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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记得当年草上飞当年草上飞””
（猜5字书名，含九三学社知名人物） 回忆茅以升

诗谜联袂赞元勋。毛泽东经常巧
妙引用古诗词名句融入自己的诗词中，
他在《吊罗荣桓同志》中便借用唐·黄巢
《自题像》诗句“记得当年草上飞”，他回
忆当年领导秋收起义直至井冈山会师
征途中，罗荣桓和红军将士英勇顽强、
健步如飞的战斗情景，表达对革命战友
的怀念之情。诗谜联袂赞元勋，前有毛
泽东善用古诗名句，今有谜作者妙用毛
泽东诗入面，谜作抒发人们的缅怀之

情。
寻章摘句老雕虫。2016年 3月1日，

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著、中
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回忆茅以升》一书
正式发行，该书以当事人和亲人的回忆
文章，纪念著名桥梁工程专家、九三学社
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茅以升先
生，这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对茅以升爱国
奉献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晶。寻章摘
句老雕虫，谜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将书名

作为谜底，与谜面遥相呼应，进一步提升
谜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谋篇布局斫轮手。谜作者以“记得当
年草上飞”一句为《回忆茅以升》一书配
面。谜面、谜底分别顿读为“记得当年\草\
上飞”和“回忆\茅\以升”，“回忆”不就是

“记得当年”的另一种表述吗？一个是伟
人毛泽东对当年与亲密战友并肩战斗情
景的回忆，一个是人民政协对已故民主党
派领导人爱国奉献精神的存史。再以谜

底“茅\以升”关合谜面“草\上飞”，“茅”即
“草”，姓氏之“茅”别解为植物之“草”；名
字“以升”别解为动词“上飞”，以静化动。
一“升”一“飞”之间，于平实中见深重，于
普通中见奇崛。此谜取面熟句，谋底不
造，传统手法，谜意连贯，看似平易但丰富
高致，看似常规技法，却善于谋篇布局。
如此思想性、艺术性俱佳之作，怎不令人
折服。

（谜作者\评析者：卢清华\纪培明）

猪肉与鱼肉碰撞出的闽南经典美食——苏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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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色倚青艾，粽香礼游人。今
年端午假期，泉州市文旅活动供给
丰富、民俗体验精彩不断，市民游
客出游需求得到有效释放。据统
计，全市重点监测的5个景区（点）
共接待 15.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8.7%：其中西街接待9.57万人次，
同比增长21.0%；惠安崇武古城接
待0.47万人次，同比增长60.8%；
晋江五店市接待3.83万人次，同比
下降7.2%；安溪清水岩接待0.83
万人次，同比下降39.0%；清源山
接 待 1.2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8.6%。

据了解，节前，《市长带你游泉
州》专题视频、“泉州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可持续生计活
动第五处新试点”、“泉州入选携程
人文历史主题榜单”等话题火上热
搜，为世遗泉州赚足人气。同时，
泉州市文旅局抢抓端午及暑期旅
游热潮，推出7条“世遗泉州·精品
线路”最是故乡美 | 7条世遗精品

旅游线路带您阅尽千年泉州和12
条“世遗+非遗”旅游线路文旅融
合 绘就“诗和远方”| 泉州推出
12条“世遗+非遗”旅游线路，从博
物馆到考古现场，从泉州市区到山
川滨海，带领游客阅尽千年泉州的
白天与黑夜，品味街头巷尾的古早
小吃与美食，倾听流传千年的南音
与梨园戏，触摸街巷建筑上的历史
与痕迹，感受“宋元中国的海洋商
贸中心”的独特魅力。

在端午假期，泉州古城旅游人
气持续攀升，漫步古城街头，品尝
琳琅满目的闽南美食，欣赏古大
厝、番仔楼上的红砖白石，感受“世
界宗教博物馆”的包容，体验半城
烟火半城仙的“慢生活”古城游，成
为众多市民游客最时尚的度假方
式。端午假期，全市22个世界遗
产点共接待游客23.07万人次，同
比增长117.2%；游世遗、逛古城成
为泉州假日旅游市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陈嫣兰）

在闽南的餐桌上，常会出现
卤面、润饼菜这一类的经典风味小
吃，在这些美食里，苏糕是常见的
经典配料。

苏糕是闽南传统糕类特产之
一，它主要的原材料是鱼肉和猪
肉，手艺者通过将两种材料分别打
成泥后混合搅拌均匀，通过蒸制而
成的一种特色闽南美食。据老一

辈介绍，七八十年前，猪肉比较匮
乏，而闽南身处东南沿海，盛产鱼
类，于是手工艺者就在材料中加入
一部分的鱼肉。

苏糕的味道鲜美，多吃不腻，
可作点心配料，又可作汤，是沿海
人们不可或缺的海味佳肴，也是闽
南人饮食丰富的见证。

（陈嫣兰）

传承越山海
百年送王船

超230000人次！
端午假期泉州文旅市场亮点纷呈

近日，在石狮市博物馆展出了
一批老物件，其中“仙桔祥记”的拓
片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经了解得知，“仙桔祥记”烟丝
店创办者蔡祥汫，祖籍石狮大仑
村，菲律宾归侨。1925年在石狮
城隍街开设仙桔祥记烟丝店，商号
名噪一时。蔡祥汫热心公益，抗美
援朝期间，慷慨捐资，参与购买“晋
江华侨号”战斗机支援志愿军。协
助创办青山学校、石光中学、晋江
县石狮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并兼任
校董会董事。1954年，主持建造石
狮华侨戏院，任首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而“仙桔祥记”撰书者是蔡浚，
字文潮，号铁樵，泉州后城人，1908
年毕业于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历任
泉州立成小学、新华小学、紫兰小
学校长。1935—1943年，任石狮大
仑青山小学校长。蔡浚擅长书法，
笔势挺秀雄健，结构疏朗，雍容不
媚，潇洒流畅，其作品常见于晋江、
石狮等地古民居及商户店招。

目前，“仙桔祥记”的店招已由
蔡祥汫后人捐赠给石狮市博物馆，
为八卦街改造留下珍贵的历史记
忆，延续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 （陈嫣兰）

老店招延续八卦街记忆

闽南“送王船”信俗文化的发展

由于闽南地处东南沿海，从而形
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滨海地域
文化，更是衍生出了以渔民为主要群
体的民间信俗，众所周知的有妈祖信
俗、王爷信俗。实际上，王爷信俗不
仅仅分布于闽南一带，在中国台湾及
东南亚等地也都有该信俗，只不过在
闽南地区，其信俗更具规模性和影响
性。

查阅资料得知，王爷信俗的诞
生其实与闽南先民送瘟驱邪的诉求
息息相关。由王爷信俗发展出一种
配套仪式——“王（爷）醮”，或“王
（船）醮”，醮即设坛祭神的仪式，而

“送王船”正是其中的核心环节和高
潮部分。“送王船”其实就是“王醮”
的通俗说法，又称“烧王船、王船
祭”，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初期，
明朝晚期以后盛行于厦漳泉滨海地
区，一般由当地的民间宫庙牵头，组
织周边渔民和船民参与仪式活动的
筹备和实施。

近年来，由于闽南地区海洋文化
的盛行，沿海渔民、船民对“送王船”
都非常重视，再加之人们对于传统文
化的日益重视，以及海内外文化交流
的频繁，这一信俗形成了更具规模、
更有活力的信俗文化，而人们祈求的

愿望也不再局限于驱瘟除疫，祈福吉
祥则成了人们的普遍诉求。

蚶江王爷船巡海端午举行

在石狮蚶江至今延续着、传承着
这种“送王船”风俗，它承载着石狮人
们最重要的集体海洋记忆。

每逢端午，蚶江徹汉五王府都会
有王爷船巡海仪式，与台湾鹿港“送
春粮”仪式基本相似。据清乾隆年间
的《泉州府志·风俗》所记载的“王爷
船巡海”和《鹿港奉天宫志》所记载的

“王爷分灵”，蚶江最迟在清代乾隆年
间就有王爷船巡海仪式。

据老一辈介绍，蚶江王爷船巡海
仪式由来已久，祖祖辈辈传承至今。

王爷船巡海仪式十分隆重，有设置香
案、进香、请王船出庙、办祭品等祭拜
仪式，要待到下午2点之后涨潮，由
八人抬王爷船到海边，根据风向调整
风帆，由一艘舢板船护送出海，蚶江
王爷船巡海伴有“阵鼓乐、仪仗、百
戏”。我市民俗专家告诉笔者，送王
船尤为讲究时间，它承载的是观察气
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
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的
结晶。

在今年的蚶江海上泼水节线上

直播中，笔者看到，当天午时2点后，
在两岸百姓的簇拥之下，王爷船承载
着两岸人民对平安、幸福的希望，驶
向远方。刹那间，蚶江村后垵澳海
域人声鼎沸，欢呼声、鼓声连成一片
……

与其他地方的“送王船”不同，蚶
江的王爷船是“巡海”，即巡视海上的
商船、渔船，超度海上遇难者，预示自
此一年内有“海神爷”的保护，海峡两
岸对渡船只安然无恙。所以，王爷船
没有烧掉，还要回府，来年再出巡。

独特的文化符号

石狮端午闽台对渡习
俗，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这一习俗融进了王爷信俗，
丰富了端午节的内容。其是
石狮同海外华侨华人、台湾
同胞民间文化交流的纽带，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深远
的影响，也是海外华侨华人
回乡探亲、寻根谒祖和进香
朝拜的“根”之一，它发挥着
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
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
社会功能。

闽台两地的地缘、血缘、
神缘纽带如此紧密，对增进
两岸乡谊、促进和平统一、推
进石狮经济建设，实有不可
估量的现实意义。这是中华
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种
表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
良品质的表现。图片由纪培
明提供 （陈嫣兰）

海上泼水、海上抓鸭、火鼎公婆……在上周刚
过的端午节，这些有趣的民俗活动，是不是仿佛还
在昨日？但所有的活动，还属“送王船”令笔者印象
最为深刻。翻阅资料得知，原来这项文化活动项目
已在2020年12月17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背后传递着
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也是闽南先辈与
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一种崇高理念。

石狮端午闽台对渡习俗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每年的端午节，来自海峡两岸的民众都要聚集在
蚶江村后垵澳海域竞相泼水，其场面令人叹为观
止，而其中的重头戏莫过于王爷船巡海。“送王船”
的仪式，风格独特，是海洋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项

目，也是闽南人的一次海上狂欢。

栩栩如生的
戏曲人物故事竹雕

这是一件收藏于王起沃纪念馆的戏曲
人物故事竹雕，其雕刻技艺精湛，人物生动
形象，整体布局合理，寓意幸福美好。

这件竹雕制作于数十年前，选料考究，
保存完好。据石狮市博物馆馆员杨静仪介
绍，王起沃故居主人早年非常喜爱戏曲，因
此其故居的石雕、竹雕等器物上留存了大
量的戏曲人物故事元素，洋溢着浓厚的传
统文化气息。

只见这件竹雕上，雕刻师刻画了一幅
古代戏曲人物故事图，宝塔山下，亭台楼
阁，多个侍女簇拥着一位主人装扮的女
子。这些侍女有的手持拂尘，有的手持如
意提手的灯笼。女主人装扮大气，衣衫飘
飘，右手指向一边，正在与画面左下方的一
位书生模样的男子交谈着什么。男子抬头
挺胸，一表人才。整个画面洋溢着一派祥
和的气氛，寄寓着创作者和故居主人追求
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 （尼松义）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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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大舞
台文艺演出在府文庙广场上演。

本次演出为木偶戏专场，由永
春苑芳木偶剧团带来木偶戏剧目
《梅岭踏雪》。该剧讲述的是唐朝时
期，罗家世子文武双全，后梅岭赏雪
练武，遇胡奎英雄，他们意气相投，

义结金兰，扶贫济困的正义故事。
伴随着音乐响起，一个个木偶通过
艺人的巧手表演得栩栩如生。

方寸舞台别有天地，娓娓道来
的故事让现场群众看得十分投
入。百姓大舞台让百姓乐在家门
口，既欣赏了经典传统戏剧，感受
到非遗魅力，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
情操，增强了文化自信。（陈嫣兰）

家门口感受非遗魅力

舌尖上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