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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是人生常态。
34年前的夏天，仅仅因为中考考了同一分

数段，我们走进同一所学校——武平一中；高二
文理分班，我们成了同班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
两年后，我们迎来分别时刻，各自远飞。犹记得
某同学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中写道：同学一场，我
们似乎没说过一句话！

回想起来，当时大家只顾埋头学习，目标都
是为了考大学，心无旁骛，不知道同学一场还能
意味着什么。或许那就是青春！青春是美好的，
也是懵懂的。当年的我们聚在一起，却未能好好
相处，以致留下太多遗憾，需要接下来的好多年
甚至余生去弥补。

人们相聚，一开始大抵是因为缘，后来才是
因为情。有缘在一个班级学习，潜移默化中产生
深厚的同学情谊，每个人的名字和脸庞从此驻进
彼此的记忆深处。

分开愈久，思念愈深。当我们停下匆匆脚
步，或闲暇之余蓦然回首，那段燃情岁月仿在眼
前，音容笑貌鲜活如昨，从心底产生想要重回过
去的渴望，甚至有时在梦境中仍然坐在那间教
室，专心在听老师上课。

梦中醒转，方才意识时光无法倒流，过去不
会回来，顿时泪湿满襟。为了重温那段难以割舍
的共同经历，寻找青春的记忆，我们策划周年
聚。纵然过去了二三十年，想要再见一面的执

念，越发强烈。
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厦门相聚。印

象中，除了定居国外以及确有特殊情况的个别同
学，大部分同学均有到场，连“低调”“消失”了多
年的少数同学，也被一一“挖出”，参加了这场久
别重逢的聚会。其中许多场景，想起依然激动。

记得当年打出的口号是“我们奔四了”。弹
指间十年又去，如今的我们，“奔五”了！

今年的三十周年聚会，热心同学5月份开始
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响应。谈到地点时，大家的
意见出奇一致：武平。是啊，有机会回到生养成
长的地方看看，是在外游子的共同心愿。在我们
“奔五”的年纪一齐“奔武”，也赋予了这次聚会特
别的意义。

我们班是武平一中1994届文科班，全班共
58人。毕业三十周年，恰逢母校百年校庆。

在母校百年育人历程中，也许我们只是沧海
一粟。于个人而言，在这里度过的求学生涯，却
是人生中最重要甚至是改变命运的三年。这三
年里，和同学、老师朝夕相处，无形之中命运相
连，成为各自人生重要时刻的见证人。

筹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每天都会点开班
级群，看看最新消息。8月10日，七夕，是我们定
下的日子。随着这一天的到来，时隔十年，毕业
后三十年，我们终于再度相逢。

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心里虽无限感慨，表

面却相对平静，一如当年某次课后重聚、假后回
归。但从青年到中年，三十年的痕迹已留在每个
人的脸上，刻进了心里。

大家说话的方式和神态没有太大变化，举手
投足仍能感到当年模样，谈起往事历历在目。这
次聚会，没有人诉说曾经历的彷徨与苦楚，更没
人在意个人的失意与成功，因为三十年生活的洗
礼，让我们懂得了什么该拿起、什么又该放下。
话不用太多，见一面、看一眼，握个手、碰一杯，便
已足够。

老师们也悉数到场，年纪大的已89岁，年轻
的也即将退休。他们看上去精神饱满、神采奕
奕，印象中的严厉面孔已换作如今的慈祥笑容。

十年的期盼，三个月的筹备，只为这一天的
相聚。欢声笑语间，小酒微醺后，有那么一刻，让
我们产生穿越时空、回到高中时代的错觉。我们
很想拉长这一天的时间，让它过得慢些再慢些，
但就像三十年前那次分别、十年前那次聚会，终
究还是要再一次说再见。

58个同学，这次仍然没有聚齐，今后也不可
能聚齐了。三名同学已体验完短暂而精彩的人
生，先行离开这个世界；一些同学各种原因无法
到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在一起
过，共同组成这个集体，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
子，且彼此惦记，无论今后身在何处，都永不会
变。

“七宝神灯天咫尺，一方金印水中央”，这句话形容福
州洪塘镇江之金山如一方金印位于乌龙江之心；“四周九
山如群龙，矫若云海来相从”描绘了金山寺的奇特景观。
金山寺是八闽大地独一无二的千年江中名刹，科甲蝉联的
文昌圣殿、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

金山寺位于金山上，小巧玲珑，却独具一格，深受历代
文豪的喜爱。高僧大德皆以为此地是殊胜之境，成为近代
福州标志性景观之一。

《闽江金山志》介绍金山八景：洪塘古渡、石仓秋烟、妙
高钟声、半洲渔火、云程石塔、岊水风帆、环峰夜月、旗麓斜
阳。金山八景位于洪塘的八座山上，应称作洪塘八景。洪
塘古渡在金山寺河畔，石仓园在马鞍山（今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内），妙峰寺在妙高峰，半洲有半洲渡口，通橘园
洲，有祀奉抗倭名将张经的张公祠；云程山上有塔，山下有
瓦埕渡，瓦埕有神奇的醉鱼石；岊水风帆指今淮安半岛的
岊江晚舟；环峰在盐屿山顶，有一座尾亭可揽月；旗山位于
闽侯，清朝属于洪塘区。当旗山夕阳斜照而来，铺满乌龙
江面，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因此，金山寺楼横匾题写了“溪
山伟观”。

《洪塘小志》记载洪塘区有九座山，被称作“九龙”。九
座山犹如九龙出海，有九龙喷日之势。九龙趋入江滨，旧
称“九龙渡江”。九龙中最奇特者是金山，虽小却因矗立江
中如中流砥柱，位列九山之首，乃洪塘区之风水宝地。

《闽江金山志》记载：“金山江心矗起，形家谓为印浮水
面，拟江南镇镇江，故曰小金山。金山有塔七级，故寺曰金
山塔寺，后因水涨寺没，改为文昌阁。”

《闽江金山志》作者林其蓉称“闽江金山岿然一阜耳，
然群流奔放，健能自拔，视镇江之金山盖无多让。

金山位于乌龙江中，曾属于洪塘九龙之第五凤尾山的
一小峰，亦盐屿山余支，从江边一直趋至江中。大约北宋
时期，金山上耸起的小阜被称作“玉屿”，后来人们将“玉
屿”惯称作“金山”。

大家熟知的金山寺就建在“玉屿”上。金山寺建造时

间约为北宋年间，曾多次被洪水损毁，经过历代洪塘乡绅
与居民的共同努力，屡圮屡建。

金山上原有一座金山朱异境，祀奉木制的朱异尊王，
明万历三年（1575）乡民捐款重建。《金山塔新建文昌阁议》
记载，明万历年间，洪水冲毁金山寺。金山寺下有龙潭，还
有鲤鱼跃龙门的醉鱼石、钓鱼矶。洪塘乡贤建议将东岐山
的文昌阁移到金山，并算卦认为金山钟灵毓秀，文昌阁建
在金山上，能令洪塘人文昌盛。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文
昌阁回迁至东岐山。民国六年，洪塘小学设在东岐山的文
昌阁内，即今洪塘中心小学。

清嘉庆年间，金山寺被洪水冲毁，直至清道光四年
（1824）由洪塘乡民捐资重建。民国二十三年（1934），洪塘
乡民陈书义和陈书培兄弟组织董事会，共同募集资金五千
多金重建金山寺。1992年和1997年，金山寺两次修复和
扩建，形成今天的建筑规模。

金山寺周围有十三古迹，分别是：金锁礁、白龟洞、雷
斧岩、钓鱼矶、瀚衣碪、踏虹砼、醉鱼石、落钟湾、龙头峡、芦
花汀、八卦阶、放生崖、天枰榕。最美的古迹是落钟湾，金
山岸边曾有一座钟楼，每当夕阳斜照钟楼，映入江中，与塔
寺风景相辉映，成为洪塘名胜。

闽江南北两港地下之水洞就在金山寺下，也是金山寺十
三古迹之“龙头峡”，峡中龙潭有潜龙，雷雨之时龙须鼓起，金
龙乘潮而去。该龙潭直通洪江之洞口。昔日洪塘人经常看
到洪江和塔江之间有三米多长的鲤鱼在两江之间游动，不时
扬起尾巴，说明闽江即将涨潮。金山寺前有一块岩石像龙头
露出水面，旧时有人划舟登上此处，称作“登龙”。

金山不仅有龙首岩石，还有帝王在此驻跸。《思文大
纪》卷一记载，弘光元年（1645）润六月初四早，南逃的隆武
帝船至福州芋原驿，午时御舟抵达金山寺的洪塘渡登岸，
驻跸金山寺，择吉时初七日入城，暂时以旧督府为行宫，百
官庆贺，百姓焚香恭迎，欢声载道。

金山寺内的建筑环塔而建，前殿是妈祖殿，后殿是大
慈楼，妈祖殿和大慈楼之间是金山塔，大慈楼左厢房是怡

怡斋，右厢房是借借室，还有文殊院、朱子楼、龙王殿、状元
亭。

《妈祖传》记载，金山寺的天后厅内悬挂的“天后宫”三
个字为航海家郑和题写。郑和在金山寺内建妈祖厅，今为
妈祖殿。妈祖殿正门有一副楹联为朱熹所题：“日夜长浮，
不用千篙争上水；乾冲屹立，独能一柱抵中流。”上联说金
山寺和洪山寺一样，渡船不用篙撑船，而靠绳拉；下联说金
山寺浮在水中，位于洪塘乾位，是九龙之首，是洪塘的中流
砥柱，说明金山的山水形貌独特且气势非凡。

大慈楼是该寺主殿、佛事中心，主要供奉观音菩萨。
门楣上的“大慈楼”三个金字是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88岁
时所写。楼内有一副曹学佺撰写的楹联：“波涛震撼，天堑
长流”。怡怡斋旧时是古时学子读书处，明朝兵部尚书、抗
倭名将张经，以及不少学子在此读书，科举及第，被视为洪
塘的文昌阁。

莆田三教先生林龙江于明隆庆元年（1567）在金山寺
内建借借室，在金山寺附近（今福建农大背后的山坡下）另
建一间借借室，又称为龙江寺。林龙江自题借借室：“山川
寄迹原非我，天地为庐亦借人。”

南宋来金山寺讲学的有抗金名臣李纲、理学大师朱
熹。朱熹称赞金山“此山气脉稳固，江流环抱，后三百年人
文之盛，其萃于此乎”“洪塘前朝人物之盛为吾闽西冠而彪
炳者”。民国时，洪塘居民为纪念朱熹，在妙峰山建有“敛
迹寮”，在金山寺建朱子楼，后毁。1997年，金山寺扩建时，
在寺西侧的旧建筑基础上修复朱子楼和文殊院。

明朝始，金山寺有赏月习俗，许多著名文学家留下赏
月的诗词与赞美金山寺的楹联。赏月点或在金山寺门，或
在断桥，或买舟游江时，或夜卧对月。清末金山寺僧人有
住持雪晓上人和释海峰。雪晓上人著有诗集《金山纪游》，
与妙峰寺住持灵古上人结交为诗友，常月夜泛舟塔江吟诗
作赋。

古往今来，金山寺历来受到闽人偏爱，文人雅士吟咏
之词史不绝书。

民国时，陈书义和陈书培兄弟重建金山寺，并在金山
寺对岸建塔湖精舍，诗云“洪塘西岸六桥屯，三里无多间水
云。倘剪洪塘半江水，金山我也要平分。”他们组织榕西吟
社，每年初春社友轮值发函邀请来吟诗。1935年元月，榕
西吟社邀请58个诗人到精舍雅集，昼夜联吟。当年中秋
节，月明江碧，林其蓉约诗人们在金山寺酣吟达旦，成为金
山佳话。

梦见儿时的院子了，番石榴树依旧那么
高，枇杷树与龙眼树依旧矮得结实，它们就站
在院子里，无声而平和。

记忆里，院子外是一方碧湖，并不大，却生
活着不少鱼虫。夏日雷雨前，那胖鱼便浮到水
面上呼吸，此时抓鱼十分容易，一捞便是一
筐。蛙也是碧湖的常客，一入夜，便此起彼伏
地唱起来，也许是四处空荡，蛙声便落在村子
的矮屋，砸在入眠的树叶上，最后直直地落进
湖里，不惊扰任何人的清梦。

每年入夏，总有一个捕蛇人来湖边，拿着
小小的探测仪，一整日在湖周围走动，听说那
湖里藏着一条大蛇，可每年捕蛇人都空手而
归，为了不扫兴，只能装一麻袋鲫鱼回去。

夏日的院子最热闹，圈养的鸡鸭已经长
大，每天放学回家，那群黄毛的鸡鸭便涌到我
面前，撒一把米下去，它们立刻挤成一团，直到
地上一粒米都不剩，才轰然散开，三五成群，在
地上啄啄虫子，叼叼木棍，偶尔运气好，在松软
的地上翻出一条蚯蚓，那一定会引起几只鸭子
的哄抢。还有几只胆大的鸭，对院子里的琐事
并不在意，反倒对湖对岸充满兴趣，扑腾着往
碧湖游去，薄薄的鸭掌划出了几道淡淡的水
纹。不管跑得多远，傍晚，爷爷那块铝碗在墙
上一敲，鸡鸭们就齐齐聚到院子里，慢条斯理
地享用完爷爷准备的饭菜后，一只跟着一只回
到竹子编的窝里，一开始还窸窸窣窣，不久都
安静了。

那时的我，完成作业后，时常摆个小板凳，
点个蚊香，坐在院子里乘凉，嘴馋时就摘下几
粒并不饱满的龙眼塞进嘴里，甜味很淡，还带
着点阳光温热。其实，我最喜欢枇杷，爷爷种
的枇杷又酸又甜，果肉很饱满，但成熟得最晚，
等熟透后，他总会先给我摘上一篮子，任我吃
得满手满脸，再把剩下的分给邻里，邻居家的
小孩也喜欢吃，还把吃剩的枇杷核种在他们家
的阳台上，也想种出枇杷树来，可惜最后并没
有成功。由于我经常咳嗽，奶奶会挑出最嫩的
枇杷叶熬成水，加上冰糖，让我喝下去，虽然效
果并不太好，我却很爱喝，后来喝的枇杷膏再
也没有那种味道。

十岁那年的夏天，福建迎来了罕见的大台
风，雨没日没夜地下个不停，整个村子都被淹
了，碧湖里的水变成泥黄色，没过了玉米苗，虽
然被雨砸掉了不少龙眼、枇杷，但泡在水里的
那些树，依旧安然自若。那年，爷爷病了，并没
有养鸡鸭，听说邻居家养的小鸡都被淹死了，
我在心里默默庆幸，算是逃过了一劫。

洪水退去后，湖对岸阿婆种的韭菜被压出
了一尺宽的痕迹，蜿蜒曲折，沿着堤坝上的草
坪往大江去了。老人们都说那是湖里的大蛇
压过的痕迹，它在碧湖里修炼了多年，现在要
到大江里去历练。自那以后，捕蛇人再也没有
来，也许他知道，自己永远找不到那条大蛇了。

又是一年入夏，瞧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我
有些恍惚，这里的夏天与故乡不同，热得不讲
道理。与同伴在市场里买水果时，又见到了枇
杷，同伴见那果子卖相不错，就买了一些，分到
我手上，我说不爱吃。爷爷已经离开了十年，
他离开后，那些树都被拦腰折断，院子也被铲
平，建了几栋高楼，那些树仿佛从来不曾存在
过。路过时，楼里的饭菜香与孩子的打闹声飘
出来，热热闹闹。碧湖也早已被填平，平整的
水泥上盖了间厂房，机器每天嗡嗡作响，不知
道伴着机器声，夜里的那些蛙还在不在歌唱。

“怎么不吃呢？真的很甜。”同伴塞给我，
我依旧没有接。

爷爷走后，我再也不吃枇杷了。

故园
■陈彬琪

■孟丰敏

水上明珠金山寺

【【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是破开内心冰面的利斧
——观《幸福草》剧集有感 ■成业

随着《幸福草》剧集故事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看到黎
长欢带领的菌草团队跨越重洋，前往太平洋岛国巴拉
马共和国，以菌草技术援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电视
剧用精美的视听语言展示了当地美丽的自然风光，葱
郁的丛林、当地人的热情和不时飞过天空的五彩斑斓
的幸福鸟都让人赏心悦目。然而，黎长欢此行的援助
并不顺利，在美景如画的巴拉马，他们遇到了重重困
难。

首先是当地恶劣的物质条件，生产器械的缺乏，让援

助团队的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只能用原始的农具——砍
刀来切割菌草。黎长欢在菌草基地门前用木板刻下四
个大字“总有办法”，条件困难就创造条件，发挥智慧和
勇敢去解决困难。让人想起电视剧开篇那个气势恢宏
的空镜头，展现了金色阳光照耀下的山川河岳，字幕随
之浮现，阐释了片名的意义：“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
长”。中国菌草技术在中国脱贫攻坚和国际减贫中发挥
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现已推广至世界106个国家和地区，
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民摆脱贫困，被誉为造福广大
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正是有黎长欢这种不畏
艰难的意志力，“幸福草”才能种满世界。然而，生产条
件的困难好解决，最难解决的是和当地人心灵的隔阂。
正如黎长欢给妻子写的家书中提到的，最大的困难在于
当地人对他们援助的不理解。巴拉马的气候炎热，当地
人的各种心结和对援助团队的误解却像冰封的大海一
样，只能用真诚去消融这冻住的冰面。

黎长欢在卷入当地尼卡拉部族和维桑部族的冲突
时，选择了原谅偷盗他们东西的维桑部族的年轻人，用
中国人的“以德服人”收获了当地人的肯定和尊重；在开
设菌草培训班的时候，面对当地人不想来学习，想要挣
“快钱”的心态，援助团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用各
种小纪念品“诱惑”当地人来学习，最终成功推广了菌草
技术。黎长欢团队的这次援助之旅，不仅帮助了当地人
扶贫，更化解了当地人和中国人之间心灵的坚冰，完成
了国家形象的宣传，收获了两国之间的和谐友谊。

而就黎长欢个人来说，这次援外之旅也是他和女儿
黎芷薇关系的“破冰之旅”。曾经在海外从事金融行业
的黎芷薇听闻父亲退休的消息，在新加坡当地为父母租

房。这里有一处有意思的细节，黎芷薇在中介带领下看
房，发现房屋附近有一片葱郁的草地，立即打消了租这
里房子的念头。她担心父亲看着这些青草又想起自己
的菌草，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情节一方面
从侧面反映出黎长欢对工作的执着，一方面也体现了女
儿对父亲重视工作忽视家庭的“创伤情结”。因此在得
知父亲要援外的消息，黎芷薇甚至不惜放弃升职的机
会，也要回国阻止父亲继续工作。而当女儿得知父亲在
巴拉马当地部族冲突中面临安全威胁时，更是不惜从新
加坡飞到当地劝黎长安放弃菌草援助工作，回家对妻子
尽丈夫的责任，对子女尽父亲的责任。面对女儿的要
求，黎长欢没有选择直接和女儿冲突，而是让女儿在和
当地人的接触中，感受当地人的贫穷和不易。同时，用
一点一滴对女儿的关心和呵护，来让女儿明白自己对她
的父爱。

当地条件恶劣，女儿居住的房间常有老鼠跑过，黎长
欢就为女儿自制捕鼠笼，还抓到一只当地的蜜鼬给女儿
当宠物。在当地有限的条件下，他为女儿烹饪家乡的海
蛎饼、肉燕等美食，这唤起了女儿儿时的回忆：黎芷薇八
岁生日时，在外扶贫的黎长欢突然归来，为女儿烹饪了
一桌菜肴，这是她一生吃过最美味的佳肴。黎长欢的真
诚就像一把劈向女儿内心冰封海面的利斧，缓解了父女
的情感。最终，黎芷薇理解了父亲的理想，发挥她的商
业才能，加入援外团队，达成了“小家”与“大家”的和解。

随着剧情的推进，黎长欢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愈发丰
满。除了坚韧的意志，这趟援外之旅中，他更是以一颗
真诚的赤子之心收获了家人的理解，也收获了巴拉马当
地人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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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新谭闽都新谭】】

【【风雅闽都风雅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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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事那年那事】】

女儿出嫁了
欢天喜地，嫁妆是口井
在从前，是份厚礼
女儿说，邻里打水
也不方便，不如敞开
打在围墙中间
一半给自己，一半给人家
于是，这两半井水
在波光低沿
在人心的并排处
得到了一整面天空
那么多年了，马头墙下
女儿已骑马远去
多少人事渐渐退潮
古时的上色
井水闪亮，大白天
探头者能看见

【【诗歌诗歌】】
（旧 时 朱 家 嫁 女 魁 龙

坊，老丈人见女婿家打水不
方便，便挖井一口作陪嫁。
朱家女得知周边都没水井
后，提议把水井打在墙外，
方便邻居用水，因此被称为

“和睦井”，一时传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