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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安

闽南语系习惯将上过学的人统称为
“读书人”，以区别于没有上过私塾、上过
学堂，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百姓。

出自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状元吴
鲁，有着“福建最后一位状元”的美誉，是
读书人的骄傲。

走进吴鲁书房，感触良多。“领袖名经
千家佛，填膺忧愤百哀诗！”1900年，吴鲁在
京目睹“庚子事变”之种种惨状，忧愤而写
《百哀诗》。愤怒出诗人，清高见本真！有
家国情怀的读书人，特别值得后人尊敬。

善哉吴鲁！书法大家吴鲁！诗人吴
鲁！读书人吴鲁！寒窗苦读，皓首穷经，
浩然正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六掌文衡吴鲁！

吴鲁一生，一直以振兴文教、兴学育
才为己任，忧国忧民忧天下。他高中状元
后的 20年间，担任了三任学政和三任主
考，历任陕西典试（主考）、安徽云南督学、
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等职务，所以有“六
掌文衡”之誉。他倡办《吉林教育官报》，
大力提倡教学研究与学术讨论并行，这在
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创举。他上《请裁学政
疏》，在废科举、兴学堂新风兴起之后，许
多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吴鲁认为对这些留
学东洋的莘莘学子，要加以重用。他建议

“当轴者破格用之，或量其才而授之以事，
或分发各省学堂以为人师，或入官诏糈出
其所学以襄理新政”。吴鲁因兴学育才卓
著成效，而被诰封为资政大夫。

吴鲁工小楷，尤擅行楷，形成严肃稳
重的独特书法风格，在当时享有盛誉。御
史江春霖称其“书法精绝，名噪都下”，谓

其书法为“吴体”。高僧弘一大师曾经对
吴鲁为南安雪峰寺所题“大雄宝殿”四字
赞不绝口。吴鲁还著有《正气砚斋汇稿》
《正气砚斋遗诗》《纸谈》等文学作品。

吴鲁一生以国家命运为重，长哀民生
之多艰。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的危
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提出加强水陆联防、
军民协作共同对敌的策略。他还以诗的
形式逐日记下“庚子之变”全过程，发出了

“以诗鸣哀”的悲声。《百哀诗》以十分愤慨
的心情抒发 1900年前后的国难景象，记
述河山破灭期间民间百态，被史学家称为

“庚子事变”的“第一手史料”，堪称“庚子
信史”。

“道心静似山藏玉，书味轻于水养
鱼。”吴鲁作为一个有风骨的读书人，一生
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其高尚品德，值得
我们怀念和学习。

在吴鲁 180 虚岁诞辰之际，晋江市
池店镇组织举办首届吴鲁文化季活动，
省市一行文化人走进池店钱头村吴鲁故
居进行采风。“紫绶金章绵世泽，祥麟威
凤振家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与吴公
后裔叙谈，得知状元后人甚多，在海内外
开枝散叶。其中有专精文墨的书法家，
有慈善为本的企业家，特别是“绥”字辈
后裔在池店本土，时刻牢记吴鲁家族的
荣耀，创建吴鲁世家博物馆，光大先贤遗
愿，启航新征程！

前辈在高堂，嘱对后来者：愿状元家
乡多出人才！人文蔚起，秀甲一方，以读
书人为荣！常怀家国天下，有所继承、有
所期许、有所成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晋江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锦丽

在晋江的土地上站定
欢乐与兴奋开始共鸣
起跑的枪声即将鸣响
紧张与期待在心中交织

出发的刹那
人群如洪流奔涌
脚步叩响大地
像是希望在跳动
我融入这奔跑的队伍
每一步都带着梦想的温度

汗水开始渗出毛孔
像清晨树叶上的露珠滚动
呼吸逐渐沉重
却似奏响生命的强音

沿途的风景在眼前掠过
人群的欢呼似海浪翻滚
那是力量的鼓舞
让疲惫的双腿再次加速

身体在诉说着劳累的苦
心灵却在享受自由的舞
每一步跨越都是对自己的征服
每一次呼吸都是坚持的倾诉

晋江的风轻拂着脸庞
像是母亲温柔的手掌
它推动着我向前
在这场耐力与意志的较量中

当终点线映入眼帘
泪水竟莫名地有些咸涩
那是激动的释放
是对自己拼搏的礼赞！

一路金色的阳光
照耀着最亮丽的赛道
爱拼的意志，奔驰向前方
在敢赢的吉祥地
跑友们铿锵的脚步声
如流淌的波澜，汇成江涛滚滚
豪迈活泼的主题曲
激励挑战的毅力

凌霄塔高呼喝彩
为精英助威，呐喊加油
五店市的文旅，鼓劲新的冲刺
追赶品牌名都的繁华
草庵的梅峰映像
沿途荡漾心的芳馨
安平桥的帆旗，招手迎宾客
演艺民俗的阵头
舞热嗦啰嗹狂欢的歌
时间轴线的世遗点
跨过多少弄潮人

九十九溪的视野
希望的田畴，捧出丰收的稻穗
环湾的楼群连天边
梧林侨批捷报的佳音
送来夺冠的祝愿
灵源山的青松，装点翠绿葱茏
龙泉吟诵昂扬的诗篇
千年浓郁的烟火味
熏得古邑美食
飘香传统的温度

花开体育之城
鸿雁列队的翅膀，掠影蓝空下
晋马宝贝笑容灿烂
感受文明气象，纵享海的风韵
奋勇争先的国际盛会
万众超越中的腾飞
汗珠的挥洒，畅跑好日子
充满运动的快乐

紫艺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晋江人，
出去免不了要给别人介绍晋江。

至于要怎么样介绍，从哪里
开始介绍，说实话，我一直都还没
有想好。毕竟，晋江展示在世人
面前的形态太过多样。每一种颜
料都有渲染的余地，每一个笔画
都有生动的描绘。也许，唯一可
以定位的，就是在闽南的海边，伴
随着潮声的呼唤，如同奋斗的号
角，打翻重重叠叠的浪涛，翻卷起
晋江的册页。

那些记载着晋江子民传承下
来的良好风貌、坚韧不拔的奋斗意
志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让“晋
江经验”在这里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至此，我也找准了解说的方
向：一个关于成长与成熟的辩证统
一性话题。成长是她内蕴于心的
本质，成熟是她海纳百川的特质。
在这里，我已经无需堆积再多的词
汇，只要你来到晋江，你就会感受
到语言的丰富、表达的唯美，让你
对这座城市有了深刻的认识、崭新
的体会。

百闻不如一见。在前面的介
绍中，我更多还是鼓励外面的小伙
伴适时放缓匆匆的脚步，由着心
性、跟随意念，不妨把邂逅当成一

种情感的寄托，走到这个磁场里
面。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要给一
些可能暂时还没有时间亲临现场
的朋友做一次有价值的介绍。晋
江长年占据百强县域重要位置，
成为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和研究的
样本。头顶的光环一个比一个厚
重，脚下的足迹一个比一个扎
实。经济领域的高歌猛进，让晋
江这座县级市持续出圈，每一个
驰名商标、知名品牌都是这座城
市的“代言人”，即便我不做过多
介绍，各种网络平台、微信公众
号、朋友圈都自发争做这座城市
的“推荐官”。

大浪淘沙过后，我们更应看到
这座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蕴。在晋
江，拥有世界仅此一家的草庵摩尼
光佛造像、“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
平桥，还有存于金交椅山的磁灶古
窑址，作为泉州 22个遗产点的重
要组成部分，让泉州走向世界、蜚
声海外。如今，晋江五店市、梧林
传统村落因其保留极具特色的红
砖古厝，承载着特色人文历史典
故，特别是五店市人才辈出，一批
仁人志士从梧林走出，为国家奉献
大爱、作出贡献，吸引了无数游客
前去打卡。

不得不说，旅游是一座城市的

名片。在晋江，旅游与经济交相辉
映，工业旅游更是蔚然成风。企业
和品牌、工厂和商铺成为不少人前
来晋江旅游的落脚点。

就像每一个街镇有一个自己
的特色产业，晋江的每一个街镇也
有其独特的旅游资源，还有他们不
同凡响的风味小吃。当前，晋江推
出的“晋邑古筵”就集合了各街镇
的特色美食，浓缩了地方的烹饪精
华，勾起了游子们乡愁的情怀。就
像有网友调侃道，参加前不久的晋
江马拉松，不只是为了跑，也是为
了吃而来。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晋江自
古人杰地灵，从唐代、隋朝科举制
度开始至清末取消，晋江总共出现
了1853名进士、11名状元，是全国
十八个千人进士县之一。重商崇
文是晋江的传统。我想，这也是晋
江值得你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的理由了吧！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晋江人，
我当然很乐意介绍自己的家乡。
但是，这些年，晋江一直还在成长
和成熟，一直在变换新装。我也还
在反复地阅读、咀嚼这座城市的品
位，对于这座城市的介绍，也还会
有更多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味道。
驻足当下，这样的介绍不知您还满
意吗？

张景锻

弹指一挥间，退休近廿载。有一天突
然接到一个电话，听声音是年轻人。他自
我介绍是某单位工作人员，说：“我在你家
门口，有一份材料要送给你。”我回答：“我
在外头，家里有人，放家里即可。”过一会
儿，送文件的小伙子又回电：“信件已交给
你家保姆。”我一愣，会不会找错门，我家
哪有保姆。我回了一句：“是 103室吗？”

“对。”
办完事，我回到家，推开门，听到厨房

里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撞击
声。走进厨房一看，只见老婆正站在水槽
边埋头洗刷着，旁边堆着层层叠叠的餐
具、厨具。她头裹灰色的头巾，身披一条
白色的围裙，围裙上隐隐约约可见斑斑点
点油渍。见老婆这副模样，我情不自禁，

“扑哧”一声笑了，难怪送信件的小伙子会
把她当保姆。这也不能怪人家，他应该是
觉得，两位老人家都这把年纪了，退休金
也不低，请保姆是必然的。而且，我老婆
这样子，不就是一副活脱脱的保姆形象！
我开口问道：“有人送信件来吗？”“有，放
在餐桌上。”我把刚才年轻人说的话转达
给她，以为她会生气。没想到老婆没有丝
毫的不悦，而是淡淡地说：“我就是个保姆
嘛！以后你每个月都要给我发工资。”

在我们家不要说请保姆，就是请钟点
工，老婆都不肯。一家子的吃喝拉撒睡、茶
米酱油盐，她全包。为此我少不了和她斗
嘴。老婆说：“老人只要有自理能力，就要
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到有一天真的
动不了，再请保姆也不迟。”她还有自己一
套“理论”：做家务即运动，有利于把自理能
力延续到最大极限。有一次，我在网络上
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培养发展老年人自理能
力的讨论文章。一位“高知”用一个故事来
说明。他每周有三个晚上一定回家看独居
的老母亲。不管有什么事，他都说：“不行，
我今天得回家让我母亲给我做饭吃。”他母
亲90多岁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让老母亲给
自己做饭吃？他的观点是：“让母亲给我做
饭吃，母亲就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还有

用，内心就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就不会变
老。如果我要是请个保姆给她做饭，她可
能早就不能生活自理了。”我仔细琢磨一
下，这位“高知”的观点与我家“保姆”的“理
论”不就是异曲同工吗？从此我不再提请
保姆或钟点工的事了。

做家务只是我家“保姆”生活的一部
分。她的晚年生活很丰富，每一天都安排
得满满当当的。清晨，小区广场静谧而空
旷，微风吹拂下，一群大妈大叔在悠扬音
乐声中，打着太极拳，动作是那么娴熟、自
然，宛若行云流水……拳友中不乏我家

“保姆”的身影，她十几年乐此不疲，还曾
赴海外参赛获奖。习练三四十分钟后，她
就会急匆匆赶回家做早餐。她一星期有
四个半天上老年大学，每次几乎都是小跑
着去搭公交车上课。她还在原来所在学
校退休教师协会担任会长“要职”。该协
会有八九十号会员，会务工作还真不少，
经常电话不断，跑上跑下，忙得不亦乐乎。

前不久，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孙女放学
回来，噔噔地跑到书房喊道：“爷爷快看，奶
奶上我们学校的视频了。”我点开视频一
看，是“晋江市实验小学纪念建校115周年
宣传片”。视频中有一个镜头：一名白发苍
苍的老教师面带笑容，双手各牵着一名身
穿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的手，缓缓
地走进校园。老教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之情，深情地凝视着那一间间教室，似乎在
回忆着什么。孩子们围在老教师的身旁，
听她讲述学校过去的故事。紧接着是老教
师的特写镜头及清脆的话音：“我是晋江实
小退休教师。菁菁实小园，浓浓师生情，坚
守讲台二十余载。回忆与实小学子的幸福
时光，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

那位老教师的镜头虽然不长，但她落
落大方，真实自然，看不出有表演的痕
迹。她，就是我家的“保姆”。我都不知道
她有这样的艺术天赋。

这个视频被成千上万的实验小学家
长、校友转发，阅读量非常高。那些天，很
多相识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您爱人上
宣传片了！”看来，我家“保姆”很快要成为

“网红”了。

郑剑文

五里桥，一头站着朱熹父子，
一头站着郑成功父子，亦文亦武。
有副名联：“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
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
城。”说的就是古时晋江安海镇的
文风之盛。

然而，五里桥畔也曾武风浩荡。
明末清初，郑芝龙与郑成功以安平为
基地，屯兵金厦两岛，打造海商帝国，
巅峰时期拥兵二十万，控船上千艘，
成为叱咤海疆的一代英豪。是的，郑
成功父子曾在安海撑起一片天，那是
属于郑氏的一个时代。

五里桥见证了那一段风云变
幻的岁月，也见证过一场诗会雅
集。1628年，郑芝龙归顺明廷，被
授予厦门游击将军。就在那年，他
在五里桥西埔大兴土木，建造府
邸。府邸占地 138亩，主体建筑为
五进十三架歇山式，华宇美宅甲于
泉郡。也是在这一年，郑芝龙招募
数万饥民东渡台湾，拓荒垦殖，进
行台湾的早期开发；这一年，郑芝
龙筹办海陆十大商行，兴贩东西两
大洋；这一年，郑芝龙的三弟郑鸿
逵中了明崇祯三年（1630）庚午科

武举人。
在世人眼里，石井郑氏家族以

武闻名于世。其实，这个家族也曾
崇文成风。郑鸿逵喜舞文弄墨，曾
有《及春堂诗集》问世，可命运却跟
他开了个玩笑。他科举屡试不中，
偏偏歪打正着，于明崇祯十三年
（1640）考取武进士。南明弘光帝
因此派他前往镇江防范清军，担任
镇江总兵，挂镇海将军。当时天下
大乱，郑鸿逵知道这一去，从此无
缘文事了。临行之前，他想办一场
诗会，就当与过去作个告别。

恰逢中秋佳节，五里桥畔天朗
气清，惠风和畅，少长咸集。郑鸿
逵的心灿烂得如那秋阳一般。站
在长桥上，西边有西畴绿浪、奎峰
叠翠；东方有白塔凌霄、长桥落虹；
南面有鸿江环绕，帆影飞渡；北侧
有阡陌交错，垂柳起浪。一行人说
说笑笑，从古桥走向郑氏府邸。

在及春堂书院，郑鸿逵吟道：
“出郭循西畴，旷望何衍沃。海气
接为烟，涧水远山落。”他常邀诗友
载酒赋诗，击节吟诵，今日随口吟
来，却也情景并茂，直抒胸臆，于是
响起一片掌声。郑芝龙的儿子郑
森随行其后，他那时还在南京国子

监读书，他的老师钱谦益不久前为
他起了“大木”的名号，正值风华正
茂之时，于是即兴作一对联：“礼乐
衣冠第，文章孔孟家；南山开寿域，
东海酿流霞。”书法飘逸俊秀，文意
颇具格局，又引来一阵喝彩。

有许多泉南名士受邀而来，苏
琰、秦钟震都为《及春堂诗集》作
序，故也前来赴会。晋江人苏琰是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任
山东道监察御史。他评价郑鸿逵
诗文“多有慷慨之语，听鼓鼙而思，
闻庚歌属和，当吾世岂刀大快心
哉！”秦钟震也赞道：“高楼凌云，流
水泛月，乘兴诗成，天机纵逸。”他
是明万历年间进士，诗文皆好，性
情与郑鸿逵颇为相像。

暮色微茫，棹声隐约。此时一
轮满月挂在桥头上空，郑鸿逵又
吟：“扁舟乘月去，清浅与人迟；傍
楫何多韵，夜灯不照脂。”朦胧月色
里，一行人载酒而行，乘兴吟诵，桨
声笑语，好不雅趣。在那兵荒马乱
的日子里，这应是五里桥畔最富诗
意的一次雅集。不久，郑芝龙、郑
鸿逵拥戴朱聿键在福州登基，是为
隆武帝。又过不久，隆武帝赐郑森
国姓，又赐名“成功”。

陈金昌

闽南美食小吃丰富多样，有的单凭名
字就能知晓食材甚至其做法，比如姜母
鸭、海蛎煎、面线糊、牛肉羹、烧肉粽等。
但也有不少小吃的名字让人不明就里，引
人遐想，比如“虎咬草”。

虎咬草，初闻其名，心中难免生出几
分疑惑与好奇。老虎，那森林中的王者，
且为肉食动物，如何会与草叶产生交集？
后来才知道，这个听起来既神秘又充满野
趣的名字，是晋江一道甜品小吃。

在一个黄昏时分，我前往晋江九十九
溪田园风光区闲逛。恰逢那里举办活动，
现场聚集了晋江的各色小吃，诸如拳头
母、猪油粕、土笋冻、鱼丸等，琳琅满目，散
发着诱人的香气，让人目不暇接。而在众
多小吃中，一个售卖摊位上的“虎咬草”三
个字吸引了我的目光。未曾品尝，却已被
其名字深深吸引，遂决定买一盒带回家，
细细品味。

虎咬草，并非真的与虎有关。它其实
是一种烧饼、一种形象的称呼。圆圆的饼
面上印着老虎头的图样，薄薄的面饼中间

划开一道口子，里面上下两端涂抹甜辣
酱，中间夹着一小块圆形的花生糕及几根
芫荽。面饼的形状酷似虎头，花生糕则仿
佛老虎的舌头，而芫荽则如同草叶，乍一
看，宛如老虎正轻轻咬着草，故而得名“虎
咬草”。

据说，虎咬草由晋江青阳人根据山东
旋饼改良而来，兼具南北地域的技艺特
征，其制作技艺被评为泉州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虎咬草的食材简单，无非是面
粉、花生、芫荽，却能在厨师的巧手下，幻
化成一道独具特色的美味。薄润的饼皮，
包裹着香甜酥脆的花生糕，加入芫荽和甜
辣酱，增加了味道层次，也巧妙地中和了
花生糕的甜腻。

窃以为，在饼中置放芫荽，这一做法，
颇为浪漫。品尝着虎咬草，不禁想象，一
只猛虎在山间游走，偶然间发现了芫荽，
那清新的香气与翠绿的色泽，引得猛虎驻
足，轻轻用齿尖触碰。也不由得联想到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境，这道由晋
江人创造的小吃，不正体现了爱拼敢赢的
晋江人既有豪情壮志，也不乏细腻柔情的
一面吗？

虎咬草

我家“保姆”成“网红”

读书人吴鲁

向您介绍晋江抒怀

五里桥畔的一场雅集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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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马逐梦行

体育晋江美(二首)

一枚枚大脚印
迈向主题路标的创意美
瑞光塔下列阵起步
南洋骑楼的特色
连结古厝侨墅的境域
踏进现代的新格局
三里的街市，五里的桥渡
寻常巷陌有烟火
聆听龙山寺的梵钟
两岸的香缘同心
朱子祠的杏坛，碑刻流芳
叠映青衣负笈的侧影
西畴深秋的季节
村庄环绕稻畦的波浪
涌动耕读的好家声
健身者走过长桥
赛出时尚生活的魅力

在安海徒步

奔跑吧！晋马

颜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