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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可能有不少收藏
爱好者，但是长期坚持对闽南
老物件保持痴迷的年轻小伙可
能不多。精巧细腻的闽南木
雕，生动传神的闽南石刻，看到
整个储物间琳琅满目的老物
件，笔者还以为走到了哪个博
物馆里，其实，这是90后收藏爱
好者小李的工作室。

小李是土生土长的泉州
人，从小就对闽南民俗文化情
有独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
到许多闽南民俗文化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野，对此深感惋惜。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行动留
住乡音和回忆。在收藏过程
中，他一开始会到古玩店、二手
市场去淘宝，后来发现在一些
闽南村落的提升改造中，不少
古厝被拆后，原有的建筑构件、
日常生活用品被随意丢弃，他
觉得很可惜，便会约上有着同
样爱好的朋友到废墟里去“捡
垃圾”。后来，收藏的东西越来
越多，家中的储藏间早已收纳
不下，于是他租了一个仓库，把
自己收藏到的上万件老物件一
一摆放展示出来。这几年来，
小李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收藏
民俗老物件这件事放在心上。

一听到圈子里有人说哪里有珍
贵的老物件，他就会想方设法
去寻找，一有时间他就到各个
古玩市场“寻宝”。随着藏品的
增加，他成为泉州收藏圈里小
有名气的收藏爱好者，他的藏
品也受到大众的关注，时常有
人到他的收藏室里参观、交
流。

（陈嫣兰）

年轻小伙收藏上万件闽南老物件
重现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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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谜 赏 析
福建省名专栏 ““纣因妲己宗祧失纣因妲己宗祧失，，吴为西施社稷亡吴为西施社稷亡””

（4字电视剧）完美关系

谜作取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四
回》开章诗“纣因妲己宗祧失，吴为西施社稷
亡”二句入面。“纣因妲己宗祧失”说的是商纣
王帝辛因宠爱妲己而失去江山的故事；“吴为
西施社稷亡”说的是吴国君夫差因中越王勾
践“美人计”而葬送社稷的史实。多少帝王沉
迷声色犬马之中，丧权亡国，身首异处，历史
上这样的事例还真不少。周幽王为博美人
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而遭敌破“家门”；唐明
皇李隆基沉迷玉环美色无法自拔，而陷国于

大难。谜面告诉我们的史实，正是千古铸成
的沉痛教训。

谢会心在《评注灯虎辩类》中称“制谜有
法门，犹作文之有题法”。“问答法”即诸多制
谜法门中一法，指“根据谜面所提的问题，以
谜底来按问作答的扣合方式”，其特征是：谜
面是疑问句，即提出问题；谜底是应答句，以
别解的方式回答问题。本谜就是典型的“问
答法”，谜面二句虽没设问，但从诗文中可品
出问答的味道。谜面看成“纣王因何宗祧失”

“吴王为何社稷亡”的提问句，谜底“完美关
系”看成回答句，即：“国家灭亡皆因帝王沉迷
美色的原因”。谜底“完美关系”是偏正词组，

“完美”作“关系”的定语。入谜后断读“完/美/
关系”与谜面回互其辞。谜底“完”别解“终
结，失败”，以呼应谜面“宗祧失/社稷亡”二
句；“美”借代中国历史上两大美女“妲己、西
施”；“关系”一词原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的状态”，如“红专关系”，入谜后别解
为“原因”，特指“帝王受美色迷惑之原因”。

历史的叙述变成凝重的设问，凝重悲恸；对仗
的两句化成尖锐的羽箭，干净利落！

《完美关系》是一部当代都市职场励志
剧，讲述从单枪匹马到并肩作战形成“完美关
系”之公关合伙人的故事，与史上美色“败纣
王”“葬吴王”的荒诞史实形成强烈的视觉反
差，令人唏嘘。今观谜作，底面绾合，扣合熨
帖。历史教训，沉痛刻骨，这就是谜作留给我
们的思考！

谜作者/评析者：林鸿雁/纪培明

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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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闽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红砖瓦墙，
无论是传统民居还是现代建筑，皆体现着闽南传
统审美元素，不管是古朴的大门，还是砖瓦的选
择，人们总会在这些配件和造型上做点文章，同
样的，闽南人也喜欢在窗棂纹饰方面下功夫。各
式各样的窗棂是人们的得意之作。

闽南地区的红砖瓦墙随处可见，从建筑审美
上来看，如果只是单纯用红砖构成，会略显俗气
与单调，所以以前的人们在建造房子时通常会给
窗格使用不一样的颜色，给建筑增加不一样的视
觉感受。而这些窗格的形状千姿百态，功能也不
尽相同。

条枳窗是闽南窗格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一般
是使用青石和白石来打造，外部有天然杂质的
白，石头粗粝的质感又增添了建筑古朴的风味，
窗户四周以石条圈住，显得神秘莫测。这种窗户
除了装饰，还有防御的作用。据老一辈介绍，以
前建造房子的时候，木材使用比较广泛，所以窗
户也基本是以木材为主，到了后来，石材才被广
泛运用。

竹节窗也是窗格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设计，
竹子寓意正直清高，因此，与竹有关的元素在闽
南古大厝运用得十分广泛，竹节窗的窗棂一般选
用青石，雕刻成竹节状，竹节上附着花卉、动物、
人物等，且大多为透雕形式。与竹节窗有同等装
饰效果的还有琉璃窗，墨绿的质感，雅致而又不
失光泽。石雕窗也常常映入人们的眼帘，龙虎造
型巧妙相连，富于变化，动态感跃然墙面。

“对于传统建筑来说，人们对窗户通风采光
的要求屈居其次，装饰效果才是最重要的。”闽南
传统建筑爱好者王碧霞告诉笔者，就拿花枳窗来
说，它是陶瓷的一种，通常是以绿色为主体色彩，
这样的搭配可以让一座古厝拥有红、白、绿等各
种色彩，让整座建筑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

除了家庭建筑中能看到这些充满设计感的
窗格，在闽南的寺庙里，也常能见到笼扇这种十
分讲究技艺的窗格。笼扇上精细地雕刻着花鸟
鱼兽，用色大胆鲜艳，却不失古雅。形象栩栩如
生，仔细看可以看见绿叶的脉络和花瓣尖处的微
卷。由于寺庙大殿周围的窗户总是被向外推开，
透过窗台我们能看到僧人、群众在佛像前虔诚地
念经祈福，经文和香火气从窗帷中袅袅传出，让
人不禁心生宁静。

闽南建筑的每一扇窗，都是建筑师傅一刀一
刀雕刻出来的艺术作品。这些师傅，不仅拥有扎
实的修筑技艺，而且通晓闽南建筑文化。例如，
笼扇和门的高度一般都有固定的尺寸，会选取带
有吉祥寓意的数字，所以建筑师傅为了避免建筑
太高导致门或者笼扇过高的情况，会在上面加设

“楣顶花格窗”，纹路精致的花格窗，不仅采光通
风，给古厝的装饰也增添了不少色彩。

如今，经过历史的沉淀，不少窗户早已经破
损残缺。

虽然看似是不起眼的建筑装饰，但是一代代
的文化更迭往往体现在这些细部上。有时候迷
人的不仅仅是窗饰，更是窗户以外人们的生活百
态。当我们看向窗外，车水马龙依旧，生活烟火
气传续不止。 （陈嫣兰 郭雅霞）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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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黄，寒风狂，立冬时节又登场，花带
露，月如霜，一天更比一天凉。11月8日，今
年的立冬如约而至，这一天，农作物被收进
仓库，小动物们开始冬眠，人需要进补。在
北方，人们百年不变的是“吃饺子”。这一
天对于泉州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
子，因为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依据习俗
吃“补”，完成“补冬”这件对泉州人而言颇
为重要的事情。

在泉州有一条街叫水门巷，它是小吃一
条街，在民间也有人亲切地称呼它为“补冬
巷”。水门巷位于涂门街附近，巷子很小，
但是泉州人喜欢的补冬食材尽在其中，羊
肉、鹅肉、狗肉等俱全。窄窄的小巷子，仅
能容一辆车通过。在这条街上，最出名的
为陈师傅水门巷火锅店。据介绍，这家店
已经营了十来年，每年为迎接立冬，店主都
会提前在店里准备许多新鲜的牛肉供给食
客。除了这家火锅店，其他老字号也会早
早地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将羊肉、鹅肉等
烹制得飘香四溢，那一缕缕香气环绕在整
条巷子里，并随风一直飘散到中山路口。

泉州靠海，因此许多海产品也成为泉州
人“补冬”的上佳选择，比如：大九节虾、红
膏蟳、土龙等。由于这些海鲜算是比较高
档的食材，一般人家通常不会将其作为首
选，所以市场销售量最大的，还得是牲畜
类。

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难得尝荤
腥，蛋白质的摄入严重不足，而且冬季穿戴
的衣物的保暖效果也没有如今这么好，为
了能够更好地抵御冬季的寒冷，人们就会
选择在立冬这一天吃一顿好的，积蓄过冬
的体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补冬”便成为
闽南地区的一种习俗。虽然在泉州地区，
反复“入秋失败”，但是人们依旧不会忘记

“补冬”这天该有的仪式感。
（陈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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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提线木偶戏在美交流受热捧

11月3日，泉州市提线木偶戏
传承保护中心表演艺术家在美国
完成了20多天交流演出之旅，在
美利坚大学的最后一场演出赢得
观众热烈反响，掌声不断，演出结
束后还积极参与交流互动。演出
期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相
关负责人到场慰问艺术家。

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
中心自10月17日以来，在美国华
盛顿特区、马里兰州等多地的社
区、大中小学、老年人活动中心、艺
术家委员会进行巡回演出，并通过

讲座、工作坊等形式与各级学校、
学院的师生分享中国提线木偶艺
术。此次活动得到了文化和旅游
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中国驻美国
大使馆和泉州市人民政府的大力
支持。

在美利坚大学，该中心表演艺
术家林建裕、吴伟宏、沈苏革轮番
上场，为美国观众表演了《狮子舞》
《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梦舞青
春》《驯猴》等节目，精彩演出不仅
吸引了美国观众，也吸引了泉州乡
亲到场助阵。 （陈嫣兰）

闽南传统建筑——石雕龟碑

在闽南的寺庙、宗祠里我们总
能看见一些石碑，被一只大大的乌
龟模样的动物驮着，人们俗称“石
雕龟驮碑”，是一种古代石刻艺术
形式。它的特点是碑身的底座呈
龟形，象征着长寿和吉祥。这一艺
术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
传统。

龟碑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选
材通常选用优质的青石、花岗岩
等，再由技艺精湛的老师傅进行细
致雕琢，才能呈现出栩栩如生的龟
形。在雕刻的过程中，手艺人也会
根据龟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的刀
法和技法，使得整体形象更加逼
真。据了解，龟碑在中国历史上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龟是四灵

之一，自古以来就是长寿、吉祥的
象征。因此，龟碑常被用来纪念一
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等。在封
建社会，皇帝为了表彰功臣、忠诚
之人，也常常会赐给他们龟碑，以
表尊崇。此外，龟碑还具有一定的
宗教意义，在闽南地区的一些寺庙
中，人们会以龟碑来供奉神明，祈
求平安。

随着时代的发展，龟碑这一传
统技艺在闽南地区逐渐减少。但
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重视，许多地方又开始修复和保
护古龟碑。一些民间手艺人也会
将新的技艺融入龟碑的创作中，设
计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陈嫣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