样，生活在离我几十
公里外的闽南一个县城。当年小魏的儿子才上小学，在我同学任教的
班上。小魏和其他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细节，感动了我的同
学，也感动了我。待把所闻所感付诸笔端后，我和小魏成了微信好友，
也就常常能在朋友圈看见她的院子。

这个院子里有树、有花、有草，有各种卡通小饰品，四季花常开，园内
景致让人赏心悦目。小魏的儿子洛洛也常常出镜，从当年的小学生长成
了初中生。许多细节发生着变化，不变的是洛洛捧书阅读的样子。

小魏最近这次分享的画面里：昙花葳葳蕤蕤，植株估摸着有一米
多高，开出几十朵白色的花向四面八方各自舒展，绿色的叶子与花朵
铺陈出一份难以言说的惬意和喜气，小魏称之为“昙花仙女”；一株柠
檬树上结出金黄的柠檬果，小魏的图片里拍出三个果型姣好、果皮毫
无瑕疵的金果子，让人见了口齿生津；几棵高一点的树长得枝叶茂盛，
树下是一盆盆开得热闹的花，红色的灯笼挂在茶几不远处。院子被小
魏布置得很有生活气息，小烤炉上是一罐奶茶，夜幕降临后的图片里
有暖暖的台灯、爱心型的带灯，小黑板上写着“周来有四，倍快乐，花
儿、风儿、烤奶和你”，字是可爱体，下面依旧标着日期。

“点滴碎片都是生活的礼物，院子里的昙花和让甜具象化的你，阳
光与微风开袋即食，还有，周末留在花园里的温馨笑语……”看完小魏
的文案后，我忍不住拨打了她的音频通话。电话那头小魏的声音里依
然是满满的幸福感。她告诉我，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里，把生活调
成喜欢的频道，陪着洛洛一起看书、赏花，心里自然是喜悦和满足的。

唐代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之《自然》中写过“如逢花开”的
感触，小魏将之引申为：“我们应该像鲜花盛开这般，从容自在地面对
生命中的每一个崭新的时刻，将每一次花开、每一次草绿，转化成我们
内在的生机。”平日工作十分忙碌的小魏是很舍得花时间的，她忙里偷
闲在院子里铺陈出的是爱——爱儿子、爱生活，也爱自己。和小魏结
束通话前，我又一次说找个时间一定去实地看看那个丰饶、幸福的小
院子，近距离感受一下那种闲适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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