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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岩 山

前言：时坐花间林下，却也上班挣钱，眼前
红尘万丈，心中一尺丘山。

——老树画画
我想，当日维尼老师向我这个初次见面的

人滔滔不绝地说起她的画室，说起她的队友，说
起她的理想，说起她们创办百亩林的初衷和坚
持的时候，她并不是想在我面前吹嘘一番，然后
让我把自己的孩子或者推荐其他人的孩子到她
们画室去学画。当日，我在静听之余，已经对她
们怀有好感并有深入了解的欲望，不是为了学
画，而是想了解这样一群在逼仄喧嚣的小城里，
为梦想而坚守一隅的有情怀的人。当然，当日
的她其实不知道我是个生活的涂鸦者。

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我们走进了彼此的生
活。

第一次到她们的画室，入门的那一瞬间感
应到的是一颗颗在空气中跳动的匠心，它们欢
快而又灵动地向我描绘着画室主人不同于常人
的审美和对生活对艺术独具的向往和追求。每
一样装饰在墙上的物品都是旧物，甚至是废物，
经过她们作为美术老师所特有的独到的眼光，
灵巧的双手，经过她们的创意，她们的用心，这
些旧物废物瞬间改变了自己沦落肮脏恶臭的命
运，变得熠熠生光，变得让人爱不释手赞不绝
口。突然间想起维尼老师说的一次淘旧木板的
经历，那个原本看起来美艳的老板娘居然说了
一句让她终生难忘的话：这些板料遇上你真的
是它们的造化，你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让它们
由一堆废料变成一件艺术品，你们有化腐朽为
神奇的力量。否则，如果由哪个村夫农妇拿去，
它们就是用来围猪栏，圈鸡舍的。一块板子，它
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还是猪圈栅栏，取决于它遇
上了谁。显然，遇上了百亩林的这一群人，它们
找到了一生中最好的归宿。

一块毫不起眼甚至被人摒弃的木板她们都
可以把它塑造成一件艺术品，不用说，对孩子，
她们更是尽心竭力地去发现，发现他的过人之
处，去挖掘，挖掘他的最大潜能。

她们告诉我，从最早在宏琳厝就一个学员
开始，百亩林整整走过了十二个年头。在这十
二年间，画室本着磨剑的执着和面壁的精神，不
懈地探索最适合孩子绘画潜质开发的美术教学
规律，形成画室颇具成效的教学理念和独特的

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学生
独立的创作思维和扎实
的造型技能，开阔审美眼界，
提高艺术素养，摒弃“以画临
画”的传统美术教学弊端，拒绝生产

“复印机”式的学生，以“审美——创新
——表现”为一体的教学思维，重在开发
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创造力，切实理解和掌
握造型规律和绘画技巧，成就心灵与画一样丰
富美好的孩子。

从墙上贴着的孩子的一幅幅作品来看，她
们做到了。这些饱含着她们的心血，饱含着孩
子童真童趣的绘画作品，让旁观者不仅有视觉
上的冲击，更多的是内心的震撼——透过画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不再被约束的，在阳光下
渴望自由，渴望诉说，渴望被理解被尊重的孩子
的心声。这是百亩林赠予成长中的孩子最珍贵
的礼物。

罗达凯洛格强调，在儿童的整个精神发展
过程中，自由绘画行为是含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错误教育所造成的基因浪费与破坏中保护
自己，明确地了解儿童心理，是这个社会所不可
或缺的工作，并且有必要地反复进行和记述。
大人们想了解儿童精神的成长与教育需要，可
以从有效的儿童美术着手……

线条，是表达我们的想法最简便最直接的
方式，线条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神奇的密码。
奇怪的是，客观的物体上并没有线条环绕着它
们，但我们能够用线条解释所看到的物体，并且
每个人都能看清和弄懂。

绘画，可以架设起一座交流和联系之桥，桥
的一端是画，另一端是语言，我们可以通过这座
桥寻找并最终找到生活中的困境或者是冲突的
解决之路。

说实话，离开百亩林画室，不提绘画的她们
也是人间烟火中那袅袅升腾的一缕温柔。她们
爱说爱笑，会烹饪精致的菜肴，会豪气干云的喝
酒。她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既有生活中
无法避免的凌乱和忧伤，又有工作中无法接受
的隐晦与不公。她们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周遭
的一切，虽然这一切并非都有让人怦然心动的
美感，但，有了艺术做滤镜，天空便不再昏暗阴
沉，花草瞬间趾高气扬，人也不再灰头土脸。这

时的她们，是一群为生活而艺术的人。
搞艺术的人不计其数，或许，严格意义上

说，她们的水平充其量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画匠，
一名美术教师。她们办画室也不过是在寄托自
身情感与情怀的同时，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
收入，谁也无法免俗。然而，就是太歌老师那样
的一番话，让我决定用文字为她们涂涂鸦。

画室为了拓宽学生的眼界，组织学生外出
看画展，画展的主题是“为生活而艺术”，地点在
师大旗山校区。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联系车辆，安排线路，买好保险，联系用餐
地点。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进城一次，还额外安
排了去左海公园看“恐龙展”。再正常不过的程
序，按理说逐个联系，很快便可解决。在联系车
辆和自助餐厅的时候，她们不断地跟对方交涉
谈价，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优惠，最后，她们都做
到了，剩下的便是交费了。

在交费问题上，太歌老师口口声声说：“家
长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我们能省就为他们省
点，因为还有很多学生比较小，他们需要家长陪
同，无形中，这又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正因为这
样，我们才去和商家讲价，就是希望能让他们花
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收获。所以，外出实际产
生多少费用，我们就收多少。至于带队老师和
特别邀请来协助的家长所花的费用都由画室来
承担。”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见过
太多的唯利是图，经历过太多的坑蒙拐骗，我们
是应该随波逐流还是独善其身？太歌老师引领
着她的团队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最好的答案。
此时此刻的她们，是一群为艺术而生活的人。

结束语：搁笔时，我顿悟，美术之美，不只是
美在构图，色彩，意境，主题，而且美在人性的至
高，美在心灵的纯净，美在大象无形，美在大美
无痕，美在大音希声……

——百亩林画室一瞥
○郭娟妃

八闽岳祖白岩山方圆数里遍长杜鹃花。而
玳瑁峰却是杜鹃花生长密度最密、品种最多、景
致最佳的山头。故玳瑁峰又名“杜鹃山”。

杜鹃山玳瑁山顶团团巨石，互相轩邀，尤如
一班武士各显神威。其中最庄重巍峨的一方石
壁，镌刻着“威镇南疆”四个遒劲大字。虽赞斯
山，但语透爱乡爱国之志！因为没有落款，引来
许多猜测：有人说是北宋邑状元许将所题；有人
说是南宋丞相邑状元郑性之留墨；也有人说是
抗倭名将戚继光副手、福州话《戚林八音》字典
作者邑人林涛所写……。前两位状元公都兼任
过当朝军事长官，林涛是明朝抗倭将领，他们都
是爱国忠臣，都有题写的可能。但据笔者考证
郑性之概率较大，因他告老后曾数度回闽清，且
到过白岩山，有数处题词石刻无落款。

杜鹃山是白岩山的主峰，海拔1237米。白
岩山庄严宽阔，杜鹃山美丽高雅。我们攀登上
杜鹃山的玳瑁顶，游目骋怀，一览无
余。东望闽江逶迤于日下，远眺三狮
五虎于云间。有人说日亮气清之日
可望见福州大桥头摊位。向南直面
永泰姬岩山美景。当你嫣然回首，俯
瞰西面和北向时，却有另一番风景闪
入眼帘——平川、谷地、梯田、陇陌、
屋舍、袅袅炊烟……登山观景，使人
心胸开阔，诗意盈然。宋绍圣元年
（1094）邑人萧磐登进士榜。任梧州
地方官，课农桑，兴学政，百废具举。
颇著政绩，百姓称颂。告老还乡时，
又一次登上白岩山。留下《杜鹃山》
诗曰：“百花香里送春还，策杖登临极
目闲。昨夜东风吹絮尽，杜鹃啼血满
空山”。宋代闽清举人李三英登山后
也有留诗。诗曰：“杜鹃山上杜鹃红，
满眼春光意兴浓。为语山灵常爱护，
年年花发遍城东”。明朝闽清举人姚
灯登山后留诗《杜鹃山望洪塘江》曰：

“万仞峰头立，舒眸得旷观。烟花象
外吐，云水望中看。风落千波静，潮
平两岸宽。汪洋知不远，向若漫云
难。”

许多年轻人登上杜鹃山玳瑁顶
的目的，是在峰顶岩石面上隔夜，等
待观看次日凌晨的日出美景。

杜鹃山虽峭岩陡壁，但花丛中环
山路可以直通山顶。沿途与人平肩
的杜鹃树，每逢阳春季节，繁茂的枝
冠上挂满了杜鹃花。红的似火，白的
尤雪，紫的如玉，粉的如云絮。一簇
簇、一株株、一朵朵绚丽多姿，媚如火
狐，娇若西施，含羞露情娴静儒雅地
宛约在山崖的路边。古往今来的游
客，登山必先攀此地。

宋邑进士陈祥道登山后留诗赞：
“斯山何其丽，万树繁华吐；高下布成
林，参差开满路；偏反惊电掣，闪烁云
霞聚；不须剪彩工，不须织锦谱；年年
一度红，春光足千古”。

陈祥道是闽清二都际上村陈家
“一门七进士、五子四登科”的首中
者。当年登科后回家乡，登山所留诗
句末联“年年一度红，春光足千古”，
诗言志，希望弟弟们年年都有高中的
喜讯。果然，在他之后，三个胞弟和
三个胞侄均先后登科进士，宋时在闽清文庙门
前立有”一门七进士”坊碑。这是一首言志乐
章。杜鹃花也入悲诗，革命烈士秋瑾关在杜鹃
山牢中，留下一诗：“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
一株齐。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悲壮愤音也！

春游，夏日的暑假游，一波接一波旅游登山
者不断增多，秋游和秋天的“中秋”节赛山歌活
动更是把登山人数推向高峰。古时候闽清秀
才、举人、进士往往在赴考前，结伴登游，边游憩
边交流学养，得中后，或为官返乡空遐，都会抽
空登山散心，观景怡情。近代，特别是现代人们
生活越来越幸福甜蜜，老中青和少学生更是踏
青春游，暑期度假蜂涌而至。邻县，府城也有不
少游客慕名而来。

1993年，北京来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赞誉白

岩山的杜鹃山为天下罕有，便挖走数十株各色
杜鹃花随他坐飞机带回落户北京城，让同事们
一起分享他从福建闽清白岩山带回的杜鹃花迷
人之美。

杜鹃花、报春花和龙胆花合称早知春的“中
国三大名花”。杜鹃花还有映山红、满山红、紫
阳、踯躅等别名。据统计全世界杜鹃花有 800
多个品种。虽然她的美丽可供观赏、他的宛约
可堪怡情，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但是我们从
科学的角度提醒游客，这花朵是有毒的。《本草
纲目》中说，学名羊踯躅的黄色杜鹃花有剧毒，
人和牛吃了有生命危险。它的根、叶和花经过
煎熬，可以调配成医治跌打损伤和风湿骨疼的
中药。

因此，大人带小孩、老师带学生登山游览
时，千万不能把美丽的杜鹃花花朵放进口中咀
嚼，更不能采食。

白岩山上长满杜鹃花，花丛中和
花树枝头常有一种小鸟飞窜哀鸣，它
就是杜鹃鸟。这种浑身灰褐色黑白
相间的小鸟，学名杜鹃、鶗鴃（tí
jué），金鹃，别名：杜宇，子规，布谷，
催归。杜鹃鸟是人类的益鸟，它的食
物是树木的害虫，尤喜食松毛虫。有
地上生活的大型地鹃和树上栖身的
小杜鹃。

白岩山上所见的杜鹃身长仅有
20厘米左右，是常见的树栖杜鹃鸟。
它在春耕时节齐声呜叫，故称布谷
鸟。它的叫声很惨厉，入夏之后呜叫
更甚，而且声音极其哀切，故有“杜鹃
啼归”“杜鹃泣血”等成语。

杜鹃鸟为何“啼归”“泣血”呢？
因为它有一个美丽的历史传说故事，
使之成为唐宋以来诗人墨客笔端的
诸多文字。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
称帝，号望帝，极为爱民。其相开明
（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
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让于开
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
鸟鸣，故蜀国人悲帝之悲…”。说的
是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国王
杜宇，非常爱民，屡治长江源头之水
无效果。而荆州人鳖灵则断巫山峡
谷而决流，疏浚了长江水患。杜宇将
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丞相鳖灵，自
已隐居西山修道。但不久四乡盛传
望帝因鳖灵外出治水而与其妻通奸，
故惭而让位。猥琐的诬传使杜宇悲
愤不已，遂吐血而死。望帝死后变成
杜鹃鸟，边惨呜边吐血，血染红了杜
鹃花。杜宇冤曲哀怨的悲鸣，永远留
在了他所热爱的蜀民心中。从古至
今，演绎着“杜鹃泣血洒西山”的悽美
故事。

望帝有否与开明之妻相好？有
否暗中思念？都成了千古悬念。故
有李商隐的“望帝春心托杜鹃”诗
句。有人说唐宋有名的诗人，没有一
个不把杜鹃花和杜鹃鸟引入诗词
的。笔者翻阅诗集，果不其然。从早
唐的卢照邻，杜甫，李白，至晚唐的李
商隐，杜牧，直至南宋诗人白玉蟾、陆

游等数十位诗人均有涉句。李白诗云：“蜀国普
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陆游诗云：“时令
过清明，朝朝布谷鸣”。比较完整地感叹该故事
的诗，是杜甫的《杜鹃行》和邑人白玉蟾的《杜鹃
行》。

闽清籍南宋著名的诗人道祖白玉蟾，访师
觅道踏遍南宋江山的山山水水。当他来到蜀地
青阳宫，走过浣花溪时，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

《杜鹃行》：“杜鹃哭，杜鹃哭。微雨村，远烟麓。
山花红，江枫绿。一声残，一声续。一声一声复
一声，不管世间银发生。啼尽天涯夕阳影，又向
空中啼月明。山中憔悴人，无绪伤春色。今古
兴亡一肚脾，临风再拜君得知。两行茅舍苍烟
泪，滴破浣花溪上诗”。

杜鹃山的壮美，杜鹃花的艳丽，杜鹃鸟故事
的宛约曲奇，构成了神奇白岩山的另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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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文［2017］
266号批准的闽江水口水电站枢纽坝下水
位治理与通航改善工程《征收土地方案》，
即批准我县农用地 39.9547 公顷（其中耕
地 9.983 公顷）、未利用地 25.4658 公顷转
为建设用地，另征收集体所有建设用地
1.295公顷，使用国有未利用地1.0142公顷
转为建设用地，同时使用国有建设用地
0.2936 公顷，以上合计征收（使用）土地
68.0233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福建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
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梅政综〔2017〕42
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内
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征收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集体水

田 0.4541 公顷、园地 0.8705 公顷、林地
0.0022公顷、其他农用地0.0893公顷、城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 0.0088 公 顷 、未 利 用 地
2.0948公顷；

东桥镇大溪村集体林地0.8372公顷、
其他农用地0.2851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0.0429公顷；

东桥镇大箬村集体园地2.0087公顷、
林地 0.5981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231 公
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1359 公顷、其他
土地1.4332公顷；

梅溪镇北溪村集体水田8.6556公顷、
水浇地 0.1506 公顷、旱地 0.6948 公顷、园
地14.7957公顷、林地1.8142公顷、其他农
用 地 3.4799 公 顷 、城 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
0.253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0.4672公顷、其
他土地20.9220公顷；

梅溪镇樟洋村集体园地2.3094公顷、

林地 0.4034 公顷、其他农用地 0.1533 公
顷；

梅溪镇榕星村集体旱地0.0279公顷、
园 地 2.3016 公 顷 、城 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
0.3865公顷、未利用地1.0158公顷；

使用国有交通运输用地0.2936公顷、
其他土地1.0142公顷；

以上共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7155公
顷，使用国有土地 1.3078 公顷，合计征收
（使用）土地68.0233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大溪村、大

箬村，梅溪镇北溪村、樟洋村、榕星村土地
部分补偿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及耕地的青苗补偿费）:耕地（含水田、旱
地）每公顷 50.7 万元（折合每亩 3.38 万
元）、园地每公顷29.25万元（折合每亩1.95
万元）、林地每公顷 11.7 万元（折合每亩
0.78 万元）、其他农用地每公顷 11.7 万元
（折合每亩 0.78 万元）、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每公顷 2.925 万元（折合每亩 0.195 万
元）。

东桥镇安仁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计柒拾肆万零陆佰叁拾叁元整（740633
元）；

东桥镇大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柒拾贰万捌仟叁佰捌拾壹元整（728381
元）；

东桥镇大箬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柒拾万陆仟壹佰贰拾壹元整（706121
元）；

梅溪镇北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壹仟零叁拾玖万柒仟贰佰壹拾肆元整
（10397214元）；

梅溪镇樟洋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伍拾伍万柒仟零捌拾陆元整（557086
元）；

梅溪镇榕星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壹拾叁万贰仟伍佰陆拾肆元整（132564
元）；

国有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叁万捌
仟贰佰伍拾叁元整（38253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
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农业人口安置办法：社会保障安
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
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
有不同意见，请于2017年12月15日前以
村委会（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
书面形式送达闽清县国土资源局。自本
公告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被征地农
民有权以书面形式就本征地补偿费标准
和安置方案向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听
证。公告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
组织实施。

联系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用地科
联系电话：22334346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4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闽江水口水
电站枢纽坝下水位治理与通航改善
工程土地征收实施方案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闽政文
[2017]266 号）。现将征收土地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单位、项目、用途
（见附表）。

二、征收土地位置（见附表）（具
体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 1：500 宗
地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土地

位于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大溪
村、大箬村，梅溪镇北溪村、樟洋村、
榕星村，按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执
行；具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闽清县
人民政府同意后，由闽清县国土资源
局另行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清县人
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四、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
员采用社保安置等办法进行安置。

五、涉及上述征收范围的原土地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证书
将直接予以注销。

六、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涉及
上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

权人，应持相关文件到所在村委会办
理补偿登记，被征收土地范围内不得
改变地类、地貌，严禁在被征收土地
范围内抢种植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
突击性水面养殖，违者一律不予补
偿。

七、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单
位应当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进行补偿，征地补偿费用不得截
留、克扣、挪用，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及相
关权利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闽政地
[2017]266 号文）征收土地决定有异
议的，可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60
日内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八、公告期15天。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4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7〕13号

拟建设
项目名称

闽江水口
水电站枢
纽坝下水
位治理与
通航改善

工程

合计：

用途

公共
设施
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4.199

3.5197

1.1652

2.8661

3.7318

51.2337

1.3078
68.0233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0

0

0

0

1.3078
1.3078

集体

4.199

3.5197

1.1652

2.8661

3.7318

51.2337

0
66.7155

权属
单位

东桥镇
大箬村

东桥镇安
仁溪村
东桥镇
大溪村
梅溪镇
樟洋村
梅溪镇
榕星村
梅溪镇
北溪村
国有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4.199

3.5197

1.1652

2.8661

3.7318

51.2337

1.3078
68.0233

耕地

0

0.4541

0

0

0.0279

9.501

0
9.983

林地

0.5981

0.0022

0.8372

0.4034

0

1.8142

0
3.6551

建设用地

0.1359

0.0088

0.0429

0

0.3865

0.7209

0.2936
1.5886

其他农用地

0.0231

0.0893

0.2851

0.1533

0

3.4799

0
4.0307

未利用地

1.4332

2.0948

0

0

1.0158

20.922

1.0142
26.48

园地

2.0087

0.8705

0

2.3094

2.3016

14.7957

0
22.2859

附表：闽江水口水电站枢纽坝下水位治理与通航改善工程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采采 摘摘 王大铿王大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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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
白云古刹立千年，御笔赵昀石板镌。
修竹茂林绕佛殿，清新空气诱人前。

七绝
红菇林秀游人醉，蜜柚香甜吮指求。
水碧山青空气好，天蓝地绿性怡悠。

词：采桑子
红菇林美骚人醉，蜜柚无边。蜜柚无边，硕

果香甜品貌妍。
山青水秀云天淡，空气新鲜。空气新鲜，生

态宜居益寿年。

白云寺•红菇林
诗、词吟

○ 黄 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