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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谜 赏 析
福建省名专栏 秘鲁先后夺冠军，南美又再成首霸

猜3字泊号 轰天雷

秘鲁足球高光时刻。翻开美洲杯百年
足球史，真是群雄并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
百年。在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秘鲁队
于1939年第十五届和1975年第三十届先后
夺得美洲杯冠军，2次称霸南美足坛。自撰
谜面“秘鲁先后夺冠军，南美又再成首霸”，
意为“秘鲁国家足球队先后两次夺得美洲杯
冠军，又一次称霸南美足坛”，谜面寥寥两
句，符合足球史实，刻画秘鲁国家队的高光
时刻。

水泊梁山火药专家。凌振，绰号“轰天
雷”，上应地轴星，《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百
零八将排名第五十二名。“轰天雷”原是东京
甲仗库副使炮手，后被吴用用计活捉归顺梁
山，专为梁山兵马造大小火炮，四处征战，称
霸军中。谜底“轰天雷”配得上曾经的南美霸
主秘鲁队。

长面短底化繁为简。本谜化用南美秘
鲁国家足球队一段光辉历史为面，采用“有
典化无典”离合手法，即谜面讲述的是一段

历史，一个典故，谜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用
典故会意扣合，而用增损拆合。“轰天雷”3字
可拆为“车又又一大雨田”7个部件（字素），
为谜面撰句创造丰富条件。首先，第一句断
开为“秘鲁先后/夺冠军”二段，“秘鲁”由国
名专有名词转化为“秘/鲁”之动宾短语，

“秘”作动词“隐藏”，“秘鲁先后”即将“鲁”之
“先后”部件“⺈”“日”隐藏，余下“田一”，如
此用法，实在“隐秘”；“夺”作动词“削除”解，

“夺冠军”即将“军”之“冠”即“冖”除掉余

“车”。其次，第二句断开“南美/又再/成首
霸”三段，“南美”取“大”，“成首霸”得“雨”，
系方位取法；“再”即“重”，“又再”得“又又”，
情理之中。“又又车”组成“轰”，“大一”形成

“天”，“雨田”构成“雷”。长面短底，化繁为
简，终得谜底。谜面“首霸”一词出自“齐桓首
霸”典故。

2024年美洲杯又将拉开帷幕，期望秘鲁
国家足球队雄起，再次称霸南美足坛。

谜作者/评析者：林鸿雁/纪培明

狮
前不久，位于凤里街道仁里

社区的蔡友玉纪念馆正式揭牌，
不少市民朋友前往参观。

据了解，该纪念馆由蔡友玉
家族全资修建，馆内设有幼年家
教、闯荡南洋、创业之路、喜结良
缘、携手同心、伉俪情深、桑梓情
深、百年树人、服务侨界九个部
分。纪念馆围绕蔡友玉先生的
生平，通过蔡友玉在事业上努力
拼搏，与爱妻洪淑佩相濡以沫，
事业有成后为祖国和家乡各项
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等故事进行
布馆。

“幼年家教”“闯荡南洋”“创
业之路”三部分记载着蔡友玉的
奋斗历史。“喜结良缘”“携手同
心”“伉俪情深”三个部分则展示
了蔡友玉与洪淑佩喜结良缘后
相濡以沫、携手同心共创家业的
感人事迹。从馆内介绍得知，蔡

友玉夫妇共生育11个孩子，他们
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有所长，并
通过努力，建立各自的事业。蔡
友玉常年忙于生意，教育孩子的
重担落在洪淑佩女士身上。蔡
友玉洪淑佩伉俪一同走过银婚、
金婚，一张全家福合影，传颂着
他们幸福美满的姻缘。两人言
传身教，润物无声，影响着子女，
整个家族也成为海内外石狮乡
亲的榜样。值得一提的是，馆内
还收藏有蔡友玉夫妇的婚床。

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
将作为爱国教育研学基地，让青
少年学生直观感受家乡华侨文
化，传承华侨精神，增强对家乡
的认同感、归属感；同时也为海
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留下家乡
印记，留下乡愁，从而激发他们
爱国爱乡的热情。

（陈嫣兰）

纪念馆里的爱国情怀

泉州非遗是闽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泉州重视
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非遗“动”起来、“活”起来，推
动非遗活态保护、活态传承，让
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在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中感知
非遗，进一步了解非遗内涵，激
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光彩。

每当周末来临，位于泉州侨
乡体育中心内的泉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都会迎来络绎不绝的
参观者。馆内二楼至四楼，设置
了10多个非遗工坊动态展示点，
刻纸、花灯、彩扎、金苍绣、漆线
雕等特色传统技艺以及梨园戏、
提线木偶戏、惠安女服饰等展示

齐聚一堂，交错登场。参观者可
与非遗传承人不期而遇，零距离
观看非遗，通过互动交流，感受
匠艺匠心，让非遗传承更有温
度。

现场，非遗传承人陈克忍正
在教授小朋友金苍绣技艺，其中
有一个西方面孔吸引了不少路
人的目光。陈克忍告诉笔者，近
年来，泉州政府通过开展泉州文
旅资源推介、世界遗产城市泉州
文化展、泉州非遗代表性作品展
演展示以及非遗现场互动体验
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泉州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文化多元的人
文特色，吸引了不少喜爱泉州非
遗文化的外国友人。如今，在活
动中，时常会看到国际友人参与
其中。 （陈嫣兰）

国际友人感受世遗泉州独特魅力

以徒步的方式来感受“最原
真闽南味道”，用视觉、听觉、味
觉品味泉州古城的魅力，了解世
遗泉州文化和历史深厚底蕴，感
知泉州世遗文化，用脚步丈量泉
州世遗之美。阔别3年，海丝泉
州古城徒步穿越活动作为第五
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
联动项目之一，再次回归，成为
申遗成功后最大规模的古城徒
步活动。

为完美地表达泉州的美，
2023第五届海丝泉州古城徒步
穿越活动组织了四条路线，线路
串联起古城内包括府文庙、开元
寺、清源山老君岩、圣墓、真武
庙、江口码头等世遗点，突出“世
遗之城，宋元海丝泉州”名片，围

绕“世遗国潮、梦回宋元、古城巷
遇、海丝印迹、非遗戏梦”五大主
题；同时结合刚刚全新提升完毕
的29条街巷，边走边品味泉州古
城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段历史文
化，还能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
演艺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泉州的
世遗文化，探寻古城魅力，感知
古城烟火气。

未来泉州的世遗文化、海丝
文化、非遗文化、宋元文化，将以
多种现场落地形式，传承千年文
化精髓。展示泉州古城的青春
活力，高举“世遗泉州”品牌，强
调活态古城，凸显古城活力，让
泉州以更加充满自信和青春洋
溢的姿态站立在世界人民的面
前。 （洪亚男）

用脚步丈量泉州世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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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狮文化历史悠久，大多数与闽
派建筑的建筑构件息息相关。比如大宅门
口威武的石狮子，厅堂梁架上的木雕狮、屋
顶上的脊兽狮、屋檐上的滴水兽等，都能发
现石狮子们躬身守候的身影。它是闽南民
俗文化里的瑞兽，融入闽南人的生活中，寓
意吉祥、繁荣和生生不息。

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收藏着超过10万
件从晋唐到近现代遗存的泉州传统建筑史
料和实物，其中就包括200多只具有闽南特
色的石雕狮子。该馆珍藏着泉州现存最早
的石狮子，它曾守护在五代王审知女儿、清
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夫人王氏墓（“皇姑墓”）
前，虽经岁月磨砺、风雨侵蚀，却依旧凝重
雄伟，气度不凡。本期《闽南文化》走进南
建筑博物馆，深度了解闽南地区狮的艺术
特色和文化内涵。

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文博馆
员黄必应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泉州的狮文
化，他查阅了《后汉书·章帝纪》等史料，上面
记载狮子早在东汉初年就已经从西域传入
中国，因为体态高大威猛、神态飘逸，主要被
安置在帝王陵墓前，用以护墓。到了魏晋时
期，石狮子出现在寺庙大门，作为镇兽之
用。后来石狮子逐渐成为瑞兽，广泛应用于
民间的柱础、栏杆、桥梁、门枕石、屋顶等建
筑装饰中。随着文化的传播，石狮子的雕刻
艺术也逐渐传播到闽南，因此闽南的石狮子
师承中原，却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繁衍
出闽南自己的石狮子区域文化。

据介绍，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收藏的
石狮子有蹲狮、坐狮、卧狮，千姿百态，形象
不一。有的前肢双举，有的单抬一足，有的
蹲踞，有的腾跃。神态更有憨态、精明、凶
悍、慈爱、茫然、无厘头、喜庆……不论哪一
尊狮子，古代匠人的雕刻艺术都具有南派
石狮典型的艺术特征。狮子身肢柔润灵
秀，形态含蓄多情，一般头部硕大、腿细短，
脑凸鼻凹，耳部多呈卷叶形，类似犬耳，口
部张开，裸露尖牙利齿。明代以后，石狮子
大多手舞彩带，身躯扭动，更富有变化。雄
狮或抱或脚踩绣球，雌狮旁立幼狮；身躯浑
圆厚实，一般披有分组状长毛，尾如扇背
卷；体态结构变化多端，鬃毛呈卷披状，特
别是颌下鬃毛更具装饰性，加上彩带绣球
形式多样，有装饰华丽典雅的美感，整体给
人以亲切而含情的视觉冲击力。

目前，南建筑博物馆的藏品石狮子，主

要有门狮，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狮子滚绣
球”“太狮少狮”，“风狮爷”和望柱狮三大类
型。这也是泉州最典型的石狮子雕刻种
类。门狮一般安置在寺庙、宗祠的门口两
侧，对称摆放，左边安放的是“狮子滚绣
球”，右侧是“太狮少狮”。“狮子滚绣球”都
为雄狮，前爪下有一个圆形绣球，头部看向
左侧。“太狮少狮”是雌狮，前爪下雕有幼
狮，头部看向右侧。门狮的头部左右相互
呼应，互相对望，看向大门的中轴线。门狮
的雕刻工艺大多乖巧憨厚，耳部耷拉着，鼻
部大，嘴部张开弧度大，颈部的鬃毛卷曲顺
滑。采用蹲立式，扭头捏腰，顾盼多姿，具
有很强的动态感。这与北方门狮多蹲坐而
立，头部或眼神正视前方，显得端庄稳重，
有很大的区别。

从古至今，在闽南很多民宅的门口、屋
顶、村落的高台等处都可以看到单只蹲立的
风狮爷。泉州的考古研究人员经过常年的
走访调查发现，闽南地区处于台湾海峡西
岸，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常年多风沙。狮
子是百兽之王，形态威严肃穆，在古代，狮子
就是民间的瑞兽，寄托了民众祈福风和日丽
的美好愿望。风狮爷雕刻的精华在头部，尤
其脸部，共同特征是圆眼凸出，鼾头宽阔，大
嘴龇咧，甚至与头等宽，露出尖牙利齿，有的
嘴角夸大成二凹洞，显得威严肃立。有蹲踞
式和直立两大类，一般蹲踞式工艺的年代更
早，后期基本以直立为主。

中国古代大型建筑物以及桥梁的望柱
头部，建筑师都喜欢装饰雕饰着狮、龙、凤、
猴等动物形象的建筑构件。如果是安装上
狮子形象的望柱，就是望柱狮。闽南匠人
雕刻的望柱狮神情活跃，有的幼狮攀附在
雌狮上，有的蜷伏在母狮的脚下，神态活泼
可掬，雄狮则胸肌饱满，肱股筋肉突起，后
肢盘曲，张口怒目，神态各异。

在古代的闽南，石狮子的雕刻艺术深
受闽南地区区域文化影响，具有显著的地
域特色。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与杂糅多元
性，闽南地区的石狮形式更加多元化，突破
传统雕刻技艺，千姿百态，形态万千。石狮
子也体现在闽南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上，比
如住宅前的门狮，左侧雄狮“狮子滚绣球”，
右侧雌狮“太狮少狮”，两只狮子互相对望，
象征着古时闽南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
结构，寓意家庭和谐统一。

在闽南，石狮子头上的螺髻数量也是
身份的象征，在历史发展演变中被赋予了
等级性。在古代，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府
邸，门口才可以摆放门狮，一品官员的府邸
门前的守门狮，可以刻十三个螺髻，亦称

“十三太保”。官员品级每下降一等，门狮
头上的螺髻就要减少一个，这是古代府邸
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洪亚男）

侨批
记忆

从侨批中
看华侨生活

近日，笔者在石狮市博物馆
看到一张“詹成发号”的信笺，这
是来自旅菲华侨詹孟杉寄回家乡
的一封信。随着对这封信笺的深
入了解，我们对这位华侨人物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体会到其所处
时代的特征及对侨居地和家乡或
祖籍地的贡献。

许多到南洋谋生的石狮乡亲
通过不懈努力，成为菲律宾商界
翘楚，对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公益心，在
菲律宾积极反抗日本的侵略，为
菲律宾的民族独立作出了很大贡
献，祖籍石狮永宁港边的侨领詹
孟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詹孟杉，清末出生于永宁港
边，少家贫，读过三年私塾，后助
其父经营小商品以糊口。十九岁
时，见生计日艰，毅然赴菲谋生。
詹孟杉素有远志，勤奋努力。未
及三年，即自营小布业，又过了一
年，回中国完婚；不久返菲，四年
后积累资金过万元。詹孟杉经营
铁业和油漆，公司名为“詹成发
（CHAM SAMCO & SONS）”，地
址在马尼拉仙道其厘示道街
（300—308 STO. CRISTO，MA-
NILA,P.I.），在马尼拉铁业界颇具
影响，菲华常尊称其“詹三哥”。

詹孟杉生性朴素，乐善好施，
侨界重其为人，举为教育会、善举
公所及中华商会董事，任马尼拉
铁业商会会长三年，任竞新女校
旅菲董事会会长四年；曾掌管华
侨善举公所，对马尼拉中华崇仁
医院贡献良多，至今该院还有詹
孟杉室。

另外，笔者还在晋江市档案
馆内找到一封相关侨批。这件侨
批是1933年詹孟杉从马尼拉寄
给晋江深沪的远房侄儿詹廷团
的，可惜没有侨批封。内信使用
的是“詹成发用笺（CHAM SAM-
CO & SONS）”，笺上印了詹成发
的中英文地址、电报代号、两个电
话号码等信息，笺上的信息反映
了当时马尼拉社会已进入电话通
信时代，以及英文的普及使用情
况。华侨企业使用英文是为了应
对菲律宾社会的一种策略。但中
英文兼用而且中文的公司名在英
文上方，可看出华侨社会保持对
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

（陈嫣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