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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第一个梧林人是蔡煌仪。他当了20年村主任，后
来还是支书、主任“一肩挑”。现在蔡煌仪退了，可想了解梧林，
人们还总是说：“找蔡煌仪！”蔡煌仪是梧林的活字典。也可以
说，蔡煌仪是梧林的“百科全书”。

所有去过梧林的人都知道德鑨宅有两棵老榕树。一棵树头
在厝顶，一束束根顺着房梁延伸；还有一束根顺着柱子垂下来，
扎入地里，成了树干，让人觉得树头在上、树身在下。另一棵在
围墙里，四面墙壁，满地树根，盘根错节；有一条根像龙、蛇，横在
半空，遇到墙壁，无奈，又顺墙而下，钻入地里。

蔡煌仪说，两棵都是鸟屎榕，原来都在厝顶上。有一棵，厝
顶塌了，从上边掉下来，继续活着。

所有去过梧林的人都知道朝东楼是钢筋水泥结构。
蔡煌仪说，不全是钢筋水泥结构。有些墙壁是竹竿水泥结

构。朝东楼是分三次盖的。先盖三层主楼，再盖二层“花向”
（注：花向，指和主人家居住的房子相向，原来有钱人供下人居住
的房子），最后用一边是水泥墙一边是小门楼，把主楼和“花向”
连接起来。朝东楼墙壁粗糙是模板的原因。主楼二楼楼板留有
两个四方形的口，不是电梯口，是留作上建材的口。

“勿会出哩伦敦。”意思是好东西不会离开伦敦城。这句最
洋的土话就是蔡煌仪在给我们介绍朝东楼时讲的。朝东楼现在
还在装修。蔡煌仪领我们上了主楼二楼，通过小门楼的过道到
了“花向”二楼，又上了“花向”的楼顶平台。他说，以前从这楼顶
可以一直看到泉州。

所有去过梧林的人都知道，朝东楼和五层厝是哥特式罗马
式建筑。

蔡煌仪说，朝东楼里面设计是中式的，没有卫生间；五层厝
接近西式，有卫生间。两栋洋楼里边都没有装修。外观，五层厝
吸收朝东楼的经验教训，显得比较精致。蔡德鑨小儿子那辆摩
托车原来放在五楼，这算是一件文物。

蔡煌仪自我解嘲说，和别的村子比，梧林发展比较慢；反过
来说，如果梧林早开发，也许这传统村落就被破坏掉了，不会保
留得这么完整。

梧林原来无法让人走进来，脏兮兮的。很多华侨房子人去
楼空，有的倾斜，有的塌陷；还有发生过火灾，只剩下遗迹：烧黑
砖石、杂草丛生、野花无主。当年上梁的鞭炮、落成的盛宴，都无
影无踪。但是洋楼水泥钢筋坚挺，红砖上边的雕饰仍然棱角分
明、色彩红艳。它们依然在故国家园坚守。

梧林进行一场大清理，有的要整修，有的得重建。原来房子是
一家的，经过几代，房子就变成几家的。只要一家有不同想法，改
建就得停下来。有一栋房子，遭过火灾，全塌了，要重建，让主家出
一部分钱，现在菲律宾的几家意见不统一。难题一道一道提了出
来。

德鑨宅那棵从坍塌的厝顶掉下来还活着的榕树，根系特别发达，
裸露在地面上，到处都是蛇行的根。清理房屋时，有人想把它砍掉。
已经砍断了几条根，蔡煌仪知道后，赶到现场，把它保了下来。

这样就说到梧林的路，触到了梧林的痛。
梧林人一直想要有一条通向外边的大路。可到十几年前，

梧林还是晋江唯一没有通公共汽车的村子。
20世纪 70年代，他们就有修路的想法，只是想把路修宽一

点，弯弯曲曲也没关系，过别人村也没关系。那时还是生产队，
地块可以置换。但出了难题，有几个粪坑，有几棵龙眼树，要价
很高。一棵龙眼要3000元，当时，这是很大的数字。卡住了。

20世纪80年代，这时地已经分到各户，又卡住了。
20世纪末，已经改革开放，梧林人要办厂。梧林华侨多，也

想回来办厂，汽车没办法进出。梧林人下了大决心，这回要修
20米宽的路，长度是958米。梧林自己筹集了200万元，政府帮
着征地。一开始定的标准出了问题。离306国道500米内每亩
1万元，500米外每亩 5000元。本村的好办，外村的就解决不
了。结果烂尾了，现在还能看到残存的路段。

2015年，邻村那边要拉电线，梧林很配合，互相合作，东西三路
才算开通。要进梧林的那个路口，还有邻村个人的地，还纠缠一番。

梧林人要路做什么？
梧林人走出去，外人走进来，从封闭走向流动。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梧林人心急如焚。
梧林现在成为星级景区，村里有水泥路，景区有石板路、花

砖路；出去有公路，还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梧林进出问题解
决了，比原来期望的还多了游客，每天一般都有2000多人，一年
下来几十万人。梧林由寂寞走向繁华。

在梧林，认识煌仪，又认识马追，也认识新塘街道的一些干部。
我们不由地探讨一个问题：梧林景区、传统民居是乡村还是城市？

梧林传统民居的归属已经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情感还
会经常错位。梧林景区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梧林，如果还把梧林
景区当作农村就是一个误区。

建一个城市不容易，提高市民意识其实路更远。梧林，与
时俱进。

一个景区的生命力是什么？
五店市在城区，不是城中村；梧林在乡下，也是城市的一部

分。不是等周边成为城市，而是梧林自己的城市化，中心要带动
周边增进城市意识。

我要说的就是，梧林定位是晋江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它摆
脱了原来乡村层层包围的困惑，站在城市的高度思考。这是梧
林新的起点。

梧林的格局 许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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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公路是一条发光的尺
我的大众老旧汽车驶过
将地平线裁成两半
一半给白昼
一半给夜晚

樱花树在后视镜里不断后退
像一串未完成的音符
飘向更深的季节
里程表刻度跳动着
春天在数字间精确地游走
我摇下车窗
风都是往昔记忆的呼吸
尘世的温柔与流年的斑驳
在春分的公路蜿蜒成诗

此刻地球保持着
完美的平衡
黑夜与白昼，在穿越公路的轮胎下
轻轻打了个结

春分的公路

罗睿

天空发表着万丈阳光
大地的头条，桃花、李花、油菜花
争相抢占版面
重点推荐栏目里，绿元素蓬勃
引领时尚风
春水发表在河床上
鸟鸣发表在耳朵里
我写了一首春天
想发表到你脸上
并把你我发表在彼此眼睛里
一睁眼就能互相阅读

唐宝洪

就让我踩着淡画般的跫音
在鱼儿成群结队走台的水榭边
若即若离，或远或近
看着你的身影
融进静谧的黄昏

一些温暖的信息
早已泄露，前方
有惊奇的内容迎迓你的解读
而采茶的姑娘
以凝固的乐章
为草木的欣欣向荣助兴
为花朵的争奇斗妍喝彩
为即将到来的广场舞亢奋

春天，春天
你的身影如此雅丽
你的身影簪满芳华

正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懂事的春雨用它雷霆
万钧之势，唤醒沉睡的万物，用甘霖滋润干渴的大地。闽南古
语云：阿婴儿憩憩睡，一眠长一寸。春雨浸润下的山间苦笋更
是如酣睡的婴儿般悄悄地拔节长高，此时，我显然闻到一股春
天般清甜的亲情味道。

这不，你看，老妈的电话如春雨般及时：“阿妹，你最近很忙
吧！好久没回家了，快回家吃你最爱的苦笋啊！你爸知道你爱
吃，那天特意和几个邻居一起去山里挖的！”此时，仿佛能看见
老爸佝偻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极力为心爱的女儿寻
找着这一份独特的春鲜。我心疼地责骂：“街上多的是人家挖
好拿来卖的，惊蛰一过，山上都是蛇出没，也不懂怕！”老妈嘿嘿
一乐，说：“你爸就乐意为你瞎忙活！”

是呀，每次回永春娘家，我爸都系上围裙，乐呵呵地准备我
最爱的“苦笋排骨汤”为我解馋。我们永春苦笋，像人生挚友，
虽不常联系，却总在你想念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出现，惊艳你的
时光；亦如一个谦逊内敛的老者，它每每都能无私地散发全身
智慧的芳华，让身边的每个搭档都绽放出最亮的光彩，完成华
丽蜕变。你瞧，厨房里，老爸将苦笋一层层剥开，露出象牙般莹
白的笋肉。我和老爸边唠嗑边将其轻轻撕成条状，放水里浸泡
一会儿，四周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排骨在沸水中翻滚，浮沫渐
渐散去，露出清亮的汤色。焯好的排骨重新入锅，约半小时后，
苦笋华丽登场，小火慢炖，静待它点石成金。

炖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响着，温馨的水汽在厨房里氤
氲。苦笋的清香与排骨的醇香渐渐交融，化作一缕缕诱人的气
息。约一个时辰后，美味完成，完成了它们的升华。苦笋清爽
中带有淡淡肉香，轻咬一口排骨软而不烂，微苦中带香，让人口
齿生津回甘，不由感慨：这就是幸福啊！

苦笋不苦，苦后回甘，所忆皆甜。

苦笋不苦

味道

黄梅萍

在城市的喧嚣中蛰伏已久，一颗心被忙碌
与纷扰层层包裹，渐渐忘却了自然的温柔模
样。一个阳光格外明媚的周末，心中涌起一股
强烈的冲动，想要挣脱城市的枷锁，奔赴郊外，
去赴一场与油菜花的金色之约。

车子缓缓驶出城市，高楼大厦逐渐被抛在
身后，视野愈发开阔，天空像是被洗净的蓝宝
石，毫无杂质地铺展在头顶。当郊外的轮廓映
入眼帘，我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仿佛能嗅到那
即将扑面而来的金色芬芳。

终于，一片令人震撼的金黄闯入视野，那是
怎样的一片花海啊！真真是“油菜花开满地
金”，目之所及，皆是耀眼夺目的金黄，像太阳倾
洒下的光辉，毫无保留地铺满大地，从脚下一直
延伸到遥远的天际，与蓝天白云相接。我迫不
及待地冲向花田，刹那间，被那浓郁热烈的金黄
彻底包围，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金色王国。

每一朵油菜花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它们挨挨挤挤，却又秩序井然，每一朵都高昂着
头，精神抖擞，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竞赛，竞
相展示自己的娇艳。十字形的花瓣轻薄得近乎
透明，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宛
如一片片金色的薄纱。花蕊嫩黄中透着清新的
鹅绿，俏皮地点缀在花瓣中央，为这纯粹的金黄
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泼。微风轻拂，油菜花们
摇曳生姿，如同金色的海浪层层翻涌，发出沙沙
的声响，那是它们在低声吟唱着春日的赞歌。
这声音与微风交织，谱写出一曲和谐的自然乐
章。风里还裹挟着油菜花特有的香气，那是一
种混合着泥土质朴气息与阳光温暖味道的清
甜，淡雅而悠长。每呼吸一次，都仿佛将春天的

活力与希望吸入肺腑，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所有的烦恼与
疲惫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轻轻蹲下身子，仔细端详着一朵油菜花。蜜蜂在花
蕊间忙碌穿梭，它们嗡嗡的振翅声与油菜花的沙沙声相互
呼应，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田园交响曲。我小心翼翼地伸出
手，触摸那柔软的花瓣，指尖传来丝丝凉意，细腻的质感让
人忍不住心生怜爱，将脸凑近花丛，深深呼吸，眼前满是金
黄。那一刻，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一朵油菜花，在这片花海中
尽情绽放。

花田间，热闹非凡。孩子们嬉笑奔跑，手中挥舞着捕蝶
网，试图抓住那穿梭于花间的五彩蝴蝶。他们银铃般的笑声
在空中回荡，为这片花海增添了无尽的活力。年轻的情侣们
手牵着手，漫步在花田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与油菜花
的灿烂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甜蜜的画面。还有些老人坐在
田边的长椅上，静静地欣赏着这片花海。他们的眼神中满是
对岁月静好的感慨，仿佛这片油菜花田勾起了心中无数美好
的回忆。

远处，山峦连绵起伏，在油菜花田的映衬下，仿佛披上了
一层金色的披风，显得格外雄伟壮观。蓝天白云倒映在花田
旁的小溪里，溪水潺潺流淌，水中偶尔可见小鱼小虾游过，它
们的身影在阳光的照射下若隐若现，为这片田园风光增添了
几分灵动与俏皮。

时间悄然流逝，夕阳的余晖渐渐洒落在油菜花田上，整个
世界都被染成了醉人的金黄。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这片花海，
心中满是眷恋。这次郊外看油菜花的经历，宛如一场金色的
梦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当我回忆起那片“油菜
花开满地金”的灿烂景象，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
量。它让我明白，生活中处处隐藏着美好，只要我们愿意迈出
脚步，用心去感受，便能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绚丽风景，收获满
满的感动与力量。

芷菡

万物从不犹豫
抓住机会就奋力生长
我渴望像太阳一样
在生活中看见自己
即使有起有落
但不失光芒

白昼与黑夜
在这一天达成平衡
正如我此时与自己和解
我接受春天的鼓励
缓行或是奔跑
势必要做出抉择

站在时光的分界线
左边是冬的清韵
右边是夏天的引子
阳光斜斜地丈量我的影子
我细数着心跳
每一拍都是新的起点

林中的树叶
与清风、晨露一起
岩石镌刻破茧的意象
是谁透露了诗歌生长的秘密

看云朵停歇在教室作曲
阳光穿过树梢，洒下
金色的音符，捧着梦想的孩子
眼睛里闪烁着星辰

当云雾在笔记本里下起细雨
每一颗石子都在讲述，每一片
花瓣都在书写，蝴蝶的翅膀
扇动成诗句的韵脚

一本立体的诗集正在舒展
听，整座紫帽山都是它的朗读者

晋江的春，宛如被刺桐花封存许
久的绮梦，那细腻的叶脉间，满满藏
着岁月悠悠的絮语。当残冬的风还
恋恋不舍地在安平桥畔来回徘徊，仿
佛眷恋着旧日的时光不肯离去，晋江
的春潮已迫不及待，顺着古老的渡
口，如灵动的仙子，悄然无声地漫涌
而来。

晨雾仿若一层轻柔的薄纱，朦胧
地笼罩着大地。在五店市那充满古
朴韵味的老巷之中，刺桐树粗壮而又
蜿蜒的虬枝上，红珊瑚般娇艳欲滴的
蓓蕾，正微微颤动，恰似一位饱经风
霜的诗人，蘸着悠悠不尽的时光，郑
重地写下了第一笔饱含春之韵味的
诗篇。

踏入梧林传统村落，仿佛一脚
迈进了旧时光。阳光斑驳地洒在石
板路上，闽南女子色彩明艳的彩巾
随风轻扬，如灵动的蝴蝶翩翩起舞，
与墙头肆意绽放的三角梅相互映
衬，那馥郁的芬芳刹那间晕染了整
个巷陌的春风，让人仿若置身于梦
幻的花海。少女们笑意盈盈，将新
采的素馨花轻轻别进发髻，银簪滑
过如瀑乌发的一刹那，紫帽山的晨
雾仿若被召唤一般，悠悠地萦绕在
塔顶，如梦似幻。她们迈着轻盈的
步伐，沿着蜿蜒的石板路走向溪
边。微风轻拂，襟口的刺桐花苞在
暖湿的微风里，瞬间绽成明艳似火
的火炬，热烈地点燃了春之序章，奏
响了一曲生机勃勃的春日乐章。

草庵的晨钟，带着古朴而厚重的
声响，“当当”地敲破了薄雾的笼罩，仿
佛在向世间宣告着春日的苏醒。八仙
山漫山遍野的桃花，伸出粉嫩的花枝，
似乎想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美丽。九
十九溪的水草在潺潺溪水中轻轻摇
曳，像是在伴着南音《直入花园》那活
泼的曲调，欢快地舞蹈。

夜色渐浓，红砖古厝天井里，孩
童用竹枝逗弄水缸中的月影，惊醒沉
睡的莲种。衙口海滩涛声传来，阿嬷
翻晒旧物，回忆涌上心头，箱底嫁衣
上的刺桐花愈发明艳。草庵里，摩尼
光佛凝视岁月，檐下风铃轻响，惊起
梁间新燕，衔着花瓣飞过月光下的安
平桥。

轻柔的海风携着晋江独有的温
润，宛如一双温柔的手，将古渡那悠悠
的沉香与街巷中弥漫的烟火气息，巧
妙地调和、酿成了清亮而温暖的晨
光。不必问这承载着春日希望与美好
的春笺究竟寄往何处，因为晋江的每
一片刺桐花瓣，都早已用清晨的露珠
写满了生生不息的诗章。

刘衍

春日迟迟，春景熙熙。春天是大
自然最温柔的笔触，春日在晋江灵源
山勾勒出如梦似幻的盛景，唤醒世间
万物，也撩动着人们心底对自然的渴
望与眷恋。

灵源山，这座屹立千年的名山，宛
如一位隐匿于尘世喧嚣之外的智者，
静静守望着岁月的流转。当春风初
临，她便从沉睡中苏醒，被一层薄纱般
的晨雾轻轻笼罩，散发着神秘而迷人
的气息，引人探寻。

春日的灵源山，是一场听觉的盛
宴。鸟儿欢快的啼鸣，是大自然谱写
的灵动音符。它们在枝头跳跃、欢唱，
为春的到来欢呼喝彩。这清脆的歌
声，与山间潺潺的溪流声交织相融，宛
如一曲和谐的春日交响乐。“间关莺语
花底滑”，那婉转的旋律，顺着春风，淌
入人们的心田，让疲惫的灵魂在这纯
粹的自然之音中得到抚慰。溪边的垂
柳，早已被春天这位神奇的化妆师赋
予了嫩绿的色彩，细长的柳枝在微风
中轻柔摇曳，如灵动的绿丝带，又似少

女柔顺的发丝，尽显温婉与灵动，让人
对春天的巧夺天工赞叹不已。

踏足灵源寺，这座始建于隋大
业年间的古刹，静静坐落在灵源山
的怀抱中。寺前的樱花树，在春日
暖阳的轻抚下，绽放出如云似霞的
花朵。微风拂过，花瓣如雪般纷纷
飘落，似一场粉色的花雨。走进寺
内，香烟袅袅升腾，梵音悠悠回荡，
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将尘世
的纷扰隔绝在外。

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晋江城的
繁华与灵源山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
却又奇妙地融为一体。高楼大厦在春
日的阳光下闪耀着现代文明的光芒，
而灵源山则以其葱郁的山林、灵动的
溪流展现着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在这
片广袤的天地间，古朴与现代交相辉
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谱写着一
曲生命的赞歌。阳光洒在身上，暖融
融的，那是春天给予的温柔拥抱；春风
轻抚面庞，带着花草的芬芳与泥土的
清新，那是大自然最深情的问候。闭
上眼睛，聆听着鸟儿的欢唱、溪流的低
语，心中满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灵源山的春天，是一场色彩的狂
欢。漫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红的
热烈似火，黄的灿烂如金，紫的神秘高
雅。它们在春日的舞台上争奇斗艳，
以各自独特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顽强
与美丽。这些无名的小花，虽没有名
花的娇艳与名贵，却用最质朴的方式
装点着灵源山的每一寸土地，展现出
大自然的平等与包容。

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为灵源山
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整座山显得更
加庄严肃穆。我虽已踏上归途，但灵
源山的春日盛景与动人传说，却如烙
印般刻在心底。此次与灵源山的春
日相逢，不是简单的游历，而是一场
灵魂与自然的深度对话，是一次对生
命与美好的深刻领悟。

灵源山的春天，是自然与人文交
织的诗篇，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画
卷。期待下一个春天，再次奔赴这场
与灵源山的约会，续写这永恒的春日
华章，让心灵在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
的土地上，再次得到滋养与升华。

灵源山春日寄怀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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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春天的
分界线上（外一首）

发表春天

花语

春天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