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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身躯大能量
●永生

第一次见到经常出现在志愿活动接
龙名单上的段晓兵，是我参加“美丽心灵
志愿服务队”在中山公园执勤的时候。
她扎个马尾，嘴角带笑，戴着一副眼镜，
娇小的身段，很符合她的微信昵称“纤
纤”。

2020年2月25日开始，段晓兵在中
山公园驻守2个多月，为来往行人分发
口罩、测量体温、协助开展人员疏导，获
得游客赞扬，被评为思明区“最美的抗疫
志愿者”。2021年国庆节，段晓兵负责民
族路37号卡点防疫服务，每天早中晚三
班坚持在岗。在鸿山公园南门左侧防疫
点，段晓兵整整服务了45天，深受社区
干部、附近居民的好评。

身为“美丽心灵志愿服务队”里最主
要的骨干，段晓兵负责演武大桥观景平
台志愿驿站工作。去年五一节，她先生
从江西来厦门探亲，段晓兵索性带上先
生一起做志愿者。她女儿是名警察，休
息时间很少，段晓兵依然会让女儿挤出
时间一起洁净沙滩、捡拾垃圾。今年3
月5日，早上她带领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32对家庭在演武大桥观景平台开展“维
护厦门蓝 净滩我先行”亲子家庭文明实
践活动，中午赶到何厝村文物点巡查，下
午又赶回来坚守演武大桥观景平台服务
游客。对游客、市民来说，演武大桥观景
平台风光旖旎，而常年在此服务的段晓
兵却要忍受夏日太阳暴晒，冬日寒风刺
骨。

2022年以来，美丽心灵志愿服务队
认领了吕厝地铁站志愿服务项目，由段
晓兵具体负责。每天早晚出行高峰时
段，总能看到段晓兵服务的身影，引导乘
客有序上下车、换乘指导、协助乘客购
票。今年3月25日，一个男孩子突然晕
倒在电梯旁，身兼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师
资队”队员的段晓兵及时上前参与救
助。吕厝地铁站站长连连说：“有段老师
在，我们很放心。”

有“美丽心灵志愿服务队”保障的地
方，就有充满激情的段晓兵。她参与马
拉松、铁人三项赛、金鸡百花电影节和龙
舟赛等大型活动保障。移动电视台开展
的“清凉送爽”“冬日送暖”等公益活动更
是少不了她。当下，文灶十字路口文明
督导、金榜公园爱园护绿宣导，段晓兵都
积极行动。3 月23日到25日，段晓兵连
续三天到开元街道希望社区开展“文明
志愿行”，维护辖区市容市貌、摆放共享
单车、清理小广告、提醒商家落实门前三
包，为文明添彩。

段晓兵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退休
比上班还忙碌，不仅没有节假日，还经常
一天赶赴三四场志愿活动。伙伴们都被
她不怕苦不怕累、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
动，都赞叹她小身躯大能量：做志愿服
务，纤纤女子段晓兵巾帼不让须眉。

这个游客爆棚的“五一”假期，段晓
兵他们这些美丽心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
依然无怨无悔奋斗在演武大桥观景平台
上。“五一”假期对他们来说，是货真价实
的劳动节，但他们甘之如饴。能够服务
他人，他们虽苦犹甘。

龙舟池畔
留个影

老家♥萧贵有

读书养气方真谛

家事♥黄集群

忆南永百货商店

老照片♥小溪砾

告别春天

父亲的故乡

“妈！后天是五一，正好是周日，
咱们一块去集美玩!”放学回家，我兴
冲冲地嚷着。“家里一大群鸡鸭和两只
猪谁来喂呀？”“这活儿我来安排，后天
给你放假！”

这是1988年五一节前夕，“五一”
恰逢周日，长泰合成氨厂领导关心就
读小学毕业班的职工子女，决定五一
节让孩子们到集美学村见见世面，以
此激励职工子女奋发读书。每个学生
可由一名家长陪护，并指定毕业于厦
门化工学校的连技术员领队，全程导
游。彼时，我正任毕业班班主任，有幸
受邀，并可带一名家属同行。我第一
时间就想到年过六旬的母亲，因为她
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集美。时隔多
年，我希望老人家重返故地走走看看。

周六，我把一切琐事交代给爱人

来完成，周日带上老母亲去乘车。汽
车飞驰，一路欢声笑语，很快来到集美
学村。孩子们和家长由连技术员带
队，按既定参访路线游览。我则陪着
母亲在龙舟池边缓步前行。

微波荡漾的龙舟池上停泊着几艘
小舟，几只白鹭悠闲伫立在船舷上。
三两只水鸟轻捷地掠过水面。池边亭
台水榭倒映水中，令人心旷神怡。

且走且观赏，母女俩来到鳌园。
一进鳌园，我们一下子就被那些巧夺
天工的精美石雕震撼住了。母亲不时
驻足细细欣赏石雕上展示的传统文化
典故。前方长堤上一列火车疾驰而
过，母亲关切地问：“那就是海堤吗？”

“是的！这段是高集海堤，另一段是集
杏海堤，这可是中国第一条跨海长
堤。”我介绍着。“那比杭州苏堤还长

呀!”母亲赞叹道。当年筑海堤修铁
路，她曾加入拾石子铺铁轨的大军，如
今见到十里长堤自是感慨万千。

游罢鳌园，我们返回南堤公园，已
是午后时分，许多游客在树荫下慵懒
地享受着微风，只有几个不知疲倦的
儿童在兴致勃勃地放风筝。

我和母亲就近寻得石凳坐下歇
息，但见龙舟池北岸“启明”“南辉”等
七座亭子及学村建筑物尽收龙舟池
中，恰似一幅长长的画卷。母亲惊叹
道:“好美呀！就像重游了杭州西湖！”

这时，连技术员也带着孩子们游
览完学村和鳌园，来此会合，见我和母
亲坐在那儿，便拿出相机，热情地为我
们母女拍下龙舟池畔舒心的一刻。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老照片有
些模糊，但那天的事却清晰如昨。

清明，回故乡莆田，其实那是父亲
的。从小在闽南长大，对那里是模糊的，
竟有着几分的疏远。

当年，祖上的老房子被拆迁后，父亲
泪流满面，没有半点犹豫，用补偿款在离
老房子不远处添置了一处房产，他语重心
长地告诫我们：那是我们的根，因有了这
房子，你们将来有个念想。

父亲走出故园时，年仅十八岁，参加
革命，参加工作，而后每年再忙也挤出时
间带着我们兄弟一起回老家。他说，这是
你们的故土，走到天涯海角，最后，也得回
这个家。

经历了太多的事，走过了太长的路，
父亲工作到65岁在他工作的城市仙逝。
听老人们说，得将钱撒给土地公，才能认

得回家的路。于是，我们捧着父亲的骨灰
盒，将换回来的硬币从G省机场一直撒回
闽南，为的是让父亲魂灵回到生他养他的
故乡。

童年的印象已不再清晰，但，世世代
代繁衍了我姓氏的地方是故乡。人是会
老的，但对故土的眷念，对家乡的情感不
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不知父亲临
终时想的是什么，但总是听他说，一退下
来，就三地跑，一个是他工作的城市，二是
我们生活的闽南，再者就是摆在最为重要
位置的故乡。

今年清明，疫情之后三年没回老家的
兄弟们一起返乡祭祖，满山遍野的枇杷正
橙黄。心心念炝肉的味道，当肉质细腻、
味道鲜美、令人垂涎三尺的几颗特制豆腐

丸漂在大海碗里，那是故乡特有的一道特
色传统名肴，迫不及待地尝鲜之后，终于
明白了父亲从离家到离休，从来没有终止
过对这块土地的思念，那是他一生魂牵梦
萦的故乡。不论是漂泊天涯的游子，还是
流浪远方的浪子，心中，总有一抹不舍的
乡情，那是血浓于水的根系，那是归去来
兮的港湾，那是心灵寄居的桃源。即使再
风光无限，却都无法动摇对家乡的念想。
一句浓郁的乡音，足以让人潸然泪下，泪
水涟涟。

安妮宝贝不能算作我喜爱的作家，可
是，她的这么一句话：“故乡，就是你永远
回不去的地方”却是很让人慨叹。

哎——我们血液里真正的故乡，就是
父亲回不去的那个地方。

“南永百货商店”是当年鼓浪屿上最大的百
货商店，它位于最繁华的龙头路，街心公园附
近。这家商店最早属于一位白姓老板，后来改制
公私合营了。

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成了
我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不仅卖布料、衣服，也有
日用品、文具、玩具等专柜。当时收银纯粹是靠
几根铁丝线拉在空中，由各个柜台夹着钱和单
据，“滑翔”到收银台，找完钱后，出纳会将零钱和
单据夹好，挂上铁丝，返回到各柜台上。

最热闹的当属卖布料的专柜，人来人往。当
时买布都要凭布票，花花绿绿的布料，一匹匹整
齐有序地排列在柜子里，我很佩服卖布料的营业
员，顾客购买时，他们手脚麻利，迅速准确裁剪，
高效精湛的技术令人啧啧称赞。

而我第一次去南永百货商店是上世纪60年
代初，三岁的我发高烧，妈妈背我去第二医院。
为了奖励我打针不哭，她特地带我到南永百货商
店，买了一只水红色的塑料小鸟。

那个年月，本来光景就不好，爸爸又生病了，
去上海做了心脏手术，家里就愈发艰难了。我在
三姐妹中排行最小，一周岁生日时都还没鞋子
穿，脚背生冻疮，烂了一个大口子，现在还留着疤
呢。当时外婆心疼地把我的脚捂在怀里直哀叹：

“娃啊，你生不逢时啊。”所以，一只塑料小鸟对我
来说，无比珍贵。

那个让我流连忘返的玩具柜台，至今记忆犹
新。我们一群小孩子挤在玩具柜台边，盯着柜台
上那辆边吐着烟边绕圈的玩具小火车（标价 10
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啊）。看
着小火车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都舍不得回家。

而玻璃柜台里的玩具林林总总，我最喜欢的
娃娃价格也最贵，是个扎着两根小辫子的萌娃
娃，躺下时眼睛闭起来，站起来时眼睛就睁开。
记得有一次南洋舅舅汇款过来，妈妈带我们三姐
妹到南永百货商店买玩具，两个姐姐选了口琴，
而我挑的就是一个布娃娃。我给她起名燕珍，燕
珍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如今，夏商生鲜超市早已取代“南永百货商
店”，但我每每经过此处，都会情不自禁怀念起儿
时的南永百货商店。

再回首♥邱音音

当在键盘上敲击出“张承锦老师”这几个字，
我在电脑前停顿了许久。在这千字空间里，究竟
该从何下笔呢？作为中国书协会员、厦门市书协
顾问、文艺界名家，张承锦老师那已臻化境之书
法，自然为人所熟知，非我所能评论。

那么，从“为人处世”写起？我和张老师因同
在民盟厦门的文化支部而相识。机缘巧合，作为
一名书画爱好者，其实我在更早之前就一直很喜
欢张老师那隽永俊秀的书法风格。虽然我和张
老师并无过多交集，但令我感动的是，这样一位
文艺界大家，竟将我这样一名普通文学爱好者在
厦门日报、晚报上发表的文章收藏起来，并对我
的文章给出了点评。

“正直仁义、谦逊低调、热心慈善、平易近人
……”据我所了解，和张老师接触过的人，对其为
人都好评如潮。无论哪一点，都可洋洋洒洒写上
几千字。此刻，我的脑海中不觉浮现出“为道守
仁处静，读书养气求真”一句。这不是张承锦老
师撰写的家训警联吗？“读书养气”四字也贯穿于
张老师书艺生涯之始终。

张老师常说：“会写一手好字并不难，难的是
更上一层楼。”“书匠”“书家”一字之差，二者却有
着天壤之别。《瘗鹤铭》以其绝妙的楷书笔法为世
人所称道。这块远古时候的摩崖石刻，因原石坠
落江中而后捞出，至今碑上仍多有残字。张老师
借由金石学等知识入手，结合历代多种铭文，推
定、补齐了残缺的几十个字。仅仅几十个字的推
定，参考文献却是高高一摞。

“草圣”张旭因见公孙氏舞剑，而得草书之
神。张老师“字外”之阅读功夫，自然也不囿于与
书法相关的金石学、训诂学。众所周知，名碑刻
《爨宝子碑》的书风锋芒毕露，书画家林岑先生却
以“圆浑”二字来评价张老师所书《爨宝子碑》之
独有风格。林老师赞其“虽少了原碑之棱角，却
写得深沉、有力度，对原作之精神传递得十分到
位”。北宋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云：“予谓东坡
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
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张承锦老师的创作缘何
如此大胆且传神？“广涉文学经典，进而厚积薄
发”唯其不二法门。

“要学诗人的眼睛”，这是丰子恺先生在谈及
学画秘诀时所说。古体诗短而精，但其蕴含的内
容却是深邃广袤的。诗人非得练就一双敏锐的
眼睛，方得以由表面现象窥见内里之真意义。少
年时，画家张晓寒先生就曾嘱咐张承锦需多读诗
书，以提高文艺素养。年轻时，当他向素有“诗书
画印四绝”之称的林英仪先生讨教书画时，“学作
诗”亦其另一必选之课程。研习书法的同时，张
老师对于古典诗词的学习热情不减反增，越发下
功夫专研。在《读书养气》一诗中，张老师写道：

“诗书字画若醇醹，怡性清心气象殊……观海听
涛开眼界，不惊荣辱素心舒。”

记得张老师不止一次说过：“俗气难医，高格
难求。唯有多读书、重文采、增强气质，才能成为
真正的书法家。”涉书海、登诗峰之字外积淀，造
就了张承锦老师那常人难以企及之书法境界。
搁笔前，特将张老师爱人杨老师所述记录于此：
在送医途中，张老师吃力却又欣然地告诉家人，
他脑海中又有一首新的诗作了。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再也无法知道这首诗的内容了……

相思树♥鼓馨录

近日，油桐花盛开。漫天油桐花似
雪，惊艳山间惹人醉。缤纷的落花，俨然
繁华春色的华丽谢幕，亦是春天的最后一
次回眸。

从“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开始，春天便悄然萌动。她踏着轻盈
而悠缓的脚步，从南出发一路向北，所过
之处或是“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
意闹”，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抑或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
娇莺恰恰啼”，皆是一派春意盎然、莺歌燕
舞的美丽景象。

然而，春去春来，花谢花开，乃自然界
亘古不变之常态。暮春时节，“人间四月
芳菲尽”终是无人能改，因而诗人那颗敏
感的心难免为之牵动。他们触景生情，又
有了这样的一句句诗篇——“花谢花飞花
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最是人间留不
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春天，于诗人如上述这般，但于我而
言，春天，更像是人生的一幅画卷。

作为南方人，虽说我们早已对四季常
青花开不断的景致司空见惯，但因着对生
命的热爱，我们依旧饱含热情去奔赴每一
场春日花开的盛宴。我们在半城春色半
城秋的独特春光里，感受着别样的诗意。
但南方绵长的春雨伴着天空的阴郁，也让
一颗颗潮湿的心变得伤感和忧郁。

晴朗的天空总是容易使人心生明媚，
心境开阔，但我渐渐发现，阴郁的天空更
容易让人沉静思考，向内求索。如果阴晴
交织是人生常态，那么内外兼修不正是我
们最好的应对吗？

著名作家迟子建曾在《谁说春色不忧
伤》中写道：“被寒流折磨久了、被炉火烤
得力气弱了、被冬日单一蔬菜弄得食欲寡
淡的人，谁不盼着春天呢？”这是北方人盼
春的内心写照。因而，在辽阔的北方大地
上，那姗姗来迟的春色，自然要比南方的

春色更令人动容和振奋。
那些因冰雪消融而再次活泛起来的

水滴，以及日渐松软的雪地里刚刚吐露的
新芽，在那明媚的春光里闪动着无比喜悦
的光影。然而，所有的美好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很快地，一场又一场“倒春寒”会将
它们再次冰封。于是，埋在地底下的生命
练就出了谨慎的性格。面对期盼已久的
美好的到来，它们按捺住内心的狂喜，变
得更为小心翼翼。它们在不停地窥探，直
至春天的号角正式吹响。它们势不可挡，
蓬勃汹涌，快速将整个春天彻底占据。

南方的绵绵春雨，给春天增了点点忧
伤，而北方漫天的黄沙和飞絮，也同样给
春天蒙上了阴影。“试问闲愁都几许？一
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大自然
好像总是用它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
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美好的一面，美好与
忧伤总是相伴相随。但无论怎样，我们都
不会停止对春天的渴望，对美好的向往。

感悟♥丘凤娇

戴云山脉群峰叠嶂，一条小溪如白
鲢，在拥挤的山涧中穿梭。山脚处豁然开
朗，呈一洼盆地，俨然盛满一村人。古朴
悠长的青石巷，把村庄分成两半，两边是
不同朝代建造的古屋和新居，白墙黛瓦，
犄角相连，错落有致，鸡犬相闻。相传是
南北朝时期，先民们为逃避中原战乱，历
尽劫难，辗转迁徙于此。大山阻隔了朝代
更迭的风风雨雨，留下一隅平静与安宁，
村人在此繁衍生息，已逾千年时光。

村口，是进出村庄的唯一通道，向内
是观察村庄的门户，向外是察看世界的眼
睛，更是村庄的心灵。

村口有座横跨小溪两岸的廊桥，像一
位守护神，见证了那些日夜流转的时光；
还有那棵参天古树，扎根在此，陪伴着村
庄晨烟暮霭，走过风雨沧桑。

廊桥，是全村人的聚集地，乡邻常在
此分享丰收和喜悦，也分担着愁苦与风
霜。村中大小之事，只要在此一说，不超

半日，全村妇孺皆知。那时，廊桥长凳、桥
头石板条都坐满了大人和孩童。孩子们
嬉戏打闹，大人们随意说笑。春天，野花
争相绽放，给村口草地披上了一层斑斓色
彩；夏天，小流潺潺，树荫下凉风习习，给
劳作一天疲倦的人们，带来丝丝清凉；秋
天，山坡上的梯田，层层叠叠，金黄一片，
丰收在望；冬天，白雪皑皑，村庄披上银
装，一派宁静祥和。

村口，那条小溪完成了恩泽小村的使
命，汇入大流，继续奔涌。村人却常在此
止步，要么送人远眺，要么极目盼归。千
百年来，人们在村口徜徉与抉择，进来是
生活，出去是生计。村口，既是守望的起
点，也是乡愁的终点。

儿时，我常站在村口长廊，极目远望，
想知道山的尽头、水穷处会是怎样的光
景？那是我梦想的起点，那里悸动了对未
来的向往，希望有朝一日能走出村口，感
知村外的世界，去追寻那遥远的梦想，去

探索那无尽的未知。
读书，让人远行，离开了村庄。然后

是入世营生，嘈杂生计，得了半生疲惫。
曾几何时，独自漫步在城市的喧嚣中，心
中充满了迷茫与惆怅。村庄成了心灵的
避风港。每每回忆起村口的岁月，都会感
慨万千，那是一个纯净而又美好的世界，
那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宁静的山水和
淳朴的民风。随着岁月增长，更是渴望回
到老家，重拾那段静谧时光。

在当下生活场景快速切换的年代，为
了生计和生活，许多人挥泪告别几代人居住
的家园，举家迁往水泥钢筋构筑的城市森
林。古老的村落正在消失，已然成为记忆。

重回熟悉而陌生的村口，曾经一席难
求的草坪，早已芳草萋萋。少了人气的廊
桥，愈发显得苍老与破败。桥下小流不知
何时已干涸断流，留下一河床乱石。只有
那数不清年轮的古树，仅存的枯枝残叶还
在凛冽的寒风中，被刮得飒飒作响。

重回村口，熟悉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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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红”，是文明厦门的一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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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情感真挚、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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