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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植振

福建福，一身福，福一生。
生为福建福州人，天生对“福”亲近、亲

切。“福建”系从福州与建州各取一字组合而
得，却也巧妙地构成了“幸福要靠建设”的含
义。我们都特别懂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道理，爱拼会赢、犁耙务搏（福州话，勤劳致富
的意思）都是我们渗到骨子里的理念，也是大
家共同执着的追求。知福、讲福、求福、享福、
惜福、共福，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梦想与行动。

我们的福与生俱来。福建山水皆福，她水
陆兼备，地形多样，气候宜人，生态独好，物产
丰富。亚热带海洋性季风区的得天独厚，让我
们纵享这里的一切美好。武夷山是我们脊梁
里的风骨，独具山奇水秀和茶乡茶韵的风采；
闽江流淌着“争其滔滔不绝”的血气，沟通着我
们与东海和世界的声息；漫长的海岸线风景独
好，如鼓的潮声既鼓舞人们意气风发，又挑动
大家爱乡重亲的情弦。独木成林的榕树蔚为
壮观，不借土壤可生根，直面风雨更参天。它
们以宏伟的树荫点缀大地，给我们遮凉庇护；
以坚韧的生命力告诉我们要落地生根，志存高
远。茉莉与茶结合出高雅的香气，隐喻着君子
之风：奉客庄敬，一盏晨昏。包含着知时节、守
火候、掌温凉、调浓淡、雅谈吐，构筑的恰是“闽
江边口是我家，土墙木扇青屋瓦。君若有闲来
吃茶，门前一田茉莉花”的美好福境。水仙花
则把南方打扮得清雅芬芳，漳州圆山下连畴的
花田，涵养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还温蕴着
凌清波而天香的玉韵，原来地气与仙气可以这
样对接，优雅与浓郁能够无隙融合。如此的山
水物华，塑造着我们的骨肉血脉，赋予了我们
秉性气质。福建人，常都知山水、爱园林、惜花
草，能弄潮、勇登攀、长义气。我们讲茶艺、唱
闽剧、哼俚曲，我们也是海滨邹鲁。三坊七巷
里，状元几许，名人如星，有“你是爱，是暖，是
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温婉；亦有《小桔
灯》里的柔光；林文忠公祠里，则有着不屈的民
族脊梁，放眼世界，有浩然正气的远见和铁血；
鼓山之上，摩崖题刻着许多文化和故事，还有
交往世界的“洋乡愁”；森林公园里四季繁华着
生机奥妙；马尾罗星塔千年都亮着出海的振奋
和归航的欢欣；三大禅林的钟声修心又醒世。
除福州外，泉州、漳州、长汀也都是这样底蕴丰
富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福建，正是这
样用“福”铺着阶梯，供人们一步一步上行，用
福积累着文明，把自己一点一点提升。这是我
们一出生就拥有，就融入的环境与氛围，让我
们自起点就行进在“福”途之中。

我们的福与身俱在。“福”是环绕我们的一

切美好，但都要通过“身”的体验才能呈现价
值。家庭能安稳，生命无危险，身上无痛苦，是
根本的“身”之福，由是我们说“平安是福”。福
建是兑现这一理想的乐土，她“派江吻海，山水
相依”，是造化给出的钟灵宝地，总体上风调雨
顺，民生丰裕；历史上亦少战乱，世多安宁，如
此很适宜于安身立命。福建多山，也就多山
村，但雨量丰沛，哪怕是没有大江流过的地方，
大小盆地，都有良田，可耕可居；福建亦有平
原，发达的水系，常在各条河流的中下游“安
排”广袤平地，给我们安放城市和肥沃田园。
难得的是，她以地理区位的特殊，挣来了历代

“兵家不争之地”的优待，也从而成为乱世中原
族群南移的重要目的地。从“衣冠南渡”至晋
江，到“十八姓从王（王审知）”到福州，再到后
来的一系列“南安”式的人口大迁徙，证明着福
建一直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好地方。现在的
福建，是全国首位的生态省份，有福之州更是
位列最宜居城市行首，还成为国内第一个全球
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得主。如此福建，视为

“花果洞天”，福乐之地，不亦恰当吗？
我们一直与福共栖。择福地，造福宅，与

福居，是我们长期的安居梦。且随央视《古厝
里的中国》栏目的镜头到闽清县看看“全国单
体最大的古民居”宏琳厝，这幢占地17800多平
方米的清乾隆早期的建筑，很能代表我们对栖
息之福的追求。气势恢宏又四平八稳的建筑
群，666间房屋寓示着诸事大顺，处处植入的福
元素透露着人们朴素的愿望。入户巍峨的虎
头门，谐音为“福头门”“福”字当头，开门迎福，
进门享福，切切实实把福讲到“家”了。建筑第
二进，尤其是其大厅，更是集众福于一体：两扇
大门居中刻着福禄二字，厅两侧的旧时收租房
窗格间满是字体各异的“福”图案，厅堂供桌居
中也刻着一个大福字，“梅开五福”大匾高悬于
横梁之上，“福”字匾、蝠图案装饰于后厅侧
门。这些“福”，有清晰、有隐喻，有庄严、有谐
趣，但皆体现了人们与福同栖的价值追求。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遗
梦，在福建有了美好的兑现，并且成为全国脱

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这儿是“搬迁造
福”的先行实践地。由政府牵头，帮助贫困人
群实现了安居梦，如船民上岸，偏远村、地质灾
害点整体搬迁，破旧棚屋区改造等，各类贫困
人群和住房困难户均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自
此幸福有了更好的载体，家安、心安、福安，正
是我们“造福”“践福”的一幅福图长卷。

我们也一度舍身护福。在历史的长河里，
福建也有不能自外于民族大命运的时候，也饱
受各种危难的侵害。晚明和前清时节，更是倭
患的重灾区，一时遍地家园被毁，民生福祉惨
遭践踏。“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多少福建
儿郎，积极投身抗御倭乱，浴血于家国的保护，
献身于捍福卫福征途。“前方有不放心的人，后
方才有很多人的安心”，历代如此，位于福州的
戚公祠至今铭记着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护福历
史。而高举禁烟大旗，主持虎门销烟，一生不
妥协、不松劲，主张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则发
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强
音，体现了福建人但为家国故，生死荣辱皆度
外的伟大情怀。近代侨领黄乃裳也是一路寻
觅光明的行者，从参加公车上书，到“为桑梓穷
无聊赖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槁饿而死”而
开辟新福州，再到投身辛亥革命，直至年迈病
瘥归乡，依然坚持带领乡亲兴修水利。林觉民
更是以“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的心志，舍下爱妻和未出生的孩子，以身演绎
着“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决绝和壮烈。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图卷里，福建儿郎更是浓重
壮烈的一笔。据人民网《长征中的福建子弟
兵》一文批露，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
人，其中福建子弟近3万人。到达陕北后，福建
子弟兵仅剩2000多人。这些生于民族危难年
代的福建人，为长征和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和牺牲。他们未必不惜福惜命，未必没有
苟于乱世安度人生的条件，但他们都选择了放
弃小我之福，寻大福之道。“牺牲汝身与吾身之
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正是他们共同的内
心写照。今天，我们可以安享岁月静好之福，
无限畅想明日昌福，不应淡忘这些知福而弃

福，舍己福，谋众福的先贤们。
我们始终享福惜福。福建的福山福水福

田，长期让福建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我
们从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反倒一向小心翼
翼、格外珍惜。历代福建人，都勇于争取更高
更大的幸福，这是山隔水阻都限制不了的基因
冲动。我们惜福、祈福。一年之计在于春，今
年正月，福建群众性的游神祈福信俗成为旅游
的热点。缘于八闽群众，常把对“福”的祈求和
争取集中于年后春忙前的间隙。耕海者信妈
祖，耕地者姓张圣君，商人信财神，别的群众信
保平安的各路神仙。这些都促成了正月神社
的广泛和红火。个别地方还通过热闹的圩市，
开启一年的繁荣，如闽清县坂东镇的“十八坂”
商贸交流会，规模宏大，堪称万人空巷。这些
崇敬与热闹，皆是人们祈福、求福之心的隆重
体现。我们也谋福、争福。福建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出发地，一直都有人甘冒风浪险途，
漂洋过海寻找商机，甚至在海外开基创业、安
身立命。恰如闽南歌《爱拼才会赢》所表达的：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
歹运，总嘛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
打拼，爱拼才会赢”，这恰是福建人精神气质的
生动呈现。《闽商》一书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有妈祖的地方
就有闽商。福清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福清
人。这是一种概括，证明着福建人勇往直前的
践福志向；这也是一种豪迈，展示着福建人在
寻福、争福的路上不惧劳苦、不畏艰难的干
劲。我们享福，还共福。“苟富贵，无相忘”，长
期被视为最没保障的承诺，但福建人不如此，
他们深知独福非至福，福往者方福来，在福的
共享方面一直都很具代表性。许多成功人士，
皆能达不忘根，富不忘本，谱写着造福桑梓民
生的传奇。陈嘉庚式倾力回馈家乡的闽侨不
胜枚举，而曹德旺式长期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
本土企业家也不是孤例。他们或可独善其身，
或早已身在福中，但从不独占、独享福份，而是
用力地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到共同发展与共同
幸福之中。乱世则为国强而倾力，盛世则为民
裕而舍财。所谋者，从未止于私人之福，而是
达于天下共福。这样的福知、福行、福果，自有
万丈光芒，正该被作为时代精神。

幸而生福建，幸而住福州，我在东南赶上
福，长年和福住，深为福建福自豪，亦为福建人
骄傲，更为当地绵长深厚闪光的福文化而陶
醉。来福建领“福”吧，福你、福我、福他、福大
家、福永远！这就是我们的福建“福”。

生 在 福 中
○ 池宜滚

在这座由钢筋水泥
编织的都市森林中，人们
追逐着名利的幻影，冬日
的寒风似乎也加入了这
场纷扰的狂欢，无情地吞
噬 着 生 活 的 宁 静 与 本
真。然而，在这繁华的缝
隙里，一间茶室静静地伫
立，如同一座孤岛，隔绝
了外界的喧嚣，为疲惫的
心灵提供了一个宁静的
避风港。

阳光透过高楼的缝
隙，洒在茶室的青花瓷茶
具上，每一件都绘有细腻
的莲花图案，仿佛在诉说
着尘封的故事。玻璃壶
中的茶叶在热水中翻腾，
如同生活中的起伏，而茶
香渐渐弥漫，仿佛在低语
着茶的秘密。

茶，这份大自然的馈
赠，以其清新自然的姿
态，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一口茶水入喉，独特的味
道在舌尖绽放，仿佛所有
的烦恼都暂时消散。

茶 的 历 史 源 远 流
长。神农氏尝百草，发现
了茶的解毒之效，自此茶
便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陆羽的《茶经》不仅是中
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
完整、最全面的茶学专
著，它更是茶文化的哲学
思考和审美观念的集大成者，全书共7000多
字，分为上、中、下3卷共10章，详细论述了茶
的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
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
国茶道的先河。

茶的种类繁多，每一款都如同独特的诗
行，诉说着自然的奥秘。绿茶恰似春日破晓
时第一缕轻拂过翠柳梢头的微风，带着初绽
新芽的鲜嫩与灵动，满溢着清新而蓬勃的活
力；红茶如冬日里的金色暖阳，醇厚的味道如
暖流般缓缓流淌过心田，驱散了周身的寒意，
抚慰着疲惫的灵魂；花茶如夏夜繁花，馥郁的
花香与清幽的茶香交织缠绵，营造出一种浪
漫而迷人的氛围；岩茶如深山幽谷中的精灵，
浑身散发着山川的灵秀之气，刚健与婉约在
其中完美融合；碧螺春如空谷佳人，清幽淡雅
的气质令人心醉神迷；普洱如岁月智者，陈香
醇厚，每一口都仿若在品味岁月的悠长与
深沉。

而潮汕的工夫茶，更是将泡茶的技艺演
绎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它不仅仅
是简单的冲泡过程，更是将当地的礼仪文化
与情感内涵深深地融入其中，在每一次的斟
茶、品茗之间，传承着那份独特而深厚的地域
文化底蕴。

制茶是一门艺术，从采摘到成品，每一步
都凝聚着制茶人的匠心。在古老的茶坊中，
师傅们坚守传统，用心制作每一片茶叶，保留
着大自然的味道和岁月的痕迹。

茶不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承载着丰富的
文化。茶可以是礼物，传递尊重与关心；茶可
以是慰藉，平复心灵的波澜；茶可以是灵感，
激发艺术创作；茶可以是哲理，启迪人生智
慧。在山林间，茶树与露水、雨水、泉水共生，
喝茶时，我们仿佛回归了最真实的自我。

一次茶聚后，我送走了好友。回到茶室，
我意外地听到了一场争执。水说：“没有我，
茶不过是干枯的叶子。”茶回应：“是你赋予了
我生命的灵动。”壶说：“我是你们的舞台。”
我笑着说：“只有我能欣赏你们的美好。”钱叫
嚷：“没有我，你们如何被拥有？”鸡汤劝道：

“莫谈钱，谈钱伤了这高雅的氛围。”
在这个追求名利的社会，人们容易迷

失。职场的竞争，商场的逐利，有时让人忘记
了诚信与温情。我们应该像茶一样，与朋友
分享茶的温情；在忙碌中，偶尔停下来，喝一
杯茶，让心静下来，展现最美好的自己。

愿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
们都能像茶叶一样，保持本质，不被外界改
变。让茶成为一盏明灯，指引我们走向内心
的宁静和美好，在纷繁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安宁，享受生活的美好，让心灵在茶的陪
伴下，度过每一个温暖而平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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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之上的靓丽风景 毛行东 摄

春节，这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热闹、最
重要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团圆
梦，凝聚着中华儿女深厚的情感。每至新春
佳节，神州大地处处张灯结彩，笑语欢声，洋
溢着喜庆的氛围。然而，在这欢乐的背后，
春节的来历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底蕴。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叫“年”的
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长年深居海
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
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
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

有一年除夕，桃花村的人们正扶老携幼
上山避难，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只见
他手拄拐杖，臂搭袋囊，银须飘逸，目若朗
星。乡亲们有的封窗锁门，有的收拾行装，
有的牵牛赶羊，到处人喊马嘶，一片匆忙恐
慌景象。这时，谁还有心关照这位乞讨的老
人。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
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髯
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待一夜，我一定把

‘年’兽撵走。”老婆婆惊目细看，见他鹤发童
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可她仍然继续劝
说，乞讨老人笑而不语。婆婆无奈，只好撇
下家，上山避难去了。

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
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
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
了一声。“年”朝婆婆家怒视片刻，随即狂叫
着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
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
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
响。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
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
色，狼狈逃窜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
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
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许

诺。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
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

“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
……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庆贺吉祥的来临，
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
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
驱赶“年”兽的办法。

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
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
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
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

当然，传说为春节增添了神话色彩。但
从历史看，其形成与古代农业生产和天文历
法紧密相连。农业的时令，历法的规律，造
就了春节这一重要节日，承载着岁月的沉淀

与人们的期待，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
标识。

在古代，人们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
季节变化，将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而春
节正处于立春前后，标志着冬去春来，新的
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将开始。因此，春节最
初是人们庆祝春天到来、祈求丰收的节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春节的习俗
不断丰富和演变。从早期的祭祀祖先、迎神
纳福，到后来的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吃
年夜饭、拜年等，每一项习俗都蕴含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贴春联，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
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特有
的文学形式。红红的春联贴在门上，不仅增

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更表达了人们对新年
的期盼。挂灯笼，寓意着光明和希望，让夜
晚的黑暗被温暖的光芒驱散。放鞭炮，噼里
啪啦的响声象征着驱邪避灾，也为节日增添
了热闹的氛围。年夜饭则是一家人团聚的
时刻，丰盛的菜肴饱含着亲情和温暖。拜
年，是人们相互问候、传递祝福的方式，增进
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春节不仅是一个家庭团聚的节日，更是
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无论身在
何处，中华儿女都会在春节期间想尽办法回
家过年，与亲人相聚。这种对家庭的重视和
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的体现。

如今，伴随时代的更迭与社会的进步，

春节申遗成功，其形式和内容或许仍会持续
变化，然而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永远都不会改变。春节乃是中华民族的瑰
宝，是我们心底永恒的温暖与希望。在每一
个新春佳节之际，我们都应当怀抱着敬畏之
心，传承并发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使春
节的光辉永远闪耀于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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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建

鼠船和米船运输，在
古近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初期的闽清乃至福
建，都举足轻重。鼠船由
闽清人创造并诞生于宋
代，闽清人“去上府”撑米
船谋生则出现在清中期而
盛于清末民国时期。闽清
鼠船最初只在县内航行，
自民国后至新中国建立初
期，其足迹则已遍及闽江
中、上游25个县（市）。

在 清 晚 期 至 民 国 时
期，闽清人“去上府”撑米
船运米到福州以万人计，
并一度左右福州米市。闽
清人在凶险异常的闽江及
其支流航道上撑鼠船和米
船 ，是 异 常 危 险 和 辛 苦
的。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
和胆量，克服了种种的困
难和险阻，创造出辉煌的
业绩，在闽清乃至福建的
历史上都留下了闪光的一
页。虽然闽清鼠船和米船
运输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后就已成为历史，但闽清
撑船人那种勇于开拓、敢
于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
不朽！

鼠船，因酷似老鼠小
巧灵活而得名，又因在小
溪河中行驶故又称之为

“溪鼠”。鼠船头尾尖，船
底薄且平，船体窄而长。

每船配三根竹篙，一把桨，一根尾舵，装有竹
篷。鼠船以载货为主，每艘载重0.5吨；兼乘客
旅，每艘可载10人。上水，船靠竹篙撑行；下水，
船靠尾舵把向；长潭用桨或用篙。鼠船船体轻
巧，吃水浅，利于内溪浅滩窄港航行。民国初
期，闽清鼠船开始向闽江中上游尤溪、沙溪、建
溪、富屯溪流域发展后，其称呼有所变化，有称
棺材船、大头船、舴艋船等，尺寸及载重量各地
也不尽相同，载重约在0.4-1.5吨之间。邵武、光
泽制造的鼠船还添加了风帆。闽清鼠船制造所
用木料相当考究，一般都是选用既耐水湿又坚
韧耐磨的木材。如：船底板，选用枫树板或槐树
板；船梁和船舷板，选用樟木板和松木板，松木
要选用百年以上有年轮红心的老松树；做垫塞
缝，选用水松树皮加工而成等。

民国时期，县内制造鼠船的主要作坊有：六
都上太洋刘永妹、李厝柄李三三、坂西刘杨根，
县城弥勒亭朝春师以及十一都池园、十五都白
汀、十六都樟山等9处。鼠船作坊多选用近水场
所，或搭棚或建造厂房作业。位于演溪西岸的
六都坂西刘杨根家门前有一条水圳，圳通演溪
东段，溪面宽，溪水深，并有一长潭，是鼠船下水
的好地方。于是，他利用这样有利的地形地势，
在房屋前面水圳边的空旷处搭棚制造鼠船，造
好后由4人抬到水圳后再推到演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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