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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砖雕以宗教神话、民间传
说、历史故事等为题材，以花鸟、鱼
虫、蝙蝠、麒麟、禽兽及传统装饰纹样
为载体。它承载着人们对真美的追
求，对信仰的崇拜，是审美情趣、雕刻
技艺、材料运用、安装技术等多方面
因素的综合体现，是闽南民俗文化与
建筑艺术的有机融合，极具艺术性和

观赏性，为研究闽南文化、红砖古厝
建筑文化及闽南历史发展提供了宝
贵素材。

闽南红砖雕刻工艺是闽南建筑
“红砖、赤瓦、白石基”独特闽南建筑
风格的体现，是泉州古城悠久历史的
见证，是闽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及重要载体之一，具有极高的保护

和研究价值。在泉州地区的每个村
落都有传统的红砖建筑，拥有闽南砖
雕的各种艺术形式。但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对砖雕研究和保护
措施的缺失，这项技艺其原有的历史
面貌和宝贵内涵在不断丢失，亟须保
护和传承。

（尼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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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闽南红砖，
想必读者朋友都不
会陌生，只要你生活
居住于此或者旅游
来到这里，走进古色
古香的闽南村落，你
就会看见那一片醉
人的红。

而说起砖雕，读
者朋友可能了解的
就不多了。通俗来
讲，砖雕就是以红砖
为纸，以刻刀为笔，
在砖上作画。工艺
师通过精心构画、描
摹与雕刻，历经数日
乃至数月，一件洋溢
着闽南古风的砖雕
作品最终呈现。

闽南砖雕历史久远，它是
闽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指在红砖上雕刻或模印出各种
花纹图案的装饰作品。闽南砖
雕分布区域广泛，在闽南方言
普及的地域以及受其影响的莆
田、仙游、广东潮汕、台
湾等地常见。闽南
红 砖 雕 刻 工 艺
在晋江主要分
布 于 磁 灶
镇。磁灶有

“中国陶瓷
重镇”的美
誉 ，境 内
的 磁 灶 窑
址（金交椅
山窑址）是
世界文化遗
产“泉州：宋元
中 国 的 世 界 海
洋商贸中心”外销
商品生产基地的遗产
点之一。

据《泉州瓦窑业调查纪要》
记载，1924年，李功藏重修泉州
文庙时，拆下的红砖瓦上都印
有“ 宋 徽 宗 政 和 三 年 ”( 公 元
1113 年)字样。泉州建窑烧制
红砖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徽宗
时期，至今历时900余年。从出
土古墓葬的砖雕和古民居遗址
推断，宋代已形成闽南红砖建
筑风格。明清不少闽南人移民
海外，海外资金回流，为闽南传
统建筑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明清闽南红砖厝建设达
到鼎盛时期，同时为闽南砖雕
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铸就了闽
南红砖雕的成熟与辉煌。

闽南砖雕
历史悠久

在我们的认知中，母亲节就是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周日。然而在
晋江安海，它有属于自己的“母亲
节”——每年的四月初八，这一天，
出嫁了的女儿要买“腰骨饼”送给
娘家父母，以此表达自己不忘父母
的养育之恩。所谓“腰骨饼”就是
我们平时吃的绿豆饼、豆沙饼、肉
饼之类的，说是吃了可以强身壮
骨，寄予了女儿满满的孝心。

关于这个四月初八送“腰骨
饼”有什么说法？它又源于何时？
近日，笔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晋江
安海的王碧丽女士。“以前四月初
八这天母亲都会买点绿豆饼去给
外婆……”提及这一风俗，尽管已
经几十年过去，但王女士依旧历历
在目。成家之后，王碧丽也总会在
这一天给母亲送点“腰骨饼”。王
碧丽表示，小时候听长辈说，这个
习俗沿袭至今已有数百年，可具体
始于何时并不清楚。

关于这个习俗，王碧丽还告
诉笔者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安
海古时候有个员外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嫁给了富贵人
家，只有小女儿嫁给了穷秀才。
尽管员外非常不满意这门亲事，
无奈姑娘情有独钟。有一天，岳
母不小心闪到了腰，卧床不起。
直至四月初八这天，穷秀才才得
知此事，并且知道自己的两位连
襟都置办非常贵重的礼品到岳父

家探望。身上只有几个铜板的穷
秀才自然是买不起大鱼大肉，正
迟疑不决，时贤惠的妻子极力劝
慰说：“探望重在情谊，而非礼品，
就算是空手去的，也是尽了孝
心。”最后，穷秀才就用身上仅剩
的几个铜板买了几个绿豆饼。到
了岳丈家，岳父见状，很是生气，
一拂袖便要离开，不料却把岳母
手上的饼拂落在地上。岳母急忙
弯下腰要捡饼，只听腰椎处发出

“咯”一声，原本扭伤的腰椎竟突
然好了，身上的痛感全然消失。
为了圆场，岳母连忙吃了两口饼，
还连声称赞美味。之后，此事传
开，认为四月初八送“腰骨饼”就
能补筋壮骨。当年，穷秀才还乡
试高中，成了赫赫有名的解元公，
这事也成了当地美谈。从此，每
逢四月初八，出嫁的女儿给娘家
送“腰骨饼”就成为安海的习俗。

关于这个习俗，《安海志》卷三
十四《风俗》《民风》篇也有记载：

“四月初八日，女出嫁后，买绿豆饼
(每饼附一面饼套)馈送娘家，俗称

‘腰骨饼’，盖旧历四月，天气潮湿，
老人恒腰酸骨痛。意欲令其补筋
骨也。”足以可见，不管是民间传说
还是史料记载，安海四月初八送

“腰骨饼”的习俗是从古至今的，也
是安海人感恩父母的一种具像化
表现。

（陈嫣兰 郭雅霞）

“动态清零”是一个防控疫情专业
术语，创作的热词。我曾以唐·王维
《送高適弟耽归临淮作》中的“荡漭无
人知”挂面猜同底，因以“动态”扣合

“荡漭”尚不够准确而弃用。今喜得王
东晓谜友同底谜作，细品之下，连声称
好！

面句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霓
裳羽衣舞歌》。白居易与“诗仙”李
白、“诗圣”杜甫齐肩，《长恨歌》《琵琶
行》和《霓裳羽衣舞歌》是他的三首长

篇叙事诗。《霓裳羽衣舞歌》从“曲、
衣、舞、人”入手，优美的文辞，精妙的
比喻，贴切的用典，内容丰富，情节曲
折，层次分明，极富条理。作者选用

“无人知有霓裳舞”为面扣合“动态清
零”，场景切换无痕，情感描写细腻，
技法扣合自然。一是场景切换跨度
大。将一千多年前的唐诗与当下的
防疫热词相匹配，一古一今，一“舞”
一“清”，一个是古人对优美舞姿的向
往，一个是今人对清荡瘟疫的决心，

在同样的“动态”之中，寄托着不同的
期望。二是情感丰富内容多。此句
虽是描写“舞”的动作，却是全诗几十
个与“舞”有关联字、词的浓缩，既有

“飘然转旋回雪轻”的舞姿飘动之
“态”，又有“嫣然纵送游龙惊”的舞者
飘忽之“动”，千姿百态，形成色彩繁
华、感情丰富、充满动感的画面。三
是扣合技艺手法高。用“动态”扣合

“霓裳舞”，声色兼备，情景交融。以
“清零”扣合“无人知”还真有些费解，

将“清除”的“清”别解为“清楚”的
“清”扣合“知晓”，将“零”别解为
“无”，也就破解此谜。或许有人会
问，入谜时可用“双钩格”（即谜底读
成“清零\动态”）解之？答曰：“否！”
此谜意境悠远绵长，用大拢意手法，
可堪回味。

一条谜作，寥寥数语，蕴含内容如
此丰富，品读之余，感慨析之，寄托几
多期望！

（谜作者/评析者：王东晓/纪培明）

“菠萝”和“梨”本来
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水果。

然而，仅在福建人的乡俗口语中，
二者却有点纠缠不清。在闽方言
区，“菠萝”可叫王梨、旺梨、黄梨、
番梨和菠萝梨等，都把“菠萝”喊作

“梨”。那么，为什么福建人要把菠
萝叫“梨”呢？我们通过福建、台湾
和其他省份的方志记载找到了答
案。

首先，菠萝与梨发生联系出现
于闽南地区的方志中，据此得知菠
萝与哀梨的味道相似，是以“梨”命
名的主要原因。在《安溪县志》
（1757）中，第一次提到凤梨“味若
梨”。《晋江县志[乾隆]》（1765）中更
点明：“味似哀梨而韵有余。”《同安
县志[乾隆]》（1769）载同晋江本，而
《福建续志[乾隆]》（1769）则引《府
志本》言：“味似哀梨，奇品也。”《府
志本》为何本已不得而知。但是，
通过分析历代各府方志，这些记载
都足够说明，在闽南人的思维经验
中，菠萝的重要特征是与哀梨味道
相类。

闽南人对哀梨“爽”的味觉认
知是菠萝与“梨”建立联系的必要
桥梁，而这种认知建立在文本理
解的想象之上。《漳州府志[康熙]》
（1715）有言：“梨，本州丛中必以
他处隹种接之，近传种甚多，不让
哀家产矣。”何为哀梨？相传汉代
秣陵哀仲家产的梨，大而汁多，味
美，入口脆嫩，故美名曰“哀梨”。
但是，在全国各地的方志中，并没

有对哀梨的直接描述，可以
说，哀梨不是能见的具象水果，更
多是想象美化出的美味水果。而
在人们想象中，“哀梨”具备的最
大特征就是“爽”，具体来说，就是
甘、脆、多汁。在《赤溪县志》中是
这么形容的：“啖蔗胜哀梨。”取的
正是哀梨“甘”“多汁”的特征。还
有“城南雪湖之藕爽若哀梨”（《潜
山县志》）“油葡萄爽如哀梨”（《都
昌县志[同治] 》）这类的形容，显
然，藕并不多汁，但同样有“爽”的
味觉，这多源于脆感。同样的，菠
萝作为清初传入的新奇水果，与
闽南人熟知的水果口感大相径
庭，甘酸又多汁，脆而有嚼感，于
是，有文化的人不免将其与“哀
梨”联系上了。

然而，菠萝毕竟不是真正的
梨，因此，在“梨”的基础之上，各地
的人们从各自观察角度给出了不
同的命名。据《台湾府噶玛兰厅志
[咸丰]》（1852）：“凤梨，因形似凤故
名。其谓之黄梨者，以其色也。其
谓之王梨者，以其大也。”一语点明
了菠萝称谓的理据。“王梨”之名诞
生于闽南人口中，表明闽南人从形
状大小来认识菠萝，它的闽南语读
音决定了“旺梨”“凤梨”“黄梨”的
台语叫法。

总之，以“梨”命名的理据与两
岸的历代交融密不可分，可以说，
菠萝的称谓是两岸血浓于水的一
个缩影，包含着满满的海峡情。

（薛诗艺/文 郭雅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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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文化工作室内，一名创作
者正在进行红砖雕刻，绘画、

描摹、雕刻、切削、打磨，一
块光秃秃的红砖之上，经
过十几把刻刀和一双
灵巧的手的轮番动作，
栩栩如生的砖画慢慢
呈现出来。

他叫吴小清，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福建省陶瓷艺术
大师、晋江市“磁灶陶

瓷雕塑技艺”非遗传承
人、晋江市工艺美术大

师，出身于晋江市磁灶镇磁
灶社区陶瓷世家，从小受家族

陶艺业的耳濡目染，对陶艺雕塑、绘
画情有独钟，10岁起就在家族的作坊
磁灶深丘“齐边窑”跟随父母学习陶瓷
雕塑技艺（滴水兽制作生产），随后又
以此为专业，不断攻读、进修工艺美术
及绘画。他从学艺到独当一面从事陶
瓷工艺美术事业，同时苦心钻研磁灶
特色酱釉、草木灰釉、绿釉和闽南古建
筑构件的应用和研究，并在传统的制
作工艺和造型基础上加以合理开发及
扩展，导入创新与功能性开发创作，延
续和发展了祖辈陶瓷雕塑工艺。其砖
雕作品《虎卫安年·肩吞》荣获2021年
福建省第七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
金奖，《珍惜》荣获2021福建省工艺礼
品及手工艺精品展暨优秀作品评比铜
奖。陶瓷雕塑作品《悲欣交集》《滴水
之恩》等被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晋江博
物馆等文博机构收藏。

吴小清介绍，闽南砖雕在磁灶的
兴盛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有着很大关
系。磁灶因烧制陶瓷而得名，地处晋

江西北部，面积56平方公里，因辖内瓷
土、燃料、水运等资源丰富，“磁灶窑”
在宋元时期成为泉州外销陶瓷的重要
生产基地，磁灶窑生产始于南朝晚期，
宋元时期达到鼎盛，炉火延烧1500年。

吴小清说，闽南红砖雕工艺复杂，
既有精致的单砖小品雕艺，称单砖雕，
也有多砖拼接而成的吉祥喜庆图案，
称拼砖雕，主要缘于其制作工艺的独
特性及工艺需要。在造型上大致分为
浮雕、线雕等。在画面层次上又分为
单层雕和多层雕。

闽南红砖雕刻工艺一般所用工具
有錾、篆刻刀、尺子、木槌、锤子、锯子、

刨子，其中錾、篆刻刀又随着工艺表现
的需求分为大小、长短、刃口宽窄薄
厚。砖雕制作技法可分为印模、窑前
雕泥、窑后砖雕三类。在闽南红砖古
厝建筑中往往会出现三类并存的情
况。

砖雕技艺代代相传。吴小清说，
先辈传下来的这项技艺不能丢，要一
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吴小清是泉州职
业技术大学雕塑教师，传授泥塑和雕
刻技艺，截至目前已教授学生480多
人、收徒12人，他上大一的女儿吴钰锾
也对砖雕技艺颇感兴趣，是闽南红砖
雕刻技艺的第九代传人。

保护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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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八送四月初八送““腰骨饼腰骨饼””

““无人知有霓裳舞无人知有霓裳舞””
（（44字抗疫名词字抗疫名词））动态清零动态清零

菠萝为什么能叫菠萝为什么能叫““梨梨””呢呢？？

■■灯谜赏析灯谜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