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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湖村北部，有一个井，俗称“皇
帝井”，建于宋代，井围栏用花岗石凿
成。为何叫“皇帝井”？它和哪位皇帝
有直接关系呢？近日，笔者在《石湖村

志》中找到了相关的答案。
相传，宋幼主在逃难到石

湖村时，在此建行宫而挖
掘，距离八角井十多米有
一水潭，村民称“石故
宫潭”，亦称“石故宫
池”，是宋幼主洗浴的
池塘，便是当年行宫
的遗迹。南宋景炎元
年（1276），宋端宗赵
昰及幼主赵昺南逃避
居石湖，在此建造“石

故宫”“行宫潭”“八角
大井”（又称皇帝井）

等。

井栏系整块花岗岩凿成，外八角
内圆，高0.65米，厚 0.55米，外径 2.35
米，内径 1.8 米。在八角井旁还有一
座“观音塔”（又称太子塔），内面供奉
的石像，据传是后人为落难的南宋幼
主端宗特地雕塑的。

1992年10月，石狮市人民政府在
八角井的左侧立碑“八角井，经本府
1991年 11月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又据《晋江县志》（水利志）卷八
和《泉州府志》载：石湖三井，在石湖
东湾。三井鼎分，其一井圆四丈外，
深不可测。这三井能被史志记载下
来，说明其规模是较大的，实际上石
湖分布有许多建于唐宋元明清的古
井，其井盖有单眼、双眼（眼镜井）、高
墙井等，它们很多至今水质清澈，仍
在使用。 （陈嫣兰）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大
多数石狮人眼里，美食不仅慰藉心
灵，还能洗去疲惫，游历石狮四季，一
道道风味美食，无时无刻不在记忆里
滋养着丰润着那一段天宽地阔任逍
遥的年少时光，也温暖着抚慰着远在
他乡的游子们，那半生悲欢聚散渐勘
破的凡俗尘心，更是在时间的流淌中
默默诉说着石狮独具一格的饮食文
化。

每年初春，三月的迎春花随着石
狮的山峦铺陈开来。金黄色的油菜
花伴着和煦的暖阳渐次绽放，农户中
的田块已披上黄金甲。属值清明，倍
思亲人。如果说青团是清明节传统
代表美食，那么在石狮人心中更具代
表的则是润饼菜。

当提起清明“排队买润饼皮”的
现象，石狮人大多是印象深刻的。每
逢清明前夕，石狮八卦老街上几家制
作润饼皮的店铺生意总是特别火爆，
慕名而来购买润饼皮的顾客络绎不
绝，长长的队伍和忙碌擦润饼皮的身
影便成了老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春季的海蛎，
正是肥美的时候，石狮人将田间不起
眼的葱蒜、海里鲜甜的海蛎同鸡蛋、
地瓜粉等食材混合在一起制作出了
独具风味的石狮美食——海蛎煎。
石狮人先将海蛎在猪油里煎出香味，
再倒入已调好的稀状地瓜粉糊，待葱
蒜的味道完全激发出来后，敲入一个
鸡蛋，吃的时候再配上特制的酱料，
海蛎煎的味道便久久停留在唇齿之
间。这是海的味道、鲜的味道，也是
时间的味道，乡愁的味道。

炎炎夏日，烟火气在石狮的各个
角落渐渐升腾。来一碗冰凉可口的
花果山冰水、石花膏、四果汤是石狮
人过夏天的标配。再到老街上买上
几根刚出炉的蒜蓉枝，又或者是飘着
油香的炸粿，便是一顿地道的下午
茶。

除了这沁人心脾的夏日饮品，在
夏天还有几个对于石狮人非常重要
的节日（如：端午、七夕等），在这几个
节日中，石狮人也会用吃去致敬自然
的更迭。端午节，到马脚桥肉粽店买
粽子的人一波赶着一波。石狮人喜
欢这种糯叽叽的食物，在民间的很多
传统小吃中都将糯米当成原材料。
马脚桥肉粽深黄鲜亮，晶莹剔透。特
制的酱料和糯米、三层肉在舌尖上微
妙地产生了化学变化，使人欲罢不
能，有的人则喜欢在肉粽上淋上一点
香醋，来一碗浓浓的骨头汤做伴，酸

香可口，咸香软糯，让食客食欲大开，
能够在炎热的夏天给自己的胃口寻
找一丝慰藉。在七夕，一碗甜甜的

“甜粿”摆上桌头，则是长辈们对小辈
健康成长的希冀。

暖秋丰收。石狮人善种芋头，也
善做芋头。一颗颗硕大的芋头在勤
劳的石狮人手中变换出不同花样，添
香添味。芋圆，经过高温蒸过的芋头
散发出醇厚的芋香，夹杂着糖粒的花
生末包裹着圆溜溜的芋圆，“呲溜”咬
开，肉香、芋香在舌尖上狂欢，这样的
做法极大程度上保留了芋的原汁原
味。除了芋圆，许多由芋制成的石狮
美食都值得一试。（如：芋头饭、芋粿、
芋头鸭等等）。远走他乡的游子们，
回到石狮，总喜欢找一家专做本地菜
的美食店，忆起艰苦奋斗的年代，不
变的依旧是石狮人对美食的热爱。

寒冬的早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
的面线糊开启美好的一天。走在石
狮的街头上，每隔几家店铺就能发现
一家面线糊店，可见石狮人对面线糊
的喜爱之深。

面线糊，是面线和高汤一起熬煮
出来的，每一根如发丝一般细的面线
都吸满汤汁，保留鲜香，吃时根据个
人爱好添加配料。一碗热腾腾的面
线糊下肚，再寡淡的日子，仿佛也会
变得温暖、富足，而且有滋有味。

要体验石狮人的早餐，除了面线
糊，当然也可以选择用一碗甜滋滋的
花生汤唤醒你的味蕾。左手一根油
条，右手是王川家甜腻浓稠的花生
汤，是许多石狮人早餐的标配，30多
年来，王川家的花生汤味道始终浓
厚，就如同游子们对于家乡的想念
那般。

除了市区老街，石狮各乡镇的
美食都值得寻觅：永宁水煎包、东埔
烘猪脚、宝盖塘头义兴甜粿、锦尚的
厝上小笼包……各处的传统美食生
生不息，传承着一代又一代。如果
你是外地来的游客，在尝过这些地
域小吃之后，那你不妨在傍晚，去一
趟海边，挑一处心仪大排档，吹着咸
湿的海风，饱食一顿海鲜大餐，那地
道的海洋风味定让你回味无穷。

宋元中国看泉州，海丝航标看
石狮，寻味美食来石狮。石狮风味

丰 富 多 元
而有内涵，既保
留着传统的烹饪技
法，也有着中西结合的
侨乡特色，彰显山海交融，
汇聚海丝古韵。

经过时间和历史的融合，石
狮美食在一代代名厨的创新传承
之下，不断推陈出新，那一席富有宋
元文化的海丝宴不就是最好的说明
吗？

吃在石狮，柴米油盐，爱意满
满。不管我们身处何地，只要尝
上一口家乡的美食，就能积蓄
充足的动力，让自己不断
向前。

（陈 嫣 兰 李 荣
鑫 郭雅霞）

若论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阶段最
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的比赛，当属
小组赛第三轮E组日本对西班牙、德
国对哥斯达黎加两场比赛，各队为
争夺2个出线权斗智斗勇，最终，以
日本队的胜利决定了西班牙的出线
和德、哥二队的惨遭淘汰。

相信看过这两场比赛的球迷至
今还念念不忘，这哪是世界杯比赛，
这简直就是一部充满悬念的超级

“大片”，日本队是主角，西、德、哥三
队都是配角，剧情扑朔迷离，一波三
折。日本队三笘薫端线救球回传田
中碧破门，三笘薫“端线救球”之际，
足球与底线尚有1.88毫米的重合，
裁判通过VAR判定进球有效，日本
队凭借此球2：1战胜西班牙，积6分
排名第一。德国4:2战胜哥斯达黎
加，与西班牙同积4分，因净胜球少
列E组第三惨遭淘汰。球迷调侃，德
国队输掉的是“1.88mm”的距离。试
想，如果没有三笘薫“端线救球”助
攻田中碧抢点破门，哪有日本队的
胜利；如果没有这个进球而与西班
牙打平，日本队与德国队同积4分，
净胜球少于德国队将被淘汰出局。
日本队以小组第一出线，靠的是他
们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团队精神，
靠的是以“端线救球立头功”的三笘
薫和田中碧等队员精湛的技术。

世界杯比赛从来就是灯谜创作
的好素材，谜作者肯定是一位超级
球迷。当日本队田中碧抢点破门
后，电视直播评论员兴奋地喊道“三
笘薫底线救球立头功啊！”这一瞬间
定格在谜作者的脑海中，一条即时
创作的优秀“世界杯主题谜作”诞生
了！

“端线救球立头功（猜2字颜色）
玫红”一谜是典型的“明位法”形扣
谜。谜底“玫红”可分解为“王、攵、
纟、工”4个部件（字素），再从谜面中
求解。谜面包含“端”“头”2个表示

“书写顺序”的方位字。“端”作“边
际，东西的一头”解，如“开端”和“末
端”，“端线救球”4字中，以“端”提示

“线、救、球”每字的一“端”（“开端”
或“末端”），取得“纟、攵、王”3个部
件（字素）。再从“头功”中取“工”
字，“立”作嵌入式抱合词。谜面提
取“王、攵、纟、工”4个部件（字素）
恰好吻合谜底“玫红”2字的组合要
求。

纵观此谜，谜面内容丰富，谜法
通俗易懂，画面感十足，时效性特
强，堪称应景应时之佳作。谜作发
表时，谜面原为“边线救球立头
功”。如果不是卡塔尔世界杯分组
赛日本对西班牙队比赛的特定情
景，这条谜完全称得上佳作，因为足
球比赛中，球员“边线救球”且助攻
进球“立头功”的现实是存在的，但
若是专指卡塔尔世界杯分组赛日西
大战的应景谜作，谜面就值得商
榷。足球场“底线”非“边线”，“边
线”是长边，“底线”为“短边”（与球
门线同一条线）。三笘薫是在“底线
救球”而非“边线救球”。我向作者
建议，谜面可否改“边线”为“端线”，

“端线”又称“底线”，作者采纳之。
就像三笘薫“端线救球”奠定一场胜
局那样，“端”一字之改，成就一条世
界杯主题佳谜。踢球如此，做谜亦
如此。

谜底：玫红
谜作者/评析者：黄哲贤/纪培明

端线救球立头功

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策划主办的
“衣启万象：中国服装设计30年”展览
正式开展。泉州非遗金苍绣“刺桐”亮
相展会，吸引许多参观者的目光。

据悉，泉州金苍绣技艺，是中国福
建省泉州市传统技艺，福建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泉州非遗金苍绣

“刺桐”由中国十佳设计师刘思聪携手

福建省金苍绣非遗传承人林秀清跨界
设计。泉州非遗金苍绣“刺桐”的设计
通过挖掘金苍绣所蕴含的情思，以重
构艺术生命，运用独特的时尚艺术手
法将刺桐花图案融合于服装当中，展
现了传统元素与现代艺术碰撞的魅
力。

（洪亚男）

泉州非遗金苍绣“刺桐”
亮相中国丝绸博物馆

石狮石狮：：
乡愁缱绻乡愁缱绻 美食情浓美食情浓

每个人的胃，都写着来

处。食物，会给你答案。

无论走多远，胃都留在故乡。无论脚步多远，

美食总能一秒把海外游子拉回记忆深处的故乡，成

为治愈乡愁的良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音机非常
盛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结婚彩礼

“三转一响”，其中“一响”就是指收音
机，而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
又称为四大件。在当年，用收音机听
广播可是一种时尚，通过这个小小的
物件，就能听到天南海北的新闻、听
小说、听评书、听歌曲等。

近日，笔者在一收藏爱好者李先
生家中看到一台老式收音机。据收
藏者本人介绍，这台收音机产于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自己是听着它长
大的，所以对这个老物件特别有感
情。他说，当年他的爷爷特别喜欢听
戏，在有收音机之前家里就有老式的
留声机，像钟表那样靠发条提供动
力，家中现在还珍藏着一箱各种戏曲
的唱片。

“以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那么
小的盒子能装着人，在里面说话、唱
歌、唱戏，所以一直有想打开看看的
欲望，但当时这东西都是非常珍贵
的，被大人看得死死的，就没有得
逞。”李先生回忆起小时候。

随着时代的发展，收音机逐渐退
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在李先生心中仍
保留着一份浓浓记忆。

（陈嫣兰）

老式收音机重现过往岁月

在石湖坂里片区的皇帝井
——“八角井”

石狮美食地图（黄韵诗绘）

清明前后，老街上买润饼
皮的人排起了长队

石狮经典茶配蒜蓉枝

石狮名小吃“金辉炸粿”

咸饭

灯 谜 赏 析
福建省名专栏

花生汤

海蛎煎 马脚桥肉粽
碗糕

猜2字颜色

吃在石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