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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梅 城 报 白 岩 山
引言：癸卯兔年正月十四，与亲友践立春

之约。缘山而上，沿途樱花成片，茂林修竹，
溪涧清音，有世外之韵。行复万米，忽见盆
地，有桃花林，落英纷卜，怅然羽落，然枝梢芽
绿，桃花衔珠，见之犹怜。复前行数里，至上
丰。雨濛四野，雾笼村宅，依稀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忽现一小径于道右，初略陡，复行数
百步，豁然开朗。一谷之地，云雾稍霁，有一
人家，背倚青龙，四面拥翠，更有千株桂树，映
带左右，若夫金秋时节，树树红妆，香透百里，
此人闲桂花落胜境也。群客至，主殷勤，烹粉
蒸肉作食，言谈宴宴，客醉闲适，共相陶然，时
之犹滞，不知山外光阴。

初见上丰，她隐在茫茫白雾之中。
临行前一晚，缠缠绵绵的春雨，让我担心

着期待已久的行程是否会落空，东道主的一
句“雨趣堪赴”让我顿生一股“也无风雨也无
晴”的豪气，纵使“竹杖芒鞋”，也要踏青寻
春。可谓：“长夜寒雨寥落，唯恐踏青将误。
试问惜春人，却道雨趣堪赴。探路，探路！山
野无界深处。”

上丰村位于梅樟两县交界处，可望见尤
溪山麓，地势的抬升使其三面环山，处处为林
竹所覆盖，的确称得上是山野深处了。也正
是位置之“深”、树木之“森”，加之沿途樱花、
桃花引路，进入上丰，宛若向着桃源漫溯
而来。

春雨给山野带来了浓浓的白雾，进入村
子，如行在白纱帐底下，无法一眼看清其面
容，我们沿着农田边的机耕路绕行，一边用脚
步感受上丰的阡陌雨软，一边听着东道主娓
娓讲述家乡故事，和着眼中的朦胧图像“拼
图”上丰风光，构筑心中的隐世风貌，隐然有
叩响桃源之门的神秘与庄重感。

再见上丰，是数月之后，为着弥补前番雾

里看花、临而未详之憾。这一次阳光明媚，上
丰大大方方地展现在我眼前，那清新的田园
风光，那沾染了岁月光阴的古厝，一一与我们
对视，任由我们好奇打量，仔细品味。

坐落于村中心的孔华厝，建于清乾隆晚
期，由孔华公所建，故而得名。孔华公于建房
同时，种下了一棵桂花树。历经两百多年的
风霜，桂花树长成了苍苍古木，岁月不曾压弯
了它，仍是生机盎然，主干挺拔，如擎天绿

“伞”。桂花树旁有个方形的池子，如今虽已
干涸，但故事仍然隽永。这个池子是用来造
纸的，村里生长一种苦竹，用以制纸，自带的

“驱虫剂”让书籍得以更好地保存。专门腾出
一块地造纸与古厝里设有文武厅的安排，让
我窥见这户人家的书香传世之韵，桂树是否
也承载着孔华公对子孙“折桂”的期许？厝四
周围有矮墙，护卫家院的同时挡不住望眼。
目光越过矮墙：不远处广场上村里的妇人们
正热热闹闹地排练着节目，远处的山温柔地
拥抱这个村子，一时间像是穿越于时光隧
道。百年前厝主人也这般地站在这里，双手
笼袖，望着青山翠峨，一边嗅着沁人心脾的桂
花香，一边听着子孙们或庄重入神，或热气腾
腾的读书、习武之声，这是怎样的一份悠然、
怡然？孔华厝繁衍子孙四百多人，旅居马来
西亚一百三十多人，亭亭如盖的桂花树或许
已成为在外的一代代子孙心中的一轮圆月，

与老厝一道沉淀着时光与乡愁的幽深。
与孔华厝对望的是下新厝，建于清乾隆

三十年。下新厝为双层结构，楼层较低，可见
当时就已人丁兴旺，往纵向争取空间。相传
早年有一个木匠路过，借宿后将工具寄存该
厝，却再没来取走。久之，下新厝族人便将这
些工具拿来鼓捣，居然摸索出细木制作技艺，
自此代代相传，且个个工艺精湛，用巧手打造
起这片宏大的老厝和传世的工匠之家。

下新厝又称舀米厝，这一别称的背后是
另一段逸闻。盖房子前曾请风水先生择址，
先生感觉这是好风水，甚为自得，回家向妻子
吹嘘。妻子却忿忿而言：“以后人家大富大
贵，你的后代便世世为奴吧！”风水先生连忙
重新找东家“商量”，说此地风水会让代代子
孙发达远走，不免膝下孤苦，不如从远处引一
条水渠，建上水车，如绳子一般把“牛型”的风
水拴住，不仅家人就近舂米，而且代代子孙承
欢身边，岂不更加欢好？东家大喜，就付诸了
行动，果然代代只富不贵。至清朝中期，曾出
了个武艺高超的举人，有望成为武状元，但考
前遭逢父丧，丁忧三年，废了一身武艺，能不
能怪“风水”太灵呢？也因那舂米的水车，此
宅也被唤作“舀米厝”。

同样，因人言改变房屋格局的还有大王
后厝。该厝同样建于清乾隆年间，因门前有
个大王宫，故名。大王后厝的“户型”与常见

的古厝有所不同，它是厝后起厝的“叠拼”古
宅，还是特殊的“前后叠”。传闻，起初大王后
厝仅建有下座，藏风聚气，是发财的宝地，友
人嫉妒，便怂恿厝主在宅子后上方扩建新房，
但因后山低薄，后厝伸出天空，成了“出尘”之
局，自此代代均有人出家。“风水之说”无从考
据，但为古厝增添了故事性，也表达着人们向
上向好的愿望。

孔华厝、下新厝、大王后厝，这些建于清
代的古厝尽管造型、细节不尽相同，但都蕴含
着一个家族发展变迁的历史，透过历史的烟
云中我们看到一户户古时的上丰人家温暖的
内核。当今的上丰人，依旧满载着对家园的
热爱。

两次去上丰，都去了东道主家。第一次，
东道主体贴地为孩子们备了零食，还让他们
在厨房体验烧柴火做饭。我们则在湿润的雾
气中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着东道主介
绍着千棵桂树、一方鱼塘分布，在他的三言两
语间勾勒出桃源人家的图景。第二次，我们
奔着采摘野柿野果而来，正巧遇上主人家改
造家园，正驱动机器迁移大桂树，给房屋腾出
光线的空间，把门前的洼地填平，打造出更加
平整开阔的菜地。恍然数月，他家的改造蓝
图应当早已兑现了吧？

离开上丰已有一段时光了，然其田园风
光、桃源中人的淳朴美好，仍令我难以忘怀。
不管是百年前的上丰人家，还是如今的上丰
人家，不论长年居住，还是远在他乡，他们都
在不遗余力地建设和美化着家园，这样的村
庄，必会长久地兴旺着。

上 丰 人 家
○ 一苇

梅溪之畔，春意盎然，正是散步的好时
节。沿着休闲步道，漫步其中，三角梅的芬芳
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这些艳丽的花朵，
仿佛是大自然的使者，宣告着春天的到来。

三角梅盛开在步道两旁，热烈如火，与翠
绿的枝叶相映成趣，宛如大自然画家精心绘
制的一幅画卷。清晨，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花
瓣上，为她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使得这
画卷更加生动鲜活。微风轻轻吹过，花瓣随
风摇曳，仿佛在向每一个过往的行人致意，传
递着大自然的问候和祝福。每一步行走在这
条步道上，都能感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温
柔与美好，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一个童
话般的世界。

步道上，人流如织，行色各异。匆匆过
客，似乎在追寻着什么，脚下的步伐一刻不
停；而悠然自得的行者，则在品味着每一步
的韵味，仿佛每一步都蕴含着人生的智慧。
独自漫步的人，或许在享受这份孤独带来的
宁静，结伴而行的则在欢声笑语中分享着生
活的点滴。推着婴儿车的父母，满脸都是对
未来的期待和温暖；牵着宠物狗的主人，则

在与宠物的互动中找到了陪伴和安慰。步
道，成了人们寻找宁静和幸福的场所，每个
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和
幸福。

夜幕低垂，休闲步道仿佛被赋予了新的
生命。霓虹灯如梦似幻，与三角梅的娇艳相
映成趣，绘出一幅独特的夜景画卷。溪畔微
风轻拂，带着花的芬芳和水的清新，让人仿
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每一步都踏在
历史与自然的交汇点上，感受到岁月静好和
大自然的馈赠。这里，不仅是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更是心灵栖息的港湾。夜幕下的步
道，宛如一条通往梦境的秘密通道，让人忘
却尘世的喧嚣，沉醉于这份宁静与美好。

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天地之间，人们仿佛

找到了心灵的避风港。繁忙的工作与生活
在此刻被轻轻放下，取而代之的是大自然的
抚慰与拥抱。孩子们在蜿蜒的步道上尽情
嬉戏，清脆的笑声如同天籁之音，回响在这
片宁静之中。学生们则挥洒汗水，在体育的
世界里释放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显得
矫健有力。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这里找到了
属于他们的那份宁静与满足，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
光。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
片天地，与自然和谐共舞，享受生命中最美
好的瞬间。

这条休闲步道，宛如梅溪河畔的一缕飘
逸的丝带，穿梭于城市的繁华与宁静之间。
她不仅是一条供人行走的路，更是一条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生活脉络。在她的身旁，老树
新芽，繁花似锦，季节的更迭在这里留下深深
的痕迹。

步履间，仿佛能听到梅溪的悠悠诉说，那
些关于时光的流转，关于生活的变迁。她见
证了梅溪从沉寂到繁华的历程，也见证了人
们从忙碌到闲适的脚步。在这里，每一步都
仿佛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步都蕴
含着生活的色彩与温度。

行走在这条步道上，幸福仿佛就在脚下，
温暖而真切。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拥抱，都在
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里是梅溪河畔的
幸福港湾，是人们心灵的栖息地。每一步，都
是对生活的热爱与珍视，每一步，都是对幸福
的追求与感悟。

移 步 皆 景 的 梅 溪 步 道
○ 梅春

2月9日，我们前往游
览泰国水上市场。据说
泰国有很多水上市场，大
同小异，却又各具特色。
当日我们游览的是芭提
雅水上市场，这个市场又
名杜拉拉水上市场，这是
因为由徐静蕾主演的 40
集电视剧《杜拉拉升职
记》在这里拍制的。

该市场位于芭提雅
市中心沿素坤逸干道往
东方向五公里处，芭提雅
水上市场是湄南河上最
原始的水上集市，它集合
了泰国传统的水上集市，
让游人在购物的同时，感
受当地淳朴的自然文化，
也成了游客必到的一个
景点。

上午10点许，我们来
到了杜拉拉水上市场。
只见市场鳞次栉比，一个
挨一个，而连接市场的是
形状各异的木拱桥。市场熙熙攘攘，游人如织，
有如《清明上河图》上的一角。市场入口处有一
支乐队，演奏着迎宾等各种乐曲，他们的演出，增
添了市场的热闹氛围。

市场间形成的巷道，行走着观光的游船，以
及运载各种水果等物品的船只，它们或悠悠巡
行，或停泊市场边上，一切都显得繁忙而舒适。

芭提雅水上市场主要经营：新鲜水果、特色
小吃、鞋帽服饰、各色工艺品等。靠近市场入口
的是泰国服饰，花色品种繁多，吸引了很多的游
客。我的爱人和女儿很快加入了挑选服装的行
列。衣服不贵，一件几百泰铢不等。最后，她们
挑选了一条裙子和几件衣服。

这里的小吃颇有特色，比如有烤鳄鱼摊贩，
那里专卖鳄鱼肉，摊上摆了好几个鳄鱼头。老板
是一位中年妇女，品尝的人不少，忙得她不亦
乐乎。

还有的专门卖油炸各类昆虫的摊点，比如有
炸蟋蟀、蚱蜢、蝎子、西米甲虫等，味道挺香，食客
也多，据说营养价值不错。当然好吃者大多都怀
揣猎奇心理。

水果在那里是很受欢迎的，有山竹、榴莲、红
毛丹、芒果等。是日，因为天气热，解渴的椰子，
十分抢手，买者甚众。

市场无疑是繁忙的，却也有忙里偷闲的，比
如说那些鱼疗摊。但见几位客人满脸惬意，很舒
服地坐在那里，把两只脚伸到水里，任鱼儿在啄
食着脚皮，享受着酥酥麻麻的感觉。

水上市场也有一些地方比较冷清，那就是一
些展馆，这些展馆在展出一些农耕时代的工具，
比如有去冇谷的风仙（闽清土话），抓鱼的网及鱼
篓子。这些好像与市场无关，其实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的，至少是过往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在挤挤挨挨的市场中逛
了很远，好在市场都有进出的显著标记，顺着标
记，我们很快找到了市场出口。

那天，我们除了逛水上市场外，还爬上了芭
提雅的高处，瞭望太平洋风景；到一寺庙烧香拜
佛；逛免税市场。当然，还开展了一些有趣的活
动，比如射击，我尽管体力、眼力已大不如前，但
还得了十发十中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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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正当时，不负好春光 郑新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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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茶
淡香飘渺在杯沿
初尝时，苦涩满溢

仿佛世间所有忧愁凝聚
茶水微凉，透过舌尖

渗入心扉，那是岁月磨砺的痕迹
是成长的烙印，深刻而清晰

然而，茶，不会永远苦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苦涩渐渐淡去，香醇慢慢析出
人生亦是如此，不会苦一辈子

那些泪水与汗水
终将成为过去，化作回忆

但，人生总会苦一阵子
那些磨难与考验
如同茶中的苦涩

必不可少，无法逃避
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让我们更加坚韧与顽强

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份甘甜
更加热爱这个世界

人生如茶，有苦有甜
有悲有喜，有得有失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不能选择自己的遭遇

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

所以，不要害怕人生的苦涩
不要逃避人生的挑战

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坚强
足够勇敢，足够智慧

就一定能够品味到人生的香醇
就一定能够享受到人生的美好

因为，人生如茶
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

人 生 如 茶
○ 苏建

一个人沉醉在劳动中的状态，很美。英国
诗人奥登，用自己的笔定格了劳动者的眼神：
厨师配置酱汁，外科医生划下细微的切口，职
员填写提货单……他们都有同样入迷的眼神，
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物。那种目中无他物的神
情，是多么美妙啊！

出身农家的我，最熟悉的莫过于犁耕锄
耙、各种劳作。在田里，父亲是干活儿的主力，
母亲和我们几个只打些下手。我和妹妹没有
耐力，干一会儿就跑开去戏耍。我们一边看父
亲举镐用力刨地的样子，一边蹦蹦跳跳去踩他

活动的影子。他由直到弯、由弯到直的腰骨
间，偶尔会发出“咯叭”一声脆响，我们便喊，
爹，你的腰又叫了！歇会儿吧。

隔着三十年光阴回望，头脑里总是劳作中
的父亲：他深深弯下腰，将镐头沉闷地吃入土
里；他忽地直起身，镐尖儿扬到半空，几乎擦着
了那轮大如簸箕的彤红夕阳。他轻松铲一锨
泥土，改畦引水，水里流着破碎的弯月，玉米地
刹那享受畅意的吮吸；他一手挥动镰刀，一手
揽起金黄的麦子或谷子，像揽着金黄的儿女；
他肩上驮着山样的麦捆子、谷个子，一步步走

向地头……
我的母亲，同样是拥有一手“好活儿”的

人。六口之家的一日三餐、打理清洁、四季衣
服、鸡鸭猪狗小毛驴等琐碎，都由她来操持。
娘做活儿时的神态，那么沉静。她抿着嘴唇，
时而蹙眉，时而眉头又舒展开来。她的心完全
被手里的活路吸引进去，整个人，像一泓深沉
澄净的湖，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在亲戚里面，我的四姑父是个匠人。家里
但凡有个木工活儿比如安窗上门、做个箱柜、
排子车啥的，四姑父就拉着他的工具到来了。

我常常见他骑在板凳上，俯身在木板上推刨
子，嚓嚓嚓，一卷卷刨花从刨子下吐出来，柔
滑、纤薄，像雪一样覆盖了地面。他的工作很
有趣：拿墨线盒在木板上弹出一条笔直的墨
线；他无言，沉默，脸上满是凝重，似乎全部的
生命热情都凝聚在了一双手上。他思考，创
造、组合，抵达了一个匠人的自由之境。

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劳动，也创造美；劳
动者本身，更是一种美。这种美，朴素，深刻，
揭示着生命的本质。劳动，是一面旗帜，飘扬
于生命里，迎风招展着人之为人的尊严。

劳 动 者 的 美 学
○ 米丽宏

虎丘黄氏是闽清县的第一大姓，从始
祖敦公于公元 885 年随忠懿王王审知入
闽，建功显赫，却授官不受，退隐于闽清塔
庄七都盖平里凤棲山，结庐垦田，清居乐
道。公生六子而洐发开来，历今已 1138
年，裔孙达二百三十多万之众，遍布世界各
地，为八闽旺族之一。

六叶祠是虎丘黄氏引以为
傲全省最大的一座宗祠，筹建
于 1943 年，一路走来，几经风
雨，黄家裔孙为之保护与修缮
付出了不少心血，不停地筹资
保护维修，才得以较为完好地
走到今天。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宗祠在以黄步銮为会长的
管委会班子的不断努力下，名
气与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了增
进各地宗亲联系，于 1995 年 9
月 15 日在坂东六叶祠召开成
立“江夏虎丘黄氏宗亲联谊会”
第一次宗亲代表大会，来自省
内外的宗亲代表九十余人出
席。大会共产生理事会成员
165 名，选举黄步銮兼任联谊
会会长。

六叶祠管委会为更好地开
展宗亲联谊活动，于1995年11
月19日决定成立“江夏虎丘黄
氏宗亲联谊会梅城分会”，并设
立梅城虎丘黄氏会馆。六叶祠
副理事长黄训梁兼任梅城分会
会长。为筹建会馆，宗亲积极
募捐筹资，香港宗亲黄礼忠先
生一人捐资 5385 元，共有 580
多位宗亲，20 多个团体募捐，
筹集了25万多元。

在当时管委会的精心安排
下，选择买房定址装修仅用资
10 万余元。并把节余的 15 万
捐款转给了六叶祠，并在祠内
选定一间房屋设立“梅城厅”作
为纪念室来使用。

梅 城 虎 丘 黄 氏 会 馆 于
1999 年 4 月 11 日落成庆典大
会。虎丘黄氏六叶祠管委会、
敦公祖厝管委会、三叶凝公宗史研究会和
闽东六叶余公、福州义序、三明、沙县等分
会，张、林、许氏联谊会都送来了红绸联贺
幅！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台湾台北、浙江乐
清、宁德等分会以及本县各乡镇宗亲共
430多人。

新会馆每天都有人值班开馆，并与外
地宗亲建立了互动联谊，积极参与虎丘祖
墓的保护，登山路的维护以及每年秋季祭
祖活动等。随着时间推移，直至2018 年，
训梁会长年龄渐大，后经宗亲推举，荣清橡
胶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孟荣宗长接任会长重

任。他着手搭建起理事会，经推
荐黄拔烺任秘书长，黄积武为副
秘书长以及十多位副会长常务
理事。新班子着手对会所进行
了新装修，重新布置了会馆。

2019年10月，黄拔烺因患病
无法继续操理会馆事务，经孟荣
会长同意由本人接手秘书长工
作。我对会馆之前捐资的宗亲
照片进行翻拍整修，并结合会馆
的发展历史图片，选入虎丘墓航
拍整体山脉、六叶亭点图片及六
叶祠航拍全景、厅堂宏构等图，
编印成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
并开印一千本，分发给捐资者以
及所有相关的村镇黄氏宗祠收
存，得到了大家极大的赞赏。会
馆也保持了每天开门，让宗亲有
了活动场所，增强了会馆的人
气！会馆也更好地配合六叶祠
和敦公文化协会所开展的各种
活动，如：每年的秋季祭扫虎丘
墓，派员为义序宗亲美国侨贤黄
永本先生祝寿，全县式书画笔会
活动池园黄氏以宁堂的晋主庆
典，云龙黄氏宗祠重修落成庆
典，坂东湖峰黄氏宗祠的重建落
成庆典等。在对外联谊上，赴福
州参观福建省姓氏研究会和黄
勉斋纪念馆，参观义序黄氏宗祠
和长乐的黄氏祠堂，到江西安义
千年古村落黄氏古民居群参观
了解等。

时至今年，恰已是会馆成立
28年，又是第三届理事会的换届
与年会，理事会于元月20日召开
了一场九十多人参与的大会，邀
请了在城区有联谊会的刘、陈、
林、许、张、吴、谢、詹八大姓会长

秘书长参会。大会经酝酿产生新一届理会
组成班子。六叶祠理事会后泉会长致辞，
连任会长黄孟荣作会馆总体工作发言。大
会开得紧凑热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梅
城虎丘黄氏会馆成立28周年和换届年会
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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