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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谜 赏 析
福建省名专栏

““汝能报杀父之雠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我将归死””
（人民政协热词一）责任委员

舍义雪耻，谜之悲壮。面出司马迁《史
记·伍子胥列传》。楚平王囚禁伍奢，并扬言
倘若伍尚、伍员不应诏来楚，则杀其父伍
奢。伍尚不忍父遭杀害，兄弟落下不孝之
名，故决心赴死，嘱咐伍员出逃，“汝能报杀
父之雠（仇），我将归死”。后平王杀伍奢、伍
尚，伍员则出逃他国，历经磨难，助吴王阖闾
攻占楚国郢都。伍员为履行兄长报仇雪恨
之重托，放弃“救父尽孝”之小义，司马迁称
之“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读

谜面，强烈感受伍氏家破人亡之凄惨和伍员
报仇雪恨之悲壮；读谜作，深深叹服作者用
典之精当，笔意俱化，文思俱老，作品充满悲
壮之力。

责任担当，底之凝重。伟大时代呼唤
伟大精神，“责任委员”承载历史担当。谜面
置身于两千多年前风起云涌的春秋战国时
期，伍员为履行家国责任而忍辱负重，责任
担当，何其悲壮。谜底穿越到激情燃烧的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政协委员努力答好“责

任委员”履职考卷，责任担当，何其神圣。责
任担当，谜底提出了一个凝重的历史课题。

会意别解，法之佳者。司马迁笔下两
千多年前一对兄弟生离死别的相托，演绎成
当下“责任委员”的时代担当，全赖灯谜“会
意”与“别解”两大法门。“责任委员”为偏正
结构短语，入谜后顿读为“责任\委\员”的主
谓宾短句，回应谜面“伍尚将报仇雪恨之责
任委托伍员”。其一，“责任”是名词，在面为

“报仇雪恨”之“任务”，在底为“政协委员”之

“职责”，“任务”与“职责”意同。其二，“委\
员”为动宾结构短句，“委”由名词“委员”变
为谓语动词“委托”，系字面别解；名词“委
员”之“员”变为人物“伍员”之名，系名词借
代。“委员”转意“委\员”，呼应谜面“委托伍
员”之史实。

谜作面句用典，叙述史实，谜底选用热
词，讴歌当代，会意与别解并重，悲壮与激情
俱全，借史家之秉笔，赞委员之责任。
谜作者/评析者：苏子川（中国台北）/纪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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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多枚“丝路遗珍”——汉
唐·宋元瓦当在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展出。

近日，由西安博物院、泉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丝
路遗珍”——汉唐·宋元瓦当陈列
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
展。310多枚跨越时空而来的精
美瓦当吸引众多市民参观。这些
瓦当是古丝绸之路繁华的见证，
更是研究古建筑起源的重要佐
证。

展览以时间为顺序，时代上
迄战国秦汉，下至明清，主要以
汉唐至宋元时期为主。这些样
式各异、颜色不一、品类丰富的
瓦当，以精湛的技艺表现着那个
时代的文化和建筑技艺。

以花纹、兽形、书法表现形
式为主，其中两枚源自宋元时期
的刺桐花纹瓦当尤其引人注
目。“这些瓦当是海、陆两线丝绸
之路文化的一次交融碰撞。”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颖艳副
馆长介绍，此次展品主要来自古
都西安的灰陶瓦当和泉州等地
的红陶瓦当。她说，西安是古代

“陆上丝绸之路”，泉州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西安为代表
的关中地区不仅是目前可以确
知时代最早瓦当的出土地，也是
先秦时期瓦当发现数量和品种
最多的地区之一。秦汉时期各
地大兴土木，遗留下了许多秦砖
汉瓦。秦汉瓦当在全国大部分
省区都有发现，但尤以西安及周
边地区为最。“秦砖汉瓦”成为秦
汉时期建筑辉煌和鼎盛的象征
物之一，直到现在依然为人所称
道。

同时，作为古代典型的移民
型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
泉州为核心的闽南地区建筑文
化，不但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优秀
传统，还借鉴、吸收、融合了当地
土著文化和其他异域文化，逐渐
发展演变而成以泉州为代表的中
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分支——
闽南红砖文化建筑。 （洪亚男）

见证丝路繁华
展示古建之美

连日来，仁里社区“党建+”
邻里中心再度邀请到鲤城高甲
戏剧团走进凤凰城，在8号楼前
的小广场为社区群众带来了精
彩的高甲戏演出《红缨记》《上明
宫情缘》。

演出的当晚，小广场前人潮
涌动。不少居民带着孩子早早
来到阴凉处，满心欢喜地等待着
表演的开场。鲤城高甲戏剧团
的演员为群众带来了精彩的高
甲戏演出，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
烈的掌声。 （陈嫣兰）

公益性演出下基层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暴雨袭
击，从南至北诸多城市因雨量激
增而无法顺畅排水，因而积水成
灾。但从几次的经历来看，笔者
发现，在闽南地区不少的古厝，不
管暴雨如何袭击，它们都安然无
恙。这古厝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才能使得房子安然度过一次又一
次的暴雨袭击呢？

中国古建筑防水有“以排为
主，以防为辅”“多道设防，刚柔并
济”的理念，说到“排水”，古人首
先是从屋顶下功夫。闽南建筑，
是中国建筑中重要的流派之一，
其在排水上的工艺和技巧自然也
是延续了该种理念。大多数的闽
南古厝在设计时，采用“燕尾脊”

“双坡曲”高屋脊、大坡度的设计，
利用陡坡让水顺流而下，再因惯
性冲出屋檐之外。除了结构之
外，屋顶的建筑材料一般也会考
虑到防雨的需要，就像我们现在

装修要在顶楼做防水一样的道
理。考虑周全的闽南先人们，他
们还会利用一些小物件来帮助古
厝排水，例如：花头、滴水檐、水沟
堵等。这些小配件的悬挂也是颇
有讲究，它们镶贴在房子外部，延
长雨水下落的距离，让雨水飘得
更远，防止雨水顺墙壁流下造成
建筑物的受潮、变色，甚至腐朽，
起到了保护房屋的作用。

除了这些，闽南古厝里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天井，通
常是在天井中挖一条暗涵，让水
排出。同时，开井也有积水成财、
遇水则发的美好寓意。这种设计
不仅能够帮助排水，还能保证厅
堂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这些藏
在古厝里的小玄妙，其实只是先
人们在设计房子时的一小部分巧
思，闽南古建筑背后的智慧和奥
妙，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阐述的。

（陈嫣兰）

探访古厝排水系统奥秘

民以食为天，闽南的美食
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是满足
于口腹之欲，更有一种唤醒记
忆的力量，并且伴随着许多闽
籍华侨华人的足迹跨越重洋，
在海外华侨社会里拥有持久
的力量，同时被外国人认同和
接受。在全球化背景的今日，
那些从泉州港出发的美食，以
它的浓郁和醇香，融入了南洋
风味，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温暖了无数华侨游子漂泊
的心。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海
外的华侨们也把南洋的饮食
习惯带回了泉州，所以，在泉
州随处可见诸多异域风情的
饮食。在泉州华塑社区、洛江
双阳街道、雪峰农场等地方，
现居住的居民们都还会做南
洋当地的美食，而且也保留了
许多南洋风味的餐厅。

位于华塑社区的聪记越
南风味小吃店店主梁女士，是
1978年大批归国华侨中的一
员，她告诉笔者，当年他们在
越南是以农业为生，归国后，
政府将他们安置在泉州华塑
社区，父母则被分配到当时的
华侨塑料厂工作。20世纪90
年代，辉煌一时的华侨塑料厂
逐渐失去市场，工厂停工后，
众多归侨们为了补贴家用，纷
纷售卖起南洋风味小吃，从街
边小摊到固定门面，慢慢的，
华塑社区出现了几条商业
街。印尼粽、印尼烤肉、椰丝
糕、越南肠粉、咖喱姜黄饭等
各种充满南洋风味的美食，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
地，华塑社区成为远近闻名的

“小东南亚”，不少的市民、游
客都慕名前来。

南洋风味口味较重，在
菜肴中通常会加入椰浆、咖
喱、胡椒等各种香料调味，部
分泉州本地人并不喜欢；但
是南洋的糕点，大部分泉州
本地人都能接受，如：千层
糕、九层糕、黑年糕等香甜糕
点。位于洛江双阳街道的一
家千层糕店主向笔者表示，

“不仅归侨们喜欢这些南洋
糕点，就连泉州本地人也很
是喜欢，回购率最高的就是
印尼千层糕，别看它简单，制
作起来却颇为费时，而且制
作的香料、食材等，有的都要
从印尼买回来。”

不同地方的归侨，饮食习
惯也是不尽相同。比如，菲律
宾当地喜欢将鱼涂满香料，用

对于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我们
总是印象深刻。第一次外出求学、
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听到孩子叫
妈妈……泉州这座城市，也和我们
一样，拥有了许多的第一次，如今
它的繁华，是由当时许多不起眼的
第一次慢慢发展来的，对于这些第
一次，你知道几个呢？

泉州的第一座灯塔泉州石湖
村六胜塔，其坐落在石湖村金钗山
上，古代每到夜晚塔顶都会点上几
盏灯笼，让远方的商船找到航向。
因此六胜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
的航海灯塔。那时候的泉州港（俗
称刺桐港）是东方第一大港，海外
贸易非常繁荣。六胜塔建在山上，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泉州港
的航标。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是从
这里起锚的。

泉州的第一座火车站——泉
州东站，1999年投入运营，2014年
底，泉州东站不再办理客运运输，
而是专办货物运输。这意味着泉
州绿皮火车客运由此告停，结束十
多年的客运史。

在全省公路网络十分发达的
今天，泉州各县市间的道路更是四
通八达。福建省第一条公路——
安海至泉州公路，是由安海旅日华
侨陈清机发起建设的。他怀着“实
业救国”的雄心壮志，于1913年回
国在安海创办“闽南泉安摩托车路
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国民营汽
车路的发端。此后的短短几年间，
泉安公司又创建了青阳至石狮、安
海至东石、石狮至浦内、安海至八
尺岭、灵水至石狮、瑶琼至双沟、水
头至小盈岭以及泉州至后渚等多
条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16公里。

泉州的第一座海港大石桥
——惠安洛阳桥，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海港大石桥，位于泉州东郊的洛
阳江上，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
端……

诸如此类的第一次还有很多
很多，如今泉州的发达、繁荣发展
与这些第一次不可分割，它们不仅
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更是很多
老一辈泉州人的记忆。

（陈嫣兰 郭雅霞）

树叶包裹再架上火里烤。但
是，归侨们归国后，就不容易
吃上这样的烤鱼，可他们依旧
保留着爱吃烤物的习惯，他们
还喜欢吃巧克力，特别是老顺
德朱古力，他们喜欢将朱古力
拿来煮牛奶，或者是用水化开
来加燕麦食用。这几种吃法，
在石狮、晋江妇女产后坐月子
时尤为常见，说是有补血、调
理作用。石狮的人们常常往
来于菲律宾，老顺德朱古力、
芒果干是常常被带回家乡的
礼品。受华侨们的影响，这些
外来的美食，也非常受泉州当
地人的喜爱。

那些漂洋过海的先民们
从未和故土断了联系，他们
既把海外的美食带回家乡，
同样也把家乡的美食带到移
居地，将乡愁塞进食物，以解
思乡之苦。

今年 70 多岁的老蔡，他
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生活几
十年，他说，在槟城的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茶室，这些茶室
多售卖福建及潮汕传统美
食。随着岁月的变迁，以及
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这些
家乡的美食很多都已和当地
的生活环境融合在一起。“槟
城的蚝煎是当地很具代表性
的传统美食，它源自闽南、潮
汕一带，基本上在这里做蚝
煎的店家都来自这两个地
方，而在闽南地区，蚝煎就是
海蛎煎。”老蔡告诉笔者，很
多闽南当地的传统小吃，被
华侨带到海外之后，会根据
当地的语言习惯重新赋予它
新名字，除了蚝煎，曼煎糕也
是其中一种。在泉州地区，

“曼煎糕”被称为“满煎糕”，
这种甜食是由闽籍移民带入
槟城，成为当地传统小吃，同
时也盛行于新加坡、文莱、印
尼等国家。

这些美食随着闽南先民
的脚步到了不同地方落地生
根，并长出了不同的样貌，吃
着的是舌尖的味觉，思着的
却是对故土的念想；而先民
们从海外带回来的美食，让
它们在刺桐古城多元汇聚，
焕发出别样的风采，让泉州
古城更为包容、开放，当我们
透过美食去了解泉州古城
时，我们从中感受到的不仅
仅是一份异域风情的味道，
更是感受到闽南人像海一般
辽阔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
文化精神。 （陈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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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这些第一次，你知道几个？

海蛎煎

近日，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举办的“2023年海交馆沙画公益
研习班”正式落下帷幕。本次研习
班历时近一个月，共四期课程，近
120名小朋友体验到了有趣的沙画
艺术。

此次的课程主题包括《海底世
界》《茶里茶香》《古渡》《九日山之
风》《同根生》《洛阳桥月光》《光明
之城》等。每期的公益体验课都由
专业老师指导，通过滑落指尖的细
沙，在沙画盘中呈现一幅幅生动形
象的魅力画作。每幅画作都精心
融入泉州世遗文化，以22个文化
遗产点为创意想法，不但激发孩子
们的参与热情，更是让孩子们深刻
地认识到泉州的美丽风景。

（陈嫣兰）

以沙绘世遗，展泉城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