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王广兰 电话：22350053 E-mail:mqmcb@163.com

■更多资讯 详见

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
白 岩 山梅 城 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闽清和全国
一样，70 年的风雨岁月峥嵘，70 年的奋斗华章璀
璨。今天，目及之处，尽是青山绿水，春意盎然。那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热闹繁华、美丽的乡村
也不断涌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教人感慨万千。

建国初期，各级党委政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号召全县人民，攻坚克难，改造家园。大家积极响
应，于是，掀起一场轰轰烈烈与大自然拼搏的战役。
人们只用一双布满茧纹的手和一付坚实的肩膀，竟
叫高山低了头，河水让了路。

看吧，我县不仅铺上水泥县道，还通了省道、乃
至高速公路，乡镇之间，村与村都通了水泥路，如今，
人们只要在家门口坐上汽车就可以走南闯北，驰骋
西东，方便之极，可说是空前的了。

本县不少乡镇水力资源丰富。忧国忧民的党委
政府便带领乡民拦溪筑坝，修渠引水发电。上莲乡
炉下溪水电站即于上世纪 70 年代时建成发电。
1982年11月4日，中央首长胡耀邦、李鹏等领导一行
曾视察了炉下溪水电站，尔后，还在各大报纸介绍了
该站的经验，轰动了全国。于是小型水电站遍地开
花，解决了用电难的困境。水口水电站建成之后，电
力更加充沛，全县路灯彻夜通明，如同白昼，日间烧
水煮饭依靠电力代劳，传统的“炊烟四起”的现象已
与其拜拜了，这不但净化了空气，优美了环境，更保
护了生态，如此舒适的生活，人们赞不绝口。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不久，我县亦大抓水利
工程，开展一场修山塘、建水库、开水渠大会战，动员
全县青壮年一起上阵，寒假期间，老师们也积极投身
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战斗中来。工地上热火朝天，银
锄飞舞，挑土的飞奔，推土的板车赛跑，夯锤上下跳
跃，夯歌越喊越欢。几经奋战，终于传来了捷报佳
音。全县先后建成了东洋、岭里、廷洋及葫芦门等水
库，使我县粮食得到了稳产保障。

城关是我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优劣兴
衰，情系全县人民。可是它地处梅溪末端，濒临闽
江。每当夏季来临，闽江水涨，县内山洪暴发，在那
两头夹攻之下，致使城区水漫过楼，市民苦不堪言。
溪流边旁受那洪水冲击后，沉积出一大片沙砾滩，过去由于无能降服洪
魔肆虐，这中心地域给沙滩、溪潭霸占了大半地盘，市民被迫退缩到一段
弯曲的浮头街，一截狭窄的西门街和纵横不及百米的十字街等弹丸地
带，被人耻笑：“小小闽清县，两家豆腐店，街头说句话，街尾能听见”的寒
碜局面。

建国以来，县里也曾有过改造城区的念头，可是缺乏财力物力，只能
作罢。

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改革开放”的国策，激活了神州万象回春，百
业蓬勃发展，财力物力充实，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得到了实现。

闽清的人民可说是比愚公更“愚”，比神仙更“神”。愚公和神仙两者
移山填海的传说只在书中的字里行间，而县城夷山填溪的事实却展现在
世人面前。

人们从没忘记，在将军庙下深度莫测的将军潭，浮头街旁辽阔的砂
砾滩及至濑下坂，高低不平的龙舟墩、西门架，以及过垅坑等地段。改革
开放之后，这些滩、潭、垅、架通通消踪匿迹了，映入眼帘的尽是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认不出那是什么地方，目睹这沧桑巨变情景，怎不令人叹
服。

溪流彼岸的洋桃、榕院、榕新等村的地盘宽广，只因隔溪过渡（洋桃
渡、榕院渡、溪口渡）困难，这些地带变成了咫尺天涯，沦为无人问津。为
了拓宽城区，政府竭力架桥，今天，从潭口至溪口仅10公里之距，建设了
上十座钢筋水泥桥。由于交通方便了，那一派从来冷落的地方，现在也
是一排排整齐楼房街道，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世世代代城关人尝尽了洪灾的苦楚，一见溪洪便是胆寒。近年来这
一心病终于得到了消除，即使是瓢泼大雨，也勿须担惊受怕。一是水口
水电站拦江大坝调节了水量，二是城区防洪堤发挥了威力，使狂奔滥流
的洪水驯服在堤外流泻，不许越堤作孽，市民得到了安居保障。于是吸
引了众多村民乔迁到这里来居住，因而城区也越来越繁荣。

当步入21世纪，21层的世纪大楼拔地而起，接着华侨城、阳光城等
也相继崛起，高楼林立满城，繁荣的景象确是今非昔比。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县委县政府又致力开发梅溪新城。这里面临闽
江，环境更加优越，布局更趋合理，设施更是完善。相信她将成为闽江沿
畔上一座众望所归的华丽之城。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脑际间曾几度泛出《社会主义好》这首
歌中那段歌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
做得到，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永远跟着共产党，社会主义一定来
到，一定来到。”

我们信心十足，豪情满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砥砺奋进，待到祖国期颐之年，定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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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闽清县八都合龙桥以其独特的石墩木构隼桙式

结构著称于世。各志史虽有记载，但规格尺寸、修缮
时间等不尽相同，表述各异。特别是2016年“7.9”特
大洪灾，全县被冲毁了许多桥梁，而处于重灾区的合
龙桥，仍屹立于梅溪上游。人们不禁惊叹古人的构思
前卫，工艺精湛，近年迎来了更多的观光游客。使那
句已经渐渐淡忘了的俚语“八都桥头走过了，还怕你
乃就”（闽清人懂得此话）又开始脍炙人口。于是乎，
有人以道听途说的一鳞半爪，加上臆猜来阐释这句俚
语的含义，有怀古念旧、土匪横行、行善积德等多种版
本，莫衷一是，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在众说纷纭中，作
为生于斯长于斯，粗通文墨的原住民，根据先辈和老
族长等人的口述面授，趁此次编纂省璜镇志之机，全
面考证历史。本着“搜集典故，尊重历史，实地核查，
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撰写此文，敬
献给读者，旨在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古色古香，雄伟壮观的合龙桥是闽清县乃至福州
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石座木质古桥。1985年9月，县
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晋升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省文物局郑国珍局长在 2013 年 7 月 13
日视察合龙桥时作了权威介绍：合龙桥拱架四分之三
制式结构，意外地被省博物院专家发现，这种结构的木
拱桥，人们仅在北宋描绘的《清明上河图》中获取信息，
现实中难得一见的唯有合龙桥，它打破了有关专家说
的四分之三制式结构的木桥将永远定格在《清明上河
图》上的断言。郑局长说：“在福建省第八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申报的专家评审会上，合龙桥获得全票通
过”。

合龙桥成为省璜的地标建筑，也是省璜历史的见
证，更是省璜人民的骄傲，同时也凝聚了海外侨胞的赤
子之心。

她座落在梅溪上游，距桥前方近百米，梅溪与迤逦
而来的下垅溪合龙后向东流去，大小俩溪宛如大小龙
汇合，故称“合龙桥”。解放前省璜称合龙乡。

据碑誌记载：合龙桥首建于宋乾道年间（公元
1165—1173年），毁于元之延佑；重建于明代万历，再毁
于清甲寅之岁；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6年），由里
人郑克承乡绅倡募捐建。此次兴建气宇不凡：以条石
垒于溪中为墩改换原来的木桩，以大杉木组成拱梁，在
桥上构亭。有一段建桥佳话流传至今，并载入马来西
亚王氏华侨族谱之中：建桥尚未竣工，倡导人郑克承寿

期已至，随高哥矮八到阎王殿过堂，判官查看阴阳生死
簿，明确记载郑克承乡绅救贫济困，带头修桥铺路，善
积阴德。当堂给予鼓励肯定并查问有否遗愿？郑答：

“唯合龙桥尚未完工为念也。”阎王爷判决“准你延寿三
年，续修合龙桥，三年后的吉日，封你为永泰城隍（即阴
间知县），即可赴任”。克承步出阎王殿，还记住殿中一
幅对联。往阴间走一趟，阳间已过三天，古代收敛亡人
要过七，何况他虽灵魂出窍，肉身仍温，所以尚未盖
棺。返魂后对联内容还记忆犹新，即令人写下。联曰：
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必有余业，业尽乃灭；为善必
昌，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乃昌。此联今还镌
刻在八都旧街泰山庙和城关台山城隍庙中。三年后的
吉日，郑克承换衣沐浴，坐化升天。人们见到天门洞
开，衙役成群，鼓乐喧天，迎接郑到永泰城隍庙上任。

合龙桥经受历年风吹雨打，烈日暴晒，霜雪凛冻，
杉木腐朽，桥身摇摇欲坠。民国十八年（1929年），乡绅
王日新等向南洋侨胞劝募，合龙籍海外侨胞受郑克承
修桥佳话影响，秉承先辈爱国爱乡传统，慷慨解囊，纷
纷出资。这次重修在原墩、原堍上各加高七尺（就此七
尺，避免了“七九”洪水的灭顶之灾），中间桥墩插入溪
中，迎水面设计为尖三角护墩，用以抵御洪水和木头、
杂物的冲击。桥拱、桥亭全部拆旧建新，聘请本乡木匠
名师邱震发携其子仲其为领军人物，拱架设计用大圆
杉木构成，桥的东孔跨度14.6米，西孔跨度12.5米，在
木质古桥中，宽度之大，实属罕见。每孔为五节拱骨，
交措搭置，纵横相架而相互承托，形成坚固独特的四分
之三制式结构的桥拱，再用规格大杉木纵向并排为梁，
用厚杉木条横向并排为桥面，再铺上“三合土”路面，成
为二堍一墩二孔木拱廊桥。全长39.5米，宽4.5米，桥
面构亭，亭高3.8米。屋顶为单檐硬山顶，青蓝砖瓦覆
盖，中脊有4个，燕尾形装饰，中镇葫芦刹。桥两端各
有一扇火焰式封火墙，封火墙帽均为燕尾翅。

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动乱时期，原塔庄公社某
些领导以破“四旧”名义计划拆毁合龙桥，取其大杉木

做为它用。乡人一面推德高望重的乡贤与那些领导尽
心斡旋，一面求援于海外侨胞，马来西亚合龙籍同乡会
联名致信国内各级革委会。多方压力下，拆毁合龙桥
的计划被叫停，避免了合龙桥被毁的噩运。

风雨岁月，天灾人祸，七十年末，大桥又见损坏，桥
亭廊柱倾斜，封火墙基松动，中墩基座受损，大桥面容
恹恹，当时家乡经济尚未腾飞，修桥仍有较大困难。

80年代，改革开放后，侨胞频频回乡探亲观光。德
高望重的省璜侨联会主任卢文年先生善抓机遇，屡屡
陪同侨胞徜徉合龙桥观光攀谈，他适机婉言向侨胞求
助大桥修缮事宜，得到侨胞热情支持，他们回南洋后公
推高龄德厚的王仰华先生负责劝募，筹集巨款汇回。
1981年大桥得以再次大规模修缮。木部聘请当年名师
邱震发之孙邱景祥、邱友祥主持，他们以匪夷所思的工
艺，将已向东边倾斜的十一排廊柱及两根门柱全部拉
平扶正，祖孙三代修桥传为美谈；两端封火墙拆平重
建，由本地名石匠邱其天主持，墙基以条石代替原有的
杂石，干砌勾寄，严丝合缝，高出地面3.2米，堪称其天
师从艺一生的巅峰之作。泥水部分由炉前名师傅心昌
主持，砖砌墙体厚度达0.5米，中墩基座用条石混凝土
加固，屋顶砖瓦全部重修，用白灰水泥寄缝砌脊、扎口，
修茸后的大桥焕然一新。

在合龙桥的东端，有卢文年先生向著名书法家沈
觐寿求取的墨宝“合龙桥”题字，苍劲有力，为“合龙桥”
平添一道风景，登上东边12级的石阶进桥，西端竖着
碑志和乐捐碑，向南北两边各有23级石阶下桥。

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政府拨专款，本着修
旧如旧的原则再次修缮，慕名旅游观光客纷至沓来，且
不厌其烦地重复玩着“八都桥头难走透”的遊戏。其规
则是体验者必须自觉紧闭双眼，在黑暗中平展双手，一
次性直线行走，不碰廊柱的摸到桥亭西端石碑处为胜
者。据悉能走透者十仅一二。许多游客更对：“八都桥
头走过了，还怕你乃就（粗话，闽清人懂得）”产生兴
趣。欲知其中典故，请看“合龙桥史话”（下）。

合龙桥史话（上）
——合龙桥的建造、修缮与保护过程

○省璜镇志编纂委员会 王胜燕 邱祥 苏诗章

三叠井
村前流过母亲河，三叠听泉入涧阿。
瀑落岩崖传雅韵，漪生潭井送清波。
春秋昙石文明曲，南北鸿鹄物候歌。
婉啭高山弦不绝，知音仰止叹峨峨。

闽都民俗园
村前流过母亲河，昙石为邻闽俗罗。
百亩闲田新赋予，千般缩影好周摩。
青童初历玩稀罕，白首常游忆许多。
妙对丹楹宽眼界，登楼却见寓楼峨。

昙石山遗址
村前流过母亲河，昙石山头叠压多。
一片遗墟惊内外，诸方学者费舟轲。
釜壶情系西周土，蛤蜊魂归海峡波。
器物洗磨重谛认，先朝谱注闽台歌。

旗山与鼓山
村前流过母亲河，门户相当左右和。
山麓翠旗招万佛，云岑石鼓动千阿。
涌泉趺坐禅扉启，瀛海重生劫难磨。
僧诵金经民颂世，安谐恰是盛时歌。

棋盘石
村前流过母亲河，飞落棋磐嵌翠阿。
楚汉争雄终壑谷，将兵亡命始干戈。
青童局面方力敌，樵父身旁已烂柯。
昨日进山逢旧手，几盘先胜几盘和。

冬 日
村前流过母亲河，数点寒鸥立野莎。
罜网筛风桡楫静，纤鳞隐水墨鸦驼。
桅旁日落生蟾影，舢首星沉破晓阿。
追剧曲蹄埃派里，宫廷是夜又笙歌。

村前流过母亲河
○ 黄维江

一个网友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篇她读高中
的女儿写的文章，说是让我帮她修改。我仔细
地读了几遍，属于心灵鸡汤类的内容，网络上常
见的关于人生，奋斗，瓶颈，命运的话题。平时
我不常看这些文字，心灵鸡汤，喝多了容易上
火，容易走火入魔。但是，一个高中女生对人生
会有如此透彻的认识，我倒觉得挺难能可贵的。

于是，我便回复她：“心灵鸡汤呢，挺好的
呀，孩子有这样的认识很难能可贵，这些东西要
把它记录下来。”至此，对方无话，我也就没有再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第二天晚上，朋友回复了一句：“有哪
些可以修改的地方呢？”没有任何问候语乃至连
称呼都没有，仿佛这话茬是刚刚才讨论的，自然
承接。我也没在意这些，只想着估计这人平时
太忙，手机没放身边，习惯了跟人说话有一搭没
一搭的。我依然满腔热情地招呼她：“不是所有
的文字都需要修改，每个人的内心独白都是别
人无法参与的，就让它这样美好的存在，原汁原
味的存在就好。”谁曾想，我的热脸再次贴上了
冷屁股，我诚恳地给了她这句话后，对方又消失
了，哪怕一句“好的，谢谢！”都没有。

或许，因为我平时也很忙，或许，因为我对
这些人和事也没那么敏感，总之，她没再吱声，
我也就没再言语了。

谁曾料想，又过了一天，这个微信号再次发
来了一条信息，但这条信息让我明白了原来之
前跟我说话的不是我网友，而是她的孩子。信
息上这么说：“谢谢您，郭老师。这是小孩发给
您的，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说实话，前些天孩子
发来的那篇小文如果真出自她之手的话，我倒
觉得这孩子是很有思想的，面对孩子我永远都
没有脾气，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我
也忽略了她其实是有所欠缺的。

我依旧满怀热情地回复了我的朋友：“孩子
想让我们肯定她，她真的很棒，是个很有思想的
一个孩子，让她多写，把自己的这些智语灵光都
记录下来，会对她今后起到很大的帮助的。”一
样的情况，我回完，对方又消声匿迹了，我都怀

疑对方有没有看我的回复。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我是不会注意到这样

的一问一答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偏偏，孩子又来
了。

墨尔本时间凌晨0：15，孩子又用她妈妈的
微信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老师在吗？投稿梅城
报需要什么样的文章？”这条信息我是第二天早
上才看到的，面对别人因为不知道我与他们有
时差而造成的延时回复，我一般都很内疚，“你
好，因为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差，所以都没办法
及时回复，不好意思。只要是面向大众的文章
都可以的，没什么具体要求。”我在看到信息的
第一时间回答了她的问题。

她的再次“搭理”已经到了下午时间了，依
旧一句：“老师在吗？”“你好！”“老师，投稿梅城

报有内容限制吗？”“你可以去试试，没什么限
制。”“老师，帮我看一下这篇可以吗，昨天写
的。”随后，她发来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跟之前她发给我的心灵鸡汤相
比，无论在结构还是文采上都逊色许多，而且有
些文不对题，重点没突出。我看完，给了她意
见：“题目叫《让自己成为品牌》，更多的重点应
放在如何让自己成为品牌，前面的那么多阐述
和引用应该为中心服务，有品牌和没品牌的学
子在本质上的区别应该多加以分析。”“那是应
该改题目还是内容？”“内容还要丰富一些。”

之后，她没再和我讨论究竟文章该怎么改，
她问了投稿方式以及稿件投出去多久才能回
复，我一一对她做了回应。最后她来了一句：

“我干脆标题改掉好了，这样文章就不要太大改
动了！那我标题改成什么比较好？如果按现在
这种内容？”看来，她想走捷径，而且，她找我也

并非真正想问作文怎么写，该如何提高作文水
平，她想让我直接帮助她达到目的，现在她的目
的就是想投稿成功。一下子顿悟的我不再有求
必应了，此刻，我觉得我的态度有点冷：“你自己
想吧！”

真正把我噎着，让我如鲠在喉的是她的最
后一句话：“老师……那个……你原来的稿费多
少呀？”话后做了个调皮的表情，在我看来，那个
表情里充满了市侩气。至此，我对她的印象一
落千丈。本来是想严肃地告诉她，我最初在梅
城报发表文章的时候是不知道有稿费的，而且，
在七九洪灾期间，我写了很多文章，我主动跟主
编说不要稿费……但最终我没说这些，只生硬
地回了一句：“不要带着目的去写作！稿费不是
重点，重点是你要这个平台！”

女孩没有再回复了，我不知道她听没听懂
我的话。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件事，让我
深深地叹息了。我们经常在面对学业优秀的孩
子时都很宽容，似乎只要他（她）学习好，那其他
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包括品格，包括习惯，
包括待人接物要礼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可以
退而求其次。孩子恃宠而骄，久而久之，便觉得
所有人为他（她）服务都是应该的，对他人的付
出没有任何的感激之情。在对这个女孩的态度
里，我就是因为听她母亲说孩子很优秀，所以我
才纵容她一次又一次的无礼问话，最后造成了
给自己添堵的结局。

另外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是一个孩子为什
么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写作文对于一个学生来
说是她的日常课业，其实，她的文章大可以给自
己的老师去评改，她为什么要找我？或许，她是
想得到我的肯定，抑或许，她一开始就是想通过

我投稿，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她是真的喜
爱写作，那都值得鼓励，都要支持。但是，前一
篇鸡汤文显然不是她的文字，而后一篇又太多
拼凑，如果她请教我是为了提高作文水平，她投
稿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肯定，那我一定会尽心竭
力地去帮助她的。结果，她不问文该如何修改，
却问了一句“稿费是多少？”

孩子，你就一定能保证自己的文章会被梅
城报采用吗？你的文章题目叫《让自己成为品
牌》，而你要靠什么资本让自己成为品牌，然后
让别人承认你是品牌？在此之前，你要想的是
我该如何努力，而不是想我成为品牌后价值几
何。

或许，不该怪孩子，是社会，是父母让孩子
变得功利了。从小到大，我们都想让孩子在人
群中脱颖而出，成绩是家长衡量孩子好坏的最
重要标准。在中国，大多数家庭对于孩子教育
抱着的理想都是“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在如
此核心思想的长期指引下，孩子该如何保持一
颗纯净纯粹的心？

叹息之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的一
对父子。这是我在香港飞往墨尔本的航班上巧
遇的人，他们跟我同一排座位。这父子俩长得
非常帅气，孩子约摸八九岁光景。他一坐下就
拿了个口香糖问我要不要吃，非常的彬彬有
礼。在与他父亲的闲谈中我了解到他们是广州
人，单亲家庭。这个父亲每逢节假日都会带孩
子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据他说，孩子小小年纪，
但已经去过很多个国家了。可以看出，孩子的
父亲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说他今年带孩子
来墨尔本就是希望他能喜欢上墨尔本，而后等
到孩子大一点就送他来这儿留学。最后他说了
一句：我的孩子是个吃货，特喜欢吃，我想他如
果以后能做个厨师就好了，一方面饿不着自己，
另一方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就这样简简单
单，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多好！

是啊，让孩子简简单单，快快乐乐，不争名
夺利地过一辈子，多好！

孩子，你要问的不该是稿费
○ 郭娟妃

炉边厝览缕回看，精雕棂梁。彩绘花
墙，雅韵迷人让惝徉。

文昌宫见更凝目，贤士流芳。学子书
堂，值得传承并发扬。

采桑子·樟洋古厝
○ 林洪谋

诗书苦读知识富，田地勤耕硕果多。

千古精耕传美德，今朝勤读蔚成风。

祖辈农耕兴禹甸，新时勤读创文明。

细作精耕农户事，深思苦读孔家风。

诗书饱读经纶腹，田地勤耕稻菽仓。

沃土不耕无果实，差生勤读有文凭。

折 枝
（以“耕读”四唱）

○ 苏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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