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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顶岩（又称王溪仙）位于省璜镇和平村境
内。《闽清县志》载：“鹤顶岩在九都四甲（今和平
村），岩有巨石，突起如鹤髻，故名鹤顶岩。”

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登上几十级水泥台阶，
顿觉清风习习，没有了秋燥的烦恼；举目四眺，
远山、近树、村景、溪流尽入眼底。但见山似围
屏，重重叠叠，面向鹤顶岩朝圣般的顶礼膜拜；
梅溪如一条白色的飘带，扑面而来，与佳垅溪汇
合后向东与岭里溪聚而北去，形成一个完整的

“工”字；田畴阡陌尽在“工”字内蜿蜒；环顾左
右，林木森森似护栏将两座寺观围在中间，更显
庄严有加；右边一棵二百八十多年的古松姿态
酷似黄山松，躲进树丛人不识，有待他日现真
容；透过叶茂枝繁的缝隙，山下，微风吹拂岭里
水库一角，波光粼粼，浮光跃金；群山环绕的省
璜小平原，亭台楼阁，各具风采；山村如洗，云淡
风轻，鸟鸣翠谷，景象祥和，好一幅水墨丹青的
山水画卷。有诗赞曰：其一，崔巍鹤顶耸奇峰，
俯瞰山前翠几重。兰若个中开幻界，白云深处
数声钟。其二：闲从鹤顶叩禅关，风景清幽极目
间。竟日徘徊捐万感，仙居何必觅蓬山。

鹤嘴下方的观音殿，四合院建筑，恰似一本
厚重的书籍，这就是传说中的“白鹤衔书”的风
水意象，保佑多少文人学子举步登科；入得殿
来，便见观音菩萨端坐正中，左供伽蓝尊王，右
供长眉祖师。而正殿厅楣上的匾额，写的却是

“福生无量天尊”，令人费解；鹤嘴上方的大殿供
奉的是七星仙娘，道家文化中王母娘娘的七个
女儿，端坐龛中，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左边供
奉五福仙公，右边供奉福德正神。此乃八、九、
十都信众心中的“妇女儿童保护神”，凡名字中
带有“仙”和谐音“先”等及“道”字的，一般都是
仙娘谊子。殿后，一方天然巨石紧挨殿墙，与殿
浑然一体，参天古木之下，却如鹤髻一般，巍峨
耸立；两座大殿，皆为现代仿古建筑，一道一佛，
所供神明，“天地君亲师，佛道神仙女”，呈现了
宗教大一统的理念，表述了天下大同，一家和睦
的美好愿望。那么“福生无量天尊”是何意？那
是道教对观音菩萨的美称！

当你置身于仙境一般的超然境界中，香烟
缭绕，不时传来鞭炮声和时而伴随着阵阵抽签
声，香火之盛超乎寻常。

王溪仙崇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崇祯年
间，省璜全境（八、九、十，三个都，含今池园仁
周），凡正月初一至初五，信众都会来此烧香祈
求一年平安；七月十四仙娘圣诞日，摆供品、办
宴席，更是一番热闹，许多在外打拼的乡亲也会
赶回来。因为王溪仙签诗特别灵验，可以指点
迷津，可以预测未来，与众不同的是，它只有五
言四句的四十条灵签。其他寺观多是七言四句
五十条、六十条乃至一百条灵签。关于王溪仙
签诗，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

清朝同治年间以前，王溪仙还没有签诗，和
福清石竹山一样的祈梦。时有省汾下山洋（今

属省璜村）秀才王龙光欲往省城乡试，便来鹤顶
岩祈梦。梦境中，但见自己在举一石锁，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石锁仍纹丝不动，这时飘然而至一
美丽姑娘对他说：举之不力，求吾何益？一梦醒
来，浑身汗渍而八字箴言字字犹在耳。顿悟：科
考之道，自身之力；自己不努力，求仙有何用？
于是返家励志攻读，终在同治九年高中王斌榜
举人。

中举后，王龙光先生来鹤顶岩叩拜谢恩，又
在昏昏中入睡，见仙娘嘱他：诗为实，梦为幻。
醒来顿感文思泉涌，四十条灵签一气呵成；续写
四十一条时，搜肠刮肚仍感枯竭，所写也不尽人
意，就此作罢。遍阅四十灵签，签签有玄机，都
含正能量。求签人必是在遇困时求解难题；向
往时预测后果，那七星仙娘的四十灵签就鼓励
你，依靠自身努力，求得他人帮助，定能越过坎
坷，走向成功。笔者信手撷取几条与君共尝：第
一签，洞口桃花发，朝朝一露华，蓬莱分岛种，红
艳冠群葩。本签的玄机字在“种”，不“种”哪来

“红艳”？这是上签；第七签，好笑真好笑，钓鱼
竟遇蛇，虽然能入手，安得不放它。玄机在于

“放”，人能拿得起放得下，那也是一种修养，这
是下签；第三十八签，去者似无去，来者将复来，
劝君勤本业，切莫欲偷闲。玄机在于“勤”，脚踏
实地的勤，千万别偷得浮生半日闲，那将一事无
成，这是中签。自此，王溪仙签诗灵验传遍七乡
八里，求签者络绎不绝，香火长盛不衰，信众遍
布闽清、永泰、尤溪乃至福州、南平等地。

追溯王溪仙历史，自明崇祯年间乡人因岩
之曲折高下构亭两座到清康熙年间里人俞鹏、
俞有英等共舍田百亩以充香灯（鹤顶岩碑誌
载），为第一波发展鼎盛期，以后随着朝代更迭，
历尽兴衰。上世纪“史无前例”时，脑筋狂热的
造反派出身的塔庄公社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和
一个常委，带着一群人以破“四旧”之名将两座
寺观夷为平地丝毫无存，这是王溪仙史上最大
浩劫。

说来也怪，事后副主任大人就得了一种怪
病，延医服药不见效果，有人斗胆提醒，是否得
罪王溪仙？其妻便备香烛炮沿石阶一阶一跪
拜，求仙娘宽恕，如此三往，怪病虽消失，但心悸
症却也永远地种下了。而那位常委大人，据说
晚年生活也颇受折磨。因果报应固然有浓厚的
宗教迷信色彩，但是那帮人肆意践踏党的宗教
政策，残忍毁灭寺观的野蛮行径，惹天怨人怒，
也是罪有应得！

倏然间，夕阳已然西坠。金光映照下的红
墙碧瓦，虽然是仿古现代建筑，但仍不失古刹风
范。王溪仙境、鹤顶岩上，有如诗如画的风景令
人陶醉；有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普渡众生；有威
灵显赫的七星仙娘的福荫庇佑；还有王龙光老
先生的生花妙笔和久久不衰的美丽传说。那百
年古松正伸出劲干虬枝，欢迎远方的朋友来仙
境一游。

如诗如画鹤顶岩
○ 邱 祥

闽清尤溪二县，同为闽中近邻。昔有古道相连，约修于宋
时，长百三公里。自尤邑东部，汤川之山兜，入梅邑西隅，十四
都宝峰，再云际上演，分南北二线。北线经十七都、二都，入县
治梅城；南线过东坑，翻后门仙山，下继善岭，跨洞灵桥，至闽清
腹地十五都、六都。其间，梅溪之畔白汀，乃南线
古道之枢纽，除陆路四通八达外，乘舟午 船
循梅溪，可溯行上游，能顺流县城，乃
至闽江溪口。白汀故为交通要地，
曾设驻军警备关卡之“塘汛”，以
维持治安，亦防范匪寇。旧
时，尤东半县，物畅其流，人
走四方，此为主道。洞灵桥
头，开设饭店客栈，留下地
名“饭店坪”。文儒朱熹，
故里尤邑，曾数度过南线
莅梅，广济岩留手迹石
刻，如“溪山第一”，如“振
衣”崖刻。时至1949年秋，
数万解放大军，自尤入梅，
取道南线，首略闽清腹地，再
取县治梅城。略略史迹，可见
南线地位之重要，可窥斯时古道
之繁荣。

至今，闽尤古道（南线）继善岭，长约

2公里，有幸尚存，完好如初，保存善也。路沿山谷，顺势而布，
路旁古树老藤掩映，疏朗阳光如射，鸟鸣啁啾，涧水潺潺，风景
善也。路面山石铺就，晴雨两便，经久耐磨，石面光亮，可见久
远，时光善也。铺石就地取材，大者如磐，小若碗大，平平挨挨，

自然古朴，此工善也。古道文化遗存丰富，片石为瓦
小庙宇，原始而简朴，“嘉庆辛酉”青石炉，精致

而翔实，插草为香，祈求平安，此愿善
也。路面两处石刻碑记，详载捐修古

道情况：一曰“宝峰首座僧章达捨
路十丈”，一曰“宝峰院僧章达谨

捨分铺云際岭头路并此路共二
百一十丈壬寅冬陈志记”，可
读可鉴，品味深远，此行善
也。古道两旁，旧时有民居
老屋，散落其间十余座；时
过境迁，今虽成残垣断壁，
似可闻施茶留饭声声，此俗
善也。至山顶隔门，有村民

建“隔亭”，“11”墙并立，“人”
字瓦覆顶，内置石座，对面双

排，可避风雨，可藉歇息，此民善
也。善之连连，是为继善也。

悠悠古道，意味深长；后人重走，
知往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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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3日，农历秋分。天高
云淡，秋风送爽。“生态梅邑·丰收共
享”—— 闽清县首届农民丰收节活动在
金沙镇广峰村举行。当晚，在农民大联
欢庆演现场，2018 年度闽清县十佳“最
美农民”评选揭晓并予以表彰。在

“2017中国·福州橄榄节”鲜食橄榄鉴评
会上荣获鲜食橄榄（甜榄）“金奖”的姚
新建，又荣获闽清县“最美农民”称号。

姚新建何许人也？他是闽清县梅
城镇城关村农民，闽清橄榄种植带头
人。

（一）
闽清是中国著名的橄榄之乡。闽

清橄榄不仅种植历史悠久，而且品质上
乘。特别是闽清的“檀香”橄榄，以其清
脆、嚼后回甘而早就风靡上海、江浙和
天津等地，并成为历朝历代的贡品。据
说，三国时期吴国太和大乔、小乔都曾
品尝过闽清的“檀香”橄榄并赞不绝
口。过去老上海人对闽清“檀香”橄榄
尤其钟爱，每到年关，各家各户都要买
上几斤，并装在玻璃瓶里，用以招待亲
朋好友。在上世纪50-70年代，闽清人
到上海办事，只要捎带上斤把闽清“檀
香”橄榄给大家品尝，办起事情来就显
得格外顺畅。

姚新建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期，1973年高中毕业后随着“上山下乡”
大军回乡务农。他出生在城关村，成长
在城关村，他对家乡的橄榄，对家乡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家乡的发展变
迁，不仅都能如数家珍，而且永生难忘。

梅城镇城关村自古盛产雪柑和橄
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闽清城关地
区的梅溪畔、闽江边、公路旁，到处都是
水桶般粗大的橄榄树，其树龄少说也有
上百年历史。1982年，省绿化闽江工作
会议在闽清召开期间，省委书记项南倡
导闽清人民开展“人种一株橄榄”活动，
会后还亲自到城关村北清坑（八正庵）
种植10株橄榄，并由此掀起了改革开放
后乃至新中国建立后闽清第一次大种
橄榄热潮。虽然，目前在闽清城关地
区，昔日的果园早已不见踪影，但过去
城关梅溪两岸众多高大的橄榄树依然
深刻在城关人的脑海中。老姚至今尚
清楚地记得，在他孩提时代，每年冬季
严霜过后，他与其他毛孩子一起，总会
隔三差五地到城关村梅溪岸畔坡地上
的橄榄园里，用石块去撞落村集体采摘
之后遗留在树丛中的橄榄。他们把小
石块抛向高高的橄榄树巅，每次抛掷，

随着石块的滚落，大多也都有收获，都
会有一二个青橄榄从树上落下。于是，
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把落在地上的青
橄榄拣起，稍稍擦一下泥土，就往嘴里
送。老姚说，可能由于那时的孩子特别
嘴馋，经过严霜烤打后的青橄榄，在孩
子们嘴里显得是那样的清脆和香甜。

闽清橄榄既可鲜食又可加工。“檀
香”榄及部分口感好的“长营”橄榄，采
摘后直接销往上海、江浙一带，其他口
感稍逊的“长营”“惠圆”“自来圆”“檀
头”“羊矢”等橄榄，则送往加工厂加工
成橄榄蜜饯。中国最大的鲜食橄榄市
场是在广东潮汕和福建莆田。改革开
放后，虽然闽清橄榄的产量在逐年增
多，但由于每年都有众多的广东、莆田
客商直接来梅采购，橄榄销售市场却越
来越好。不仅“檀香”橄榄供不应求，其
他过去只供加工用的“长营”“自来圆”
等普通橄榄，只要是人工采摘、品相稍
好的，也都是“初一红帽”-- 非常抢手，
并都能卖到好价钱。

闽清橄榄极具优势，继续发展大有
可为。1994 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又一
次号召全县人民继续广种大种橄榄，闽
清再次掀起种植橄榄热潮。城关村党
支部、村委会积极发动村民利用荒山坡
地种橄榄。自小就在橄榄树丛中长大
的姚新建，早就想作橄榄文章，利用橄
榄干一番事业。于是，他便与村中其他
50多户村民一起，在城关白石坑、炮台
山、塔山、下虎啸等地一二千亩荒山疏
林地里种上了橄榄，其中姚新建自己于
1994～1995 年在闽江岸畔白石坑地方
开垦荒山 100 多亩、种植橄榄 1000 多
株。

自此，老姚就与橄榄结下了不解之
缘，并与橄榄荣辱与共，相伴至今。

（二）
好的橄榄品种都是嫁接出来的，实

生苗种植的橄榄树具有变异性。
“桃三李四橄榄七。”橄榄栽种七年

才开始初果。橄榄从种植到结果时间
较长。过去传统嫁接，都是在橄榄盛产
后看到品种不好才进行嫁接换种的。
改革开放后，为了尽快产出好的橄榄，
闽清农业技术干部曾尝试“小苗嫁接”
法，即对 1 年生或 2 生的橄榄苗进行嫁
接。结果不行，因为“小苗嫁接”的橄榄
树栽种后，根本长不大。后来大家又尝
试在橄榄初果前锯桩（锯主干）嫁接，结
果令人满意。

2000 年，经过五六年的精心管理，

老姚种植在白石坑的橄榄树已长到小
碗粗，正是锯桩嫁接换种好时期。于
是，他便对白石坑1000多株橄榄树第一
次全部进行锯桩嫁接。21世纪初叶，中
国的鲜食橄榄市场最走俏的除“檀香”
橄榄外，“两头尖”黄榄在广东和莆田市
场也非常吃香。据此，老姚第一次锯桩
嫁接，大部分是接“两头尖”黄榄和“擅
香”榄，以及加工蜜饯最佳品种“惠圆”
榄。

然而，世事难料。改革开放的大潮
在推动着闽清橄榄大面积发展的同时，
许多橄榄种植户在栽培实践中陆续发
现了一些鲜食橄榄新品种，如““码头
种”、阿江种”、“阿姜种”、“大个子”、“小
个子”、“灵峰”榄、“2号”榄等。这些橄
榄新品种的共同特点是：较脆、少苦涩
味、微甜。大家都把这类橄榄称之为

“甜榄”。2005年后，姚新建也陆续先后
引进嫁接了这些新品种，但因其品种各
异、口感不同且不稳定，所以仅仅是试
试而已。老姚介绍说，其实当时没有进
行大规模嫁接换种的另一重要原因，是
他的橄榄园里的“两头尖”黄榄刚刚嫁

接几年并正进入盛果期，而且价钱也不
错，如果对其进行锯桩嫁接换种，还需
要四五年时间才会有产量。

优胜劣汰，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定
律。“甜榄”的横空出世，巅复了人们的
观念，严重冲击着鲜食橄榄市场。广
东、莆田来梅客商，寻宝似地到处打听
定购“甜榄”，而且价格出奇地高，每市
斤都在 30-50 元，甚至上百元；原先畅
销的传统的“两头尖”黄榄以及其他橄
榄的价格却一路下跌，从每市斤10多元
跌到只有3-5元，甚至2-3元。与此同
时，橄榄加工市场也亮起了黄灯，许多
厂家因不注意产品质量安全滥用添加
剂而被整顿或破产，并也严重影响了用
于加工的普通橄榄价格，甚至连传统加
工的王牌品种“惠圆”榄都受到影响。
到了21世纪第2个10年开始时，由于一
方面做工工钱的急速上升，另一方面传
统普通橄榄价格又大幅下滑，许多橄榄
种植户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姚新

建也面临着严竣的考验。
鲜食橄榄市场怎么了？“两头尖”黄

榄等闽清传统橄榄品种是外地商贩故
意压价，还是市场确实不畅？今后橄榄
该如何发展？

2010年12月，正是橄榄采摘上市季
节。姚新建等10多位城关村橄榄种植
大户，由村果蔬协会带领，到广东揭阳，
流沙等地考察鲜食橄榄市场。到了那
里，老姚他们大开眼界：水果市场各个
摊位堆满了橄榄，许多地方是“橄榄一
条街”，有批发，有零售，卖橄榄的人多，
买橄榄的人更多，人山人海，如同赶
集。当地人说，他们对橄榄情有独钟，
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吃橄榄，有的
人甚至一天能吃四五斤；逢年过节，走
亲访友，他们最爱带的见面礼是橄榄。
老姚他们看到，口感好的橄榄，在当地
是越贵越畅销。当时潮汕一带刚栽培
出一种鲜食橄榄新品种 --“三棱榄”，
每市斤售价竟高达1200元人民币，不仅
有人买，而且还紧俏。当地的商家还告
诉老姚，他们需要口感好的橄榄，价格
好商量，且多多益善。

从广东考察回来后，老姚坚定了发
展橄榄的信心，明确了橄榄发展方向，
开始向高品质鲜食橄榄市场挺进。

2011年春，老姚对白石坑橄榄园里
1000 多株的橄榄树进行第二次全面锯
桩嫁接换种，除了保留“小个子”、“灵
峰”、“2号”甜榄和“檀香”榄外，其余全
部换接“码头种”甜榄。随后，老姚开始
更认真细致地观察研究周边和他自己
所种植的橄榄，他不仅对不同“甜榄”的
生长特点和口味差异进行认真的分析
比较，还对同一品种“甜榄”的不同栽培
管理对口感的影响进行分析比较。

2012-2013 年，老姚发现，因气温
高，“檀香”榄只开花不结果；“码头种”
甜榄，口感变差，产量也变低；“灵峰”甜
榄、“2号”甜榄和“小个子”甜榄，口感较
好，当时市场最畅销的也是这三种甜
榄。

怎么办？是再次嫁接还是等等
看？面对第二次全面锯桩嫁接换种才

二三年的橄榄园，老姚陷入了沉思。如
果再次锯桩嫁接，还需要四五年才有产
量；如果不嫁接换种，那肯定没有前
途！老姚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老
姚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橄榄高接换种
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为老姚摆脱了困
境。

改革开放以来，闽清有众多有心之
人对橄榄嫁接技术进行不断探索。进
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闽清橄榄高接
换种技术日臻成熟。橄榄“高接”就是
高位嫁接，是在橄榄树小枝上即在橄榄
树较高位置上进行嫁接，不损伤树体，
当年嫁接第二年便初产，第三年可丰
产。这与锯桩嫁接需四五年才恢复树
体、才开始结果相比，优势太多太明显
了。虽然高位嫁接费时费力，需要熟练
的接手和大量的接穗，还要对橄榄树枝
干用茅草或铝箔进行包裹以防日晒，但
这些都难不倒老姚。

2014－2016年，老姚采用高接换种
技术，连续三年又对白石坑橄榄园1000
多株橄榄树进行第三次全面嫁接改造，
淘汰“码头种”，全部改接“小个子”甜
榄、“灵峰”甜榄和“2号”甜榄。

橄榄园大面积高接换种最棘手的
问题是“接穗”紧缺和“接手”紧张。橄
榄树高接换种“接穗”需求量大，每株都
需要数十条“接穗”，最少也要十几条、
多的要上百条；而一个“接手”一天只能
高接100多条接穗，即一人一天只能高
接换种一二株、三五株橄榄树，大株的
甚至1株一人一天还嫁接不完。好的甜
榄，“接穗”既紧缺又昂贵，每穗需要
30～50 元甚至上百元。老姚有上千株
橄榄树，要全部进行高接换种谈何容
易！但老姚自有妙招：一是自己培育

“接穗”。老姚把几年前嫁接引进的好
的甜榄品种做为母本树进行精心培育，
强壮树体 ，多产“接穗”；然后分几年嫁
接换种，今年先嫁接几株做为母本树，
明年扩大嫁接几十株再培育成母本树，
后年扩大嫁接几百株就不愁没“接穗”
了。二是自己学习嫁接。老姚四处拜
师学艺，虚心请教，很快就掌握了橄榄
高接换种技术，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橄榄
嫁接高手。三是与时间赛跑。老姚橄
榄园里上千株橄榄树，除有雇请“接手”
嫁接一部分外，其余很大一部分都是老
姚自己嫁接的。近五六年来，只要气候
适宜，天气允许，老姚就立马上山嫁接；
与此同时，根据近年整体气候转暖趋
势，老姚每年还把开始嫁接时间由春分

提早到立春季节。“今天能嫁接的今天
接，这个小时能嫁接的这个小时接。因
为自己是‘接手’，方便得很。”老姚不无
自豪地说。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2015 年
冬至前后，一股寒流袭击闽清。这股寒
流虽然对闽清闽江沿岸橄榄树体没有
太多的伤害，但对闽清橄榄的品质和产
量却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已
在2016年显现出来：“小个子”甜榄，产
量大降，甚至基本没有产量；此前价格
最高的“灵峰”甜榄，口感也有变异；只
有“2号”甜榄，口感和产量均稳定。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老姚果断
决定：淘汰“小个子”甜榄，扩大“2号”甜
榄，保留和调整“灵峰”甜榄，进行第四
次全面嫁接换种。于是，从 2017 年开
始，老姚又已连续三年对白石坑橄榄园
进行高接换种改造。

（三）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近20年，每株橄榄树四次甚至

五次的嫁接换种改造，老姚白石坑橄榄
园1000多株橄榄树品种日趋优化：2018
年，“灵峰”甜榄占 60%，“2 号”甜榄占
30%，“小个子”甜榄等占10%；2019 年，

“灵峰”甜榄占60%，“2号”甜榄占40%。
老姚准备2020年继续高接换种，并把白
石坑橄榄园的橄榄树种比例调整到：

“灵峰”甜榄占40%，“2号”甜榄占60%。
与此同时，在对橄榄树品种不断进

行嫁接改造的过程中，老姚还极为重视
橄榄园的管理。他特别重视增加绿肥、
增施有机肥和钾肥，从而改良了土壤，
提高了橄榄的品质和产量。

阳光总在风雨后。老姚的辛勤努
力，终于有了初步的回报并展现出强劲
的发展态势：

2017 年，在“中国·福州橄榄节”鉴
评会上，老姚选送的鲜食橄榄（甜榄）荣
获“金奖”。这一年，老姚白石坑橄榄园
采摘甜榄150多担，年收入50多万元。

2018 年，老姚荣获闽清县“最美农
民”称号。这一年，老姚白石坑橄榄园
采摘甜榄300多担，年收入80多万元。

2019 年，老姚白石坑橄榄园，硕果
累累，丰收在望。

老姚对闽清橄榄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他认为，闽清的橄榄产业还在起步
阶段，未来的道路极其宽广。

老姚正在继续努力。他朝着梦想，
披荆斩棘，一路向前。

逐梦橄榄之乡
○吴必銮

当兵成战友，退伍本色留。
砥砺五十年，人生竞风流。

战 友 情 怀
——70.12.18老兵欢聚有感

○ 郑作焕

初日角梅干宿雨，
珍禽声闹苑无冬。
且看波上翔晨鹭，
还坐亭中听睌钟。
犹喜月华同举步，
莫辞风暖送流淙。
如蛟如电双锋舞，
惊落星辰亱气冲。

溪滨公园
○ 刘爱铭





























兔耳山
村前流过母亲河，老妪樟溪赶兔过。
瞳孔游云红一抹，窗笼鸣籁曲千箩。
飞珠叠瀑生虹彩，垂蔓交柯织绮罗。
三窟寻常非易得，登巅还望近霜娥。

十八重溪
村前流过母亲河，东麓重溪叠岫峨。
潭映尖峰悬塔影，帆回夜壑乱云波。
垂钩野叟疑姜尙，出水瑰姿遇浪婆。
隔阻难消寻胜兴，缆牵筠筏一轻梭。

五虎山
村前流过母亲河，乍起雄风五虎峨。
脚迈三乡神宇定，气吞二水势威罗。
门狮遥应皆昂首，海汐频来俱伏波。
盘踞东南回望去，浮云总在眼前过。

梅邑会馆
村前流过母亲河，津渡帮洲贾客多。
轩馆堂皇临市埠，篷船络绎载粮鹾。
青砖无语沧桑变，翠瓦留痕岁月磨。
朱漆万侯销旧号，直街三保又嵯峨。

西禅晓钟
村前流过母亲河，凤落西禅殿阁罗。
宝塔玲珑浮市井，红墙曲屈隔尘波。
晓鸣湖畔仙桡驻，暮诵怡山晷景挪。
万杵僧钟开化后，悠悠长庆寂寥多。

村前流过母亲河
○ 黄维江 七律

澳门廿载回归庆，锣鼓喧天乐不休。
“两制”成功民享福，三生有幸众无忧。
沧桑巨变环球赞，经济腾飞四海讴。
爱国情缘疑聚力，紧跟习总建神州。

词·画堂春
澳门回国廿周年，沧桑巨变无前。民生

富裕治安然，幸福绵绵。
习总关怀视察，表扬处处连连。同心筑

梦竞争先，共谱华篇。

欢庆澳门回归廿周年
○ 黄 胤

（一）橄榄姐
一束青丝扎脑后，榄园察看榄详情。
叶生芽发细研判，培植处方她最行。

（二）橄榄嫂
一髻盘头搭汗巾，榄园耘秽榄遮阴。
几多早出晚归日，方有枝繁叶茂今。

（三）橄榄妹
两丱翘天缠绢结，榄园捡拾榄盈筐。
回归满载心欢喜，时有解馋扬冷香。

（四）橄榄姑
两辫发垂妆彩衣，榄园轻摘榄青微。
芳馨源自人和果，摄影吟诗争入围。

吟诗闽清橄榄节
○ 林洪谋

卓立横斜自放妍，
凌霜傲雪志弥坚。
众芳无处觅踪迹，
疏影有痕留洞天。
不怕痴情成困苦，
只将清气唤诚虔。
报春更把严寒遣，
大地迎新独占先。

咏 梅
○ 陈孝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