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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长江

走进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乡街小巷，慕名来到福建历史上
最后一位状元吴鲁的府第，就像溯流在时光的波澜上。我探访寻
迹，只见在白石铺砌的巷路一侧，排列三座红砖瓦的五开张古大
厝。正中间一座匾题“状元第”三个潇洒大字，左右两座则悬挂“书
房”“学堂”的匾额，朱漆金字，墨香大气。

晋江夙以“人文渊薮”著称，历代不仅簪缨鹊起，被誉为“千人
进士县”，还有榜眼、探花的佼佼者胜出，更有十余位的状元独占鳌
头。这些山川毓秀的风流人物，就是“海滨邹鲁”的文化底蕴。而
吴鲁赶上末代王朝的承命会试，跃鲤化龙，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
的春闱，夺取恩科的大魁。

吴鲁高中状元后，初授翰林院修撰，再出任陕西乡试副考官，
又转为提督安徽学政，代办过江南乡试。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的庚子国变后，他赴任云南乡试的主考官，越明年出任云南学政，
即此在“风气尚未大开”的边陲，也不遗余力地播撒读书的种子。
当地老百姓感念德行，为其立有“德政碑”。他还被任命为吉林提
学使，在执掌地方文教事务的任上，带头捐俸助力教育的发展，深
受民众的爱戴。

然而，吴鲁所处的却是一个糜烂的朝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
与官场腐败，使他满怀的抱负难以施展，为此步履维艰。清王朝的
气数如此，纵使吴鲁毕生倾情于教育救国，呕心沥血，也显得力不
从心。这种困顿的境遇，对于个人而言，欲挽危局于山穷水尽，也
算是时运不济了。

走进府第内的《百哀诗》首刊百周年纪念厅，我被“留一部庚辛
信史”的联语所触动，遂想起那段吴鲁亲历的痛楚史事。清光绪二
十六年（1900），吴鲁在朝为官的日子，却遭遇“庚子之乱，联军东西
大小十一国，麾指京津”的特大事件。慈禧太后竟祭出义和团“刀
枪不入”的符箓，去迎战拥有先进热兵器的魔鬼，这种愚昧怎能抵
御洋人所恃的猖狂炮火？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形势危急，吴鲁悲愤
不已。他极力主张抵抗外夷的侵略，被推举担委为军务处总办，挺
身在这场动荡的漩涡中。如此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并不坐镇京都
以稳军心，而挟带光绪皇帝偕百官“西狩”而去，赫赫圣驾实际是逃
奔溜走了。

吴鲁作为主战派的中坚，不是忙着避难，而是坚持留守在军务
处。他目睹京师被大肆蹂躏，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在困居宣武门
外南柳巷晋江会馆的时候，仍然应对着各种突变的发生。他无法
实现“拔剑收取旧山河”的愿望，心有不甘又能如何？朝廷丧权辱
国的积弱之殇，化成诗家的忧患意识，其失意颓丧的心泪，滴落在
《百哀诗》的稿笺上。他遂以诗的形式记录时事，挥笔咏成一百多
首的诗篇，字里行间喷流出卧薪尝胆的心声，这就是对时人与后人
的惕然警醒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吴鲁获得朝廷诰授的资政大夫
衔。清廷赏给正二品的花翎顶戴，以表彰其报效国家社稷的功
绩，这在末代王朝中，对于一个把操守看得比生命重要的士大
夫，济世匡时于穷途末路，能够保得住忠义与晚节，也算是平生
幸事了……

我忆及吴鲁留给历史的事功，他承受过骚乱的痛苦，仍以振兴
文教为己任，并没有愧对自己的年代。他对走向崩溃的清王朝，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自己咏诗励志，其“哀”中有灵魂的坚韧，有
逆境的崛立，也有负重的奋发。我捧读着吴鲁的遗诗，感受他兴学
的正气、抗侮的骨气和图强的志气，对他身处浊世而砥砺前行的诗
路历程，就更加的心领神会了……

走出池店钱头村的吴鲁状元第，结束了此行匆促的探访，却也
是获益匪浅。我感觉引以为豪的是过去，勇于拼搏的是今朝，充满
自信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这片土地浸润吴鲁文化教育的活水，在
其勤奋好学、爱国爱乡、坚强不屈的优良品格影响下，晋江风骨必
然承先启后，在崭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晋江市蔡其矫诗歌研究会名誉主
席）

青山泉韵（国画）杨新榕

紫艺

爬山是一种修行。爬紫帽山应当如是。
紫帽山位于晋江市紫帽镇，与清源山、朋山、罗裳

山号称“泉州四大山”。百度百科词条上的介绍，让我
对这座山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

一直以来，紫帽山因其风光旖旎、独具特色，备受
历代文人骚客盛赞。“清源水接南溟阔，紫帽山齐泰岳
乔。”南宋王十朋与紫帽山有缘相遇，便心生相惜之情，
更是不吝赞美之词。“紫帽之峰兮高且巍，白云一片兮
空依依。”丘葵以一首《怀古愚兄》，对紫帽山的雄伟之
势纵情放歌。

关于紫帽山的诗词还有很多，但文字的意蕴仅靠
思考的揣摩、心灵的玩味显然远远不够，没有亲身体验
一把岂不可惜？而这正是吸引我前行攀爬的一大原
因。其实，对于在办公室久坐的人来说，适当的运动是
必须的，爬山无疑是一个可获高分的重要选项。

我喜欢爬山，爬过了清源山，也爬过泉州城郊的桃
花山，更爬过了远在德化的石牛山。每一次的登高望
远，都是对自我的一次审视。在大自然面前，可以放下
所有的纷扰与不安，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累
并快乐着，做一场爬山式的修行也便永无止境了。

虽然距离紫帽山不算远，但真正贴近的机会并不
算多。对紫帽山的理解，更多的还是来自微信朋友圈，
诸多好友闲暇之时留下的影像，更进一步触动了我前
行的决心。

周末天空阴郁，不敢贪早，上午九点多才从家里
出发，到紫帽山脚下已是十点有余。不承想，正要开
始攀爬登山，太阳就跟上了脚步。我们选择的是近
期网上多有晾晒传播的一条步道，从露营基地进入，
沿路溪水潺潺，好不惬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一家
子择一阴凉地，支起帐篷露营；有的展开一张餐布，
直接席地而坐，满是轻松闲适之态；有的带着小孩子
挽着裤脚下水去，试图捕捞小鱼小虾。在进入初冬
的时节里，南方还有强劲的暖意，着实需要一股透心
的冰凉来刺激一下。看着有点险峻的山峰，因为错
落有致的栈道，让前行的道路平缓了许多，拾级而
上，很快就汗水直淌。滴下的汗水，踩下的足迹，不
正是这时代的印记吗！

看着路牌，山上有金粟洞、古玄寺、古元室、妙峰院
等唐宋明清历代名人的读书修炼之处，也有保福寺、安
福寺、普照寺、五塔岩等留有历代先贤的佛雕、摩崖石
刻等印迹，已很难在短时间内逐一驻足、深探其中。借
助手机搜索，作一番云游之旅，精神生活一下子觉得充
实许多。

阳光照耀之下，紫云覆顶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相遇，就权且留下一点点遗憾吧！其实，人生的一些遗
憾，无非是为了今后那弥补的美好，错过也是一种缘
分，就像我们这一次的攀爬，虽然前行的路程不算长，
但沿路的青翠、清澈与清幽已经了然于心，对下一次便
有了更多的憧憬与期待。

紫帽凌霄，钟灵毓秀。人生中，还有很多的山峰可
以试着去爬行，还有很多的高处值得仰望，美好的不只
是沿途的风景，也是沉浸的修行。

吕少京

紫帽山，这颗镶嵌在晋江大地上的翠绿瑰宝，自古
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圣地。它虽不以巍峨挺
拔的姿态傲视群峰，却以灵秀温婉之姿，在世人面前缓
缓展开，热情诉说着跨越千年的传奇与佳话。

紫帽山，因山顶常有紫气东来，云雾缭绕，其形
宛若一顶尊贵的帽盖，故而得名。这座山峰自古以
来便笼罩着一层神秘而幽邃的面纱，热情地吸引着
无数探寻的目光。步入山中，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长
廊，每一步都踏在了历史的脉络之上，感受着岁月的
沉淀与厚重。

古木参天，枝叶繁茂，翠竹随风轻摇，发出沙沙的
声响，宛如天籁之音。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树叶的清
新芬芳，令人心旷神怡，仿佛所有的尘世烦恼都随着这
轻柔的清风飘散而去，只留下一颗宁静而纯净的心。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径拾级而上，两旁是错落有致
的岩石与潺潺流淌的溪流。水声潺潺，与鸟鸣交织成
一曲悠扬动听的自然乐章，让人沉醉其中，尽情领略大
自然的魅力。

行至半山腰，一座古朴典雅的寺庙——金粟洞映
入眼帘。它静静地伫立在山林之间，有一份超凡脱俗
的宁静与庄严。

继续攀登，直至山顶，眼前豁然开朗。极目远眺，
群山连绵不绝，云雾缭绕其间，晋江平原宛如一幅巨大
的画卷铺展在脚下。城市与乡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
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此刻，心胸豁然开
朗，仿佛能包容世间万物，所有的艰辛与汗水，在此刻
都得到了最好的慰藉与回报。

紫帽山不仅自然风光秀丽旖旎，还蕴藏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山中石刻遍布，题字斑驳陆离，记录着历代
文人墨客的足迹与情怀。传说中的“紫帽十八景”，每
一处都蕴藏着动人的故事与传说，让人在欣赏美景的
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文化韵味。

紫帽山以其独特的魅力，热情地吸引着无数游客
前来探寻。在这里，你不仅能领略到自然风光的无限
美好，更能深切感受到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的
厚重，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在庄重而深邃的氛围中，我们能体会到那份跨越
时空界限的文化底蕴与独特魅力。时光荏苒，紫帽山
犹如一位历经沧桑、智慧深邃的老者，默默地见证着晋
江这片热土的巨变与繁荣，用它那沉静而庄严的姿态，
守护着这片土地。

当夕阳缓缓西沉，绚烂的晚霞如同织锦般铺展
在山巅，紫帽山更添了几分神秘与深邃。它仿佛在
低语，热情地讲述着那些未竟的传奇，激发着人们
无尽的遐想与向往。在这座山的温柔怀抱中，时光
似乎放慢了脚步，静静地等待着那些懂得欣赏与探
索的心灵。

在这里，每一缕清风、每一片绿叶都似乎在轻轻地
拂去心灵的尘埃，引领着人们沉醉于这份超凡脱俗的
宁静与绝美之中，热情而纯净。

紫帽山不仅是一座雄伟的山岳，更是晋江人民的
精神象征，是自然美景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的瑰宝。
它成为每位旅行者内心深处那片永恒的诗意家园，成
为一个让灵魂得以栖息与净化的理想之境。

在人生的漫漫长旅中，我们都曾有过“看山是
山”的懵懂阶段。那是初见世界时的纯粹，山峦在
眼中只是简单的隆起，是大地之上突兀的存在，有
着或青或褐的色彩，以及或雄伟或秀丽的轮廓。
我们以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去定义山，它们是远方
的地标，是孩童眼中攀爬冒险的乐园，是画家笔下
勾勒的线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当我们经历
了风雨的洗礼，心灵开始沉淀，便会进入“看山不
是山”的奇妙境界。此时的山，不再是那简单的地
理实体，而是岁月留下的史书，每一道褶皱，都藏
着往昔的故事和所经历的人生。

如果你站在山顶，你不会觉得这座山峰巍峨
雄壮，你正将它踩在脚下，将它征服，此时的山，也
正在默默向你展示它的平凡。目之所及的其他山
峰，看上去似乎更巍峨壮观，你反而会觉得自己脚
下的山峰平平无奇。但当你处在山脚之下，抬头
仰望这座山峰，你却常常会感叹其高耸入云，它似
乎高不可攀。而此时，你所面对的那座山峰，正在
以自己最强有力的姿态展示出它的庄严肃穆。这
一座座山峰正在悄然无声地向你披露着：有人正

登上最高处。而你渴望做的，是
像他们一样登上山巅，一览众山
小；或者永远留在谷底，去静静地
欣赏这座山峰的庄严和肃穆。在
你眼里，没有一座山是不伟大的。

你看那山，在晨曦微露之时，
它像是一位沉睡中被唤醒的巨
人，那缭绕在山间的晨雾，宛如仙
女舞动的轻纱，缥缈虚幻，让山的
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这时的山，
是梦幻之境的守护者，它承载着
晨曦的希望，孕育着万物复苏的
坚实力量。当烈日高悬，山又有
了另一番模样，它像是一座坚韧
的堡垒，对抗着炎炎烈日的炙烤，
山岩在强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光
泽，那些裸露的石块，如同岁月雕
刻的奖章，见证了无数次风雨雷
电的侵袭。此时的山，是力量与
坚韧的象征，它用自己的身躯为
脚下的生灵遮风挡雨，是大地上
永恒的依靠。在黄昏，夕阳将天
空染成一片绚烂的火海，那不断
交织的色彩在山间流淌、蔓延，让

山变得如梦如幻。山谷中的溪流在落日的余晖下
波光粼粼，像是一条蜿蜒的彩带，穿梭于山林之
间。这时的山，是艺术的杰作，是大自然这位伟大
画家最得意的作品，它融合了色彩的激情与光影
的变幻，让观者沉醉其中。到了静谧的夜晚，山峦
在夜色之中沉默不语，又似乎蕴含着无尽的神
秘。月光洒在山间，像是为它披上了一层银色的
披风，繁星在天幕上闪烁，如同镶嵌在黑色绸缎上
的宝石，山在这浩瀚星空下显得更加深邃。夜幕
下的山林，偶尔传来的夜枭叫声，为这寂静的夜晚
增添了几分隐秘。此时的山，是宇宙奥秘的一部
分，它连接着天地，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最深处
的无限遐想。

“看山不是山”，是我们心灵对世界感知的升
华。山，已成为我们内心深处情感、思想和精神的
寄托。它是时光的容器，是生命的舞台，是自然与
人类灵魂交织的乐章。每一次对山的重新审视，
都是一次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刻领悟，让我们在这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宁静
与智慧。

蔡冬菊

对旗袍，总有着一种莫名的情愫，感
觉自己与它有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
感觉，是在当年结婚拍婚纱照时得出的
结论。在这之前，我总以为像自己这种
人高马大的女子，是不适合穿旗袍的。

直到照片洗出来后，当我看到照片
上那位身穿一袭红色旗袍、手执一把油
纸伞巧笑嫣然的女子后，硬是愣了好久
才反应过来：原来那位美得像画中走出
来的女子竟然是化妆后的自己。从那以
后，旗袍就在我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只
是，却很难找到穿旗袍的机会了。

后来有一次在参加镇里举行的歌唱
比赛时，我犹豫了很久很久，终于鼓起勇
气，为自己挑选了一件粉色的改良式旗
袍。穿上它，再化个淡妆，我便自信满满
地上台唱了一首江珊的《梦里水乡》。可
惜的是，落选了。虽然没能进入决赛，但
是这次的参赛经验对我来说是一次极为
难得的上台机会，而且我圆了自己的梦
想，再一次穿上美美的旗袍。因此，我并
没有为比赛失利而伤心失望，反而在比
赛结束后，兴致勃勃地拉着儿子，叫他帮
我多拍几张照片留念。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想来，
对旗袍的喜爱似乎是天生的，没有理由
的。在那以后，我又远离了旗袍。

儿子中考时，我没有机会去考场为
他加油，也没有机会穿上旗袍为他喝
彩。直到他高考时，我突然心血来潮，想
到要为自己再圆一次梦想。那几天，刚
好同事的女儿也在高考，我们俩便兴奋
地连续穿了三天的旗袍。红、黄、绿都穿
上了，一天一套。其实，我根本没到儿子
学校去加油。儿子说不需要，我也就没
有特意请假去学校了。说来说去，穿这
旗袍只是为了取悦自己，并不是为了应
景。

就这样，一来二去，买的旗袍渐渐多
了，款式也多样了，一年四季都安排上
了。每当有重要场合时，我都会穿着它，
踩着自认为优雅的脚步，婀娜多姿地出
现在众人面前。穿上旗袍的那一刻，我
是极度自豪的。透过同事羡慕的眼光，
我知道，她们很想像我一样，随心所欲地
穿着旗袍，让自己成为人群中那颗耀眼
的明珠。可惜，她们就是不敢，跨不出自
己心里的那道槛。

其实，女为悦己容，我觉得把自己打
扮得美美的，并不只是为了取悦知己，更
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如果自己都不爱惜
自己，就更谈不上爱惜别人了。既然如
此，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跟着心的声
音走，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旗袍就穿旗
袍吧！

做一个优雅的女人，从穿旗袍开始！

翁郑榕

一纸调令，我马上要去省外工作。
离别的前夜，家中弥漫着“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的哀愁，

一家人的沉默，如同天边低垂的阴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抵达机
场的路上，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舍，却又
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母亲执意要帮我拎起那沉重的行李箱，她的背影在夕阳下拉
长，佝偻得如同岁月刻下的问号；眼角的泪花，在枯井般的眼眶里
闪烁。幸而妻子及时上前，温柔地为她拭去泪水。我试图以一支
烟来掩饰内心的波澜，手指不自觉地摸索。这时，父亲默默递来了
他的烟，仿佛进行了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
到，父亲真的老了，而我，已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

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我还能陪伴他们多久？网上流传着这
样一个计算公式：在外打工的游子，一年中只有放长假的那几天，
才能回到家乡陪伴父母。假设父母现在60岁，按照平均寿命80岁
来计算，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不超过 1540个小时。1540小时看
似很多，换算下来不过短短 64天。父母年事已高，而我却因工作
远赴他乡，一年到头，能陪伴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每当夜深人
静，这种无力感和愧疚感便如潮水般涌来，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
我任由它们打湿衣襟，却无力擦拭。

人类的一切感情中，最难割舍的是父母亲情；人类的一切义务
中，最应承担的是赡养父母的责任。百善孝为先。这个“孝”字都
耳熟能详，是老字去掉下半部分，换成“子”，寓意是父母老了的时
候，是孩子背着老人。

现如今，我在外打拼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外打工的日子里，
我时常怀念家的温暖。每当有空闲，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因
为对于父母而言，我的归来就是他们最盛大的节日。记得有一次，
我提前下班，带着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回到了家。那晚，我陪父亲
下起了久违的象棋，他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仿佛回到了年轻
时的模样。而母亲，则在一旁忙碌着，为我们准备着一桌丰盛的晚
餐。餐桌上，我们谈笑风生，分享着彼此的生活点滴，那一刻，家的
温馨和幸福，让我忘却了所有的疲惫和烦恼。

晚上，我陪父母一起看电视。他们坐在沙发上，我则依偎在他
们身旁，就像小时候那样，享受着他们臂弯里的温暖和庇护。我轻
轻地为母亲按摩着肩膀，她的皮肤虽已不再紧致，但那份母爱的温
暖，却从未改变。我们聊着过去、谈着未来，每一个话题都充满了
温情和希望。

然而，每次离别总是来得那么快。看着父母渐渐老去的背影，
我的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无奈。但我知道，我必须为了这个家，为了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所以，每一次离别，我都会暗暗发
誓，下一次归来，一定要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陪伴。

多陪陪家人吧！因为每一次相聚，都是那么珍贵。在他们眼
角的喜悦泪花里，你会看到整个春天的模样，那是家的温暖，是爱
的力量。

晋江风骨状元魂

我还能陪你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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