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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厝情怀老照片♥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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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思归心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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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一家亲
同圆中国梦

最爱沙茶面食尚♥苏欣

厦金航线上的
“春运故事”

♥萝卜

“阿兄——”当73岁的陈阿伯大跨步冲
向出站的人群，紧紧抱住一位拄着拐杖、与
他面容酷似的老人时，两位白发老人如孩
子般号啕大哭……这一幕发生在2005年春
节前的厦门和平码头。

那天早上5点，一夜未眠的陈阿伯带着
儿孙三代十口人包车从漳州东山出发，迎
接在台湾生活了近60年的二哥一家，他们
搭乘厦金航线第一次回老家过年。等待过
程中，陈阿伯不肯坐下片刻，挤在接站口，
望眼欲穿……

自2001年厦金航线开通以来，这样的
感人画面在春运旅途中时常上演：少小离
家“白发归”的老人，一下船便跪地不起，泪
流满面地亲吻故乡的土地；来自高雄的耄
耋老人，视力和听力已退化，仍带着大包药
赶在春节回乡谒祖……

作为交通宣传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
很荣幸能成为这条亲情航线的记录者。厦
金航线开通头几年，往来民众大多是寻亲
认祖，但随着旅客载运量的逐年攀升，厦金
航线从窄小的和平码头搬迁到东渡邮轮中
心码头，再到现代化的五通客运码头，从不
定期航班发展成每天36个固定航班、半小
时抵达的“公交船”，厦金航线加速了海峡
两岸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融合。到
2019年底，厦金航线载运旅客突破1900万
人次，已然形成“厦金一日生活圈”，我也见
证了更多新时代关于奋斗、奔赴、团圆的

“春运故事”。
2016年到2019年，我连续协助央视团

队在除夕开展厦金航线春运直播。节日期
间的五通客运码头，大红灯笼高挂，从早上
7点起，候船大厅就已人头攒动。台商王大
哥祖籍同安，和妻子在湖里创立了一家生
物科技企业，两个孩子在厦读书，一家人经
常是除夕早上搭乘厦金客船再转机回澎湖
过年。“我们公司大陆和台湾员工差不多各
一半，腊月廿八公司尾牙宴，忙完这边的事
情我们才回澎湖。喏，我住五缘湾，打车过
来不到10分钟！”来厦十余年，王大哥的生
意越做越红火，返乡的“伴手礼”也越来越
多，从各种新款小家电到65寸超薄液晶大
电视，他说：“大陆发展得太快了，台湾的亲
戚最爱这些家电，又便宜又好！”

在这里，我还遇到过许多“两岸夫妻”，
他们有的因工作相识，有的在联谊中牵手，
而“90后”的北京青年小郭和台北姑娘小马
则是在志愿服务中结缘的。两人在集美从
事IT和文创工作，婚后申请到了青年人才公
寓，春节假期他们带着小郭父母去台北过
年。小郭妈妈告诉我们：“现在交通便利，可
以北京、厦门、台北轮流过年。其实只要一
家人在一起，就是年。”除了返乡、探亲，厦金
航线上还有很多春节出游的朋友，去金门骑
行、住民宿、买菜刀，到厦门购物、看演出，还
有文化交流的社团、研学的两岸家庭……说
走就走的旅行，充满了欢声笑语。

2020年2月，台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借
口单方面暂停厦金“小三通”客运直通。让
这条两岸的亲情线、民生线一度又被斩断。
今年临近年关，迫于舆论压力，1月7日，中断
近3年的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正式复航。
看着往来的客轮，聆听着跨越两岸的“春运
故事”，我再次深深地感受到两岸民众的血
脉相连，此情是隔不绝、斩不断的。

岁月无言，祖厝有痕。泉州泉港区前黄村草埔
尾祖厝（上图）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
几代人居住生活的地方。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76年前，离我出生还有三
个多月，父亲便罹患重病撒手人寰。34岁的母亲
拖着虚弱的身体，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还清
了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务，还靠打柴、种地把我们
三姐弟抚养成人。

日子过得虽苦，但我的童年却是温暖的，同住
祖厝的族亲对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关心和帮助从
未间断。哪位婶婆送给我家一把面线、一些地瓜；
哪位阿婶为我买过铅笔、本子，至今我都铭记在
心。每每想起清苦岁月里的亲情和温暖，我心中
就满是感恩！

记得那时，大家的日子都不富裕，但每个人的
脸上都洋溢着朴实的笑容。不管谁家来了亲戚，哪
怕带来的伴手礼只是一小包糖果，也会被分到各家
小朋友手中。遇到哪家有喜事，都会煮上一大锅米

饭及各种菜肴，给每家每户送上一大碗。小孩子自
是特别高兴：“今天有好吃的了！”

前黄村草埔尾黄姓一族，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我们的祖厝何时兴建已无从考证，唯据家谱
记载，黄氏先祖28世已安居于此，我的29世先祖
生于1847年，据此推断，我们的祖厝已有一百多
年历史。虽经多次修缮，但祖厝久经沧桑，濒于倾
圮。欣逢盛世，国富民强，大家族人才辈出，重建
祖厝遂成众人之愿。族亲们慷慨捐资，建言献策，
于2020年4月25日启动拆旧重建，历时5个月，
同年10月2日祖厝重建完成。新建祖厝（下图）主
体建筑面积188平方米，古朴典雅，端庄大气。

往事悠悠，思念幽幽，祖厝在我的心里一直是
温暖的存在！我虽离开家乡50多年，但思乡之情
从未间断，家乡的山山水水，族亲们的音容笑貌，仍
深深印在脑海。祖厝，经过岁月漫长的洗礼，留住
了我们的乡愁，也留住了我们的根脉——祖厝，是
我心灵的归宿。

全国各地面食品种繁多，
风味各异，各具特色。武汉的
热干面爽滑筋道、酱汁香浓味
美；北京的炸酱面加入黄瓜、豆
芽，让口感饱含鲜蔬的清爽；莆
田的打卤面料足味香，但似有
大杂烩之嫌；兰州拉面油辣Q
弹，牛肉清汤亦美味开脾，就是
稍嫌食材单一……总之，我最
爱的还是厦门那色香味俱全的
沙茶面，汤色红黄油亮，配料丰
富，喝一口汤，鲜香微辣，满嘴
浓香丝滑，在寒冷的冬日来一
碗热腾腾的沙茶面，真是暖心
暖胃。

这几年外出求学，想家的
时候，总想起沙茶面。从小到
大，我就喜欢吃沙茶面，上初中
时在家做功课，妈妈经常会为
我准备一碗沙茶面当夜宵。读
高中时，学校门口的几家沙茶
面店我都吃过，食客大多是学
生，摊主很好，考虑到我们这些
学生正在长身体吃得多，特别
推出其他店少有的加大份沙茶
面。

沙茶面配料有荤有素，素
菜自不必说，荤菜则多得数不
过来，瘦肉、鸭血、削骨肉、猪
尾巴、猪内脏，还有海蛎、鱿
鱼、虾、龙虾、贝类等海鲜。如

果说，面条和卤豆腐是沙茶面
的标配，那么，配料则是沙茶
面品质的提升，醇香的浓汤就
是沙茶面的灵魂与精髓。一
锅滚烫喷香的沙茶汤，漂着一
层红红的沙茶油，摊主拿着汤
勺，对着那层红红的油一推一
荡，想要辣与不辣，抑或几分
辣，一切尽在掌勺人的掌握
中，淋到已烫好的面和配料
中，转眼间，一碗热腾腾、香喷
喷、色泽油亮的沙茶面就做好
了。

很多吃货最在意的是沙茶
面的汤头。沙茶汤大多是猪大
骨熬煮的高汤，并加入沙茶
酱。沙茶酱各家小店各有秘
方，但一般都会加入炸酥的目
鱼干碎、芝麻酱、虾米、花生末、
芥末粉、沙姜粉、葱油、辣油、精
盐、白糖等，这样熬煮出来的沙
茶汤色泽红亮、甜辣可口，口味
鲜醇，特有的海鲜香让人垂涎
欲滴。

寒冷的冬日，平淡的生活，
总要找寻点什么来热爱，或美
食，或美景，或美物……对于我
来说，能让自己开心的就是一
份美食，比如一碗美味浓香的
沙茶面，就足够让温暖蔓延，如
果还不够，那就再来一份吧！

春节将至，又到该为一家老小添置新衣的时候了。
家里有三位老人，婆婆80岁，我的父母已近70岁。我们
的父辈，年轻时都多少吃过苦，因此，勤俭节约的美德在
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拿买衣服来说，只要没有
破、不太旧，那就不能丢，也不必添置。给三位老人家买
衣服，每次我都得动点小脑筋，让他们穿得高兴。

婆婆住在惠安，有时来厦门，我要带她去逛商场，
她是坚决不去的。后来，我发现，我穿偏紧的衣服给婆
婆穿刚刚好。所以，给婆婆买衣服，她是不必到场的。
按照婆婆的喜好，我挑好款式即可。但凡婆婆问起价
格，那就只能在80元至100元之间，不能报少了，报少
了太假；也不能报多了，报多了，婆婆心疼。据我多年
经验，在80元至100元这个区间价位，是最合适的。每
年过年，我都会给婆婆带一套新衣回去。一到家，我就
会拿出新衣服让婆婆试试。试衣过程中，我还不停地
说明：快过年了，商场搞促销，打折后很划算的。婆婆

总要唠叨两句：“都跟你说了，不要再买衣服了，穿不
完，我待老家，天天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婆婆穿上我买
的新衣服，路上遇到熟人夸她衣服好看，她都特别开
心，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会“趁热打铁”，让她把新衣服
多拿出来穿，别舍不得，都收着。

给婆婆买衣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还算是“小儿科”
的，毕竟婆婆年纪大了，不经常出门逛街，也不生活在厦
门，不知物价几何。可对于我的“老厦门”父母，就没那
么容易了，我只能另想办法。比如，过年前，我对父母
说，单位发福利了，要去某某大商场消费买衣服，然后拿
发票去报销。然后，就可以领着他们出门去购物了。虽
说他们有时也很疑惑，但被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一番“忽
悠”，他们也能开心地接受我给他们买的新衣服了。

老公有时笑话我忽悠家里老人，我辩驳道：“如果
能让老人家开心，善意的谎言也是可以的吧！”他连连
点头，对我竖起大拇指！

元旦刚过，咨询室迎来了
2023年的第一位访客。她并
不瘦弱，却蜷缩在咨询室的小
沙发里，妆容精致，仍掩不住憔
悴。我递给她一杯热茶，她紧
握杯子，像握住最后的希望。
她开口说话，声音清脆，宛如碎
裂的玻璃。在她断断续续的陈
述中，我听到了她的故事……

她只身一人来到这座陌生
的城市，找了几份工，寻了几处
归宿，均未成正果。乘着互联
网的东风，她成了最早的一批
微商，熬过了开头难，熬过了疫
情，如今已是圈内小有名气的
带货网红，也已小有资产。只
是商海沉浮，虚虚实实间难免
孤寂。那人适时出现，说是对
她一见钟情，随即展开热烈追
求。她以为得一良人，哪知对
方已婚，只是骗她钱财。她报
了案，才发现一个又一个和她
一般的傻女孩，多年辛劳所得
付诸东流，更心痛的是，她憧憬
的未来竟只是幻影。

我给她续了茶，她麻木地
点头致谢，一口喝下，我知道，
她没尝出其中滋味。我带她来
到咨询室的窗边，推窗而立。
咨询室就在这栋小楼二层的一
侧，天空堆着层层灰云，不算敞
亮，但窗边的一树玉兰却开得
正盛。硕大的花儿亭亭立于枝
头，色白如玉，花香似兰，只是
这满树的花儿，却不见一片绿
叶。

“谁说花儿离不开绿叶？
这玉兰就是先花后叶。谁说寒
冬开不了花？这一树花开，不
正在冬日？你知道吗？玉兰还

有个别名，叫望春。人生何处
不逢春？它凌寒盛放，就在最
冷的风里收获最暖的新生。即
使花谢，晒干泡茶也是一剂良
饮，有助于祛风通窍，缓解头
痛。”我又斟上茶，轻轻地说
道。这次，她不再一饮而尽，而
是细细品着，静静看着，眼底映
着玉兰。

送走这位访客，我拆开办
公桌上的信札。一张自制的
元旦贺卡映入眼帘，是一幅孩
子的画，画里只有孩童和母
亲，可脸上却满是笑意。我想
起来了，是她！她一次次被告
上法庭，都是因为丈夫欠下的
债，他最开始是生意失败，后
来更染上赌博的恶习。她一
边打着三四份工，一边操持家
庭，帮他还赌债，身上却还留
着他下手打的伤。我震惊愤
怒，问她为什么，她说怕世俗
的眼光，怕抬不起头做人，更
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
让孩子画下他心目中的家，孩
子的画里是张牙舞爪的父亲、
哭泣的母亲和躲在母亲身后
瑟瑟发抖的他。

家的完整从来不是表面的
敷衍，更不在别人的眼里，而是
心灵间的息息相通和生活上的
相互扶持。就像这一树玉兰，
无叶又何妨，寒冬又何妨？它
遗世而独立，热烈又孤寂，从不
依附，也不在乎世俗的眼光，给
自己多一点温柔，为自己多一
点念想，生活值得。我知道，她
懂了。

发现一树花，女人啊，不要
慌不要慌，乌云背后是阳光。

发现玉兰尘世♥暖暖

为老人买新衣家事♥小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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