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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中国闽台缘
博物馆馆长陈伟平收到来自台
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寄来的
信，信中说：台湾彰化福兴乡元
中村田头仔梁氏正在重修族
谱，希望能与“三十三世玉养
公”的南安象山梁氏家乡的祖
谱对接，期盼中国闽台缘博物
馆能提供帮助。

同年7月，同样在施明发的
牵线下，陈伟平又帮助台湾田
洋仔角落的梁氏完成了寻亲。
短短5个月的时间，两岸博物馆
馆长携手接力，完成两次跨海
寻亲之托，一时成为美谈。

2023 年 5 月 11 日，台湾彰
化福兴乡元中村田头仔梁氏宗
亲寻根会亲团一行来到中国闽
台缘博物馆致谢，并回到祖籍
地南安翔云镇椒岭村认亲、祭
扫祖墓。

“感谢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馆长陈伟平的帮助，台湾彰化
福兴乡元中村田头仔梁氏的族
谱，从开基祖第1世梁文仲公到
第42世得以完整记录和传承。”
5 月 11 日，梁氏宗亲寻根会亲
团一行来到中国闽台缘博物
馆，团长梁栢楦一再致谢。

据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
陈伟平回忆，2022年2月，收到
求助信后，他立即召集同事一
起查找馆藏族谱，并前往南安
翔云。经过核实，祖籍地南安
翔云的哲容1772年出生。1793
年，正当青年的哲容和哲燕俩
兄弟，带着简易的衣服和干粮
离开家乡，翻山越岭，来到泉州
蚶江港，搭船横渡台湾海峡，后
在台湾鹿港上岸；又步行了3个
小时，到达台湾彰化县福兴乡
元中村落脚，以租田耕作为
生。几年后，他俩在田头仔买
下土地，安家开枝散叶，如今田
头仔梁氏已经有180多人。两
岸的族谱对上了，但中国闽台
缘博物馆文献中心的黄帆发
现，哲容父亲的名字记载有出
入。台湾的梁氏族谱上记载的
是“玉养”，南安翔云记载的是

“玉勇”。施明发收到来自中国
闽台缘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后，

他与老同学梁栢楦研究认为，
闽南话中“养”和“勇”同音，“玉
养”和“玉勇”应是同一个人，只
是在口口相传中，写成了同音
字。

2022年4月，田头仔梁氏族
人把新修的梁氏族谱寄给陈伟
平。梁栢楦把此次寻亲的经过
写成《博物馆馆长牵线 闽台梁
氏祖谱对接》一文，一并收录族
谱。陈伟平也收到施明发特地
发来的微信，感谢之情溢于言
表：两岸系出同源，让台湾子民
知追本溯源，贵馆之贡献胜过其
他拉近两岸人民情感之方式。

5月初，陈伟平接到寻根会
亲团返乡的消息后，迅速安排
相关人员做好对接工作。当寻
根会亲团一行走进中国闽台缘
博物馆主题展厅“闽台缘”时，
看得出，施明发对馆藏物品相
当熟悉，他的情绪也随着观看
展览此起彼伏。

5 月 12 日，寻根会亲团一
行前往祖籍地南安翔云镇，与
宗亲见面，到象山梁氏祖祠拜
谒祖先，再前往位于南安翔云
镇椒岭村的玉勇公祖宅，最后
前往祭扫祖墓。

“我们把这次返乡之旅称
为‘种子行动’，意在播下寻根
会亲的基础——就是种子，把
路线、人员联络方式留下来，期
望种子发芽，后辈能不定期回
乡寻亲。”77岁的梁栢楦说，多
年前，他收到祖叔梁昆清从翔
云寄去的信函，就希望能回家
乡看看，没有想到30多年后，回
乡才得以圆满成行。先祖哲容
和哲燕恐怕也没有想到，230年
以后，他们的后人才第一次回
到家乡寻根祭祖。

施明发的表弟、哲容的后
裔梁火旺、梁奇新站在先祖曾
经生活过的南安翔云镇椒岭村
高院16号祖宅，这里虽然已经
荒废，却是无数回忆的起点。
他们抚摸着祖宅的门牌说，回
到台湾后，他们要和后辈讲述
发生在家乡的故事，今后要经
常带着家人回家乡走走看看。

（洪亚男 梁白瑜）

两岸博物馆携手跨海寻亲
接续230年血脉亲情

舌尖上的家乡

夏季已至，若说闽南人的
夏日标志美味水果，榜上有名
的一定有压李子。

清代秦嘉谟《月令粹编》
说“立夏日，俗尚啖李，李能令
颜 色 美 …… 取 李 汁 和 酒 饮
之”。从这个月令民俗中看到，
立夏吃李子可以让人变美，但
是李子味属酸，很多人都不敢
直接生吃。于是，懂吃的闽南
人就将清洗过后的李子拿来压
碎，再撒上很多的白糖，降低酸
涩增加甜度，这种做法得到了
许多人的追捧。此外，在闽南
吃李子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选
个头稍大的红李子，清洗后改

花刀串起来，也撒上白糖，口味
会比上面那种青李子好，甜脆
的口感总让人忍不住多吃一两
串。 （陈嫣兰）

酸掉牙也要吃的夏日水果——压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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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太精彩了，这是我第
一次到泉州，也是第一次看木偶
戏。”近日，在泉州府文庙广场
前，一名正在观看木偶戏的外地
游客开心地表示。

经过了解得知，该名游客
所观看的木偶戏是由永春蓬壶
美山木偶团带来的木偶戏《乾
坤镜》，该剧目讲述的是元朝年
间彬州晋阳才子王联文和杜府
小姐月娇的爱情故事。该剧的
特色是通过木偶戏这一艺术形
式，生动地表现男女主人公突
破封建礼教、与命运抗争的精
神，寄托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给

人以美的享受，活灵活现的木
偶戏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据悉，这场演出是由泉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泉州市
艺术馆、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所
承办，以“百姓演，百姓看”为宗
旨，通过“政府倡导、社会支持、
百姓参与”的方式，在弘扬“海丝
泉州”文化、闽南文化，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需求
的同时，也为广大文艺爱好者和
文艺团体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
台。

（陈嫣兰）

泉州木偶戏深受外地游客喜欢

狮城
诗联夜话

如今已立夏，再不久之后就
是蛙叫塘畔，蝉噪枝头的炎炎夏
日。尤其是泉州处于低纬度，属
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天
气温高且湿润多雨。在这样的气
候条件下，只要离开冰凉的空调，
热浪就会铺天盖地地袭来，汗辄
湿衣。每每至此，难免疑惑，没有
科技傍身的老一辈，他们是如何

“纳凉”的？他们都有哪些消暑的
方法？

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历史
剧，炎炎夏日里，古代的人们通
常会取一些冰块来防暑降温。
翻阅古籍得知，其实早在周代，
我国就已经有了冰窖，但是那时
候的冰块并非普通老百姓可以
用得起的。到了宋朝，有了专门
防暑降温的工作部门，一到夏日
就会研制一些解暑降温的冷食
品。这种做法被民间效仿，因此
在民间也出现了诸多售卖夏日
饮品的坊肆。据《东京梦华录》
《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籍记
载，北宋有砂糖冰雪冷元子、凉
水荔枝膏，南宋有雪泡梅花酒、
冰绿豆水等。

当年这些消暑良品的做法已
无从得知，但从字面理解，冰绿豆
水应该和我们闽南地区夏天常喝
的绿豆汤差不多。吃冰解暑是常
态，除了喝绿豆水，在闽南地区常
见的消暑食品还有石花膏、永春
白粬，在炎热的酷夏里，来一份这
样的冰凉，想必是很多闽南人对
夏日的独属印象。除此之外，对

身体外部施加影响而产生清凉的
效果，闽南人也有很多属于自己
的方法，比如通过增强房屋的通
风，身着一些特殊材质的衣服，或
使用一些生活器具来消除身体的
热气。

在以前，空调、风扇还未普及
的年代，竹席、竹床是家家户户必
备的家具，一到盛夏的夜晚，大家
就把竹床搬到门口埕，聚在一起，
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泡茶，聊着家
长里短，在欢笑声中度过漫漫的
夏日长夜。“以前的竹床、竹席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用得
越久，它的表面就越光泽、越凉
快，如果闲置久了，反而体现不出
它的效果。”民俗爱好者王碧霞告
诉笔者，像竹床、竹席的制作都不
简单，非常考验一个老师傅的工
艺水平，在他们那个年代，竹床、
竹席和蒲扇是标配，是聪明的闽
南先人就地取材的表现。

小时候总听老一辈的人说，
现在的房子住起来没有以前的
凉快。以前小的时候不懂，以为
只是老人们的心理作用，其实不
然。往昔，他们住的是闽南传统
建筑，它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这
就要求在选取材料上要有一定的
讲究，例如，红瓦有隔热保温的作
用，红砖做墙不易传热。

王碧霞告诉笔者，除了在取
材上要有讲究，在设计上也藏有
很多巧妙的心思。闽南古厝中都
会有“深井”，它是对宅院中房与
房之间或房与围墙之间所围成的

露天空地的称谓。这样的设计不
仅能通风采光，还会因为空气对
流的原因，在夏日里感觉到非常
凉爽，还有像闽南建筑中的燕尾
脊、双曲坡，它们不仅仅是增加美
观度，还能起到排水、散热的作
用。

除了这些，老一辈们在穿着
上也用了心思，他们所穿的衣服，
面料各种各样，而对于长期生活
在海边的闽南老百姓来说，易干
廉价的薯莨衫则是首选。

什么是薯莨衫？薯莨是一
种藤本植物，和地瓜长得有点
相似，捣碎之后，它的汁液是用
来浸染纺织物的天然好物。在
我国，向来有用薯莨汁染衣布
的历史。尤其是安溪、永春、德
化等地都盛产薯莨，人们更是
有穿薯莨衫的习惯，因为它不
仅耐脏、防潮，还非常地透气，
但是新制作的薯莨衫通常会比
较硬朗，所以穿得越久，它就越
柔软，也就越值钱。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穿薯莨
衫的人越来越少，而选择东方
绸的人多了起来，但穿薯莨衫
的习惯，仍旧能在一些长者的
身上看到。即使以前的生活条
件不如现在，但老一辈人用他
们闪闪发光的智慧在生活中制
造出许多可沿用至今的技艺，
这不仅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
个的炎炎夏日，而且这种精神
也足以让后人们学习。

（陈嫣兰）

名相流芳魁星堂名相流芳魁星堂
巍巍六胜塔，蓝蓝石湖港。碧波荡漾

的泉州湾，环绕金钗山上的古塔，经历了
数百年自古至今的风霜，依然傲然矗立。

青山揽翠，夕阳掩映，远处的白帆飞
鸥点点。在这片沉淀千年历史的古港与
充满时代潮流的石湖码头，又发掘出宋
代名相梁克家少年读书处的遗址，此处
为当时的魁星堂。魁星，原为古代天文
记载的二十八星宿中的西方白虎宫七宿
之首的奎星的俗称。因其形貌黑脸红发

以鬼面出现，右手执朱批笔、左手托金
印，左脚后翘踢斗而得名为魁星，是主宰
天下文运的大吉星，备受学子们敬仰与
供奉。现在的残垣断壁深埋了多少传
说，却又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流与文化
的传扬。

金沙逐浪点千帆，宋塔晨曦碧海衔。
东岳寺中栽古柏，魁星堂上颂青衫。
诗书风雅当超俗，大义丹心自脱凡。
但使沧桑秋几度，余晖长照半山岩。

据《泉州府志》载：故宋之时，名相梁
克家少年寄迹于石湖，于六胜塔旁魁星
堂中读书，寒窗苦读，朝拜于东岳庙中，
焚香立誓，若读书有成，必衣锦还乡，三
牲礼帛，以祀尊神。是夜入梦，竟见东岳
大帝偕魁星爷入帐，曰：今赐功名于汝，
功成名就之日，必当造福黎民，以彰文章
大义。后来，梁克家果中状元，官至宰
相，兢兢业业，惠泽天下，竟成一代名相
……

学优而仕，心怀天下事；
品贵则名，史载古今馨。
而今，历史湮灭于岁月的沧桑之中，昔

日的魁星堂已剩下残砖片瓦，深深地沉睡
在地底，东岳庙也已几经更迭。但是，梁克
家的风骨、魁星堂的传说、东岳寺的神圣，
却永远地流传，萦绕在这片热土之上，萦绕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萦绕在人们的心
中！

（洪亚怀）

老一辈常用
蒲扇扇风纳凉

闽南夏日
解暑冰饮
——四果汤

炎炎夏日将至炎炎夏日将至
咱厝人如何度过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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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风透气
作用的“深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