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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

闲趣♥亦言

借宿记忆温情满满

再回首♥心柔

第一次♥踏雪寻梅

百姓议论♥李同

说“信”

老照片♥正平

逛吃回家

集美区委宣传部 集美区宣传事务中心 厦门日报社 投稿邮箱：csfk@xmrb.com活动主办

在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建的
集美学村里，有一座百闻不如一见
的公共教育园地——鳌园。每当我
怀着崇敬的心情步入鳌园时，总是
会被那丰富多彩的石刻楹联所吸
引。多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研读
这些青石镌刻的传统艺术楹联，深
感它们是集美学村的文化瑰宝，也
是嘉庚精神的重要载体，值得我们
好好学习与品味。今年是集美学村
命名 100 周年。我又一次步入鳌
园，在石刻楹联中，回望学村辉煌的
百年史，徜徉在学村迷人的风光里。

登上纪念碑基座底层，看到西
面中间栏柱上镌刻着一副楹联：“自
辟鳣堂四十稔，宏开马帐五千人。”
在此举目远眺，远处是翠木掩映的
集美学校建筑楼群，令人不禁联想
起集美学校的光荣历史，追思陈嘉
庚先生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辉煌功
绩。而这副楹联正是赞颂陈嘉庚先
生兴学伟绩的，上联“自辟鳣堂四十
稔”，言创办集美学校四十年，“鳣
堂”，意为讲堂，典出《后汉书杨震
传》，自1913年陈嘉庚先生创办集
美小学始，集美学校历经风雨艰难
发展，至1953年公共教育园地鳌园
在建时，前后计四十年。下联“宏开
马帐五千人”，言广育英才五千人，

“马帐”，即学校，儒家学者传业授徒
之所，典出《后汉书马融列传》，“五
千人”，乃形容集美学子人数之多。

拜谒嘉庚先生陵墓，看到弧形屏
墙正中镌刻着鳌园里最长的一副楹
联（署名虞愚撰句并书）：“慨曩昔烽

火弥天毓物培材在危难中坚持下去，
喜今兹楼台如画移花补竹从废墟里
创建起来。”此联作者通过今昔鲜明
对比，慷慨激昂地叙述集美学校的发
展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的命运，赞颂
陈嘉庚先生诚以报国毅以奋斗的崇
高精神。上联慨叹往昔，专写抗日战
争时期，集美学校播迁内地、坚持办
学；下联喜见今朝，则凸显新中国成
立后，集美学校修建扩建、焕然一新
的盛况。在屏墙正中，还有马叙伦
（时任教育部长、民主促进会中央主
席）题赠的楹联：“发挥无比无穷之力
量以改造旧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
才来建设新国家。”这副十五言中联
与鳌园门前窗户短联“改造旧社会，
建设新国家”，互相照应，强调发挥群
众力量和培养优秀人才在革旧创新
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说理中肯，
情真意切。

巡礼整座鳌园，处处可见赞美
学村瑰丽风光和颂扬学村办学业绩
的楹联。例如，“七字立碑光棫朴，
十年树木长风烟”“高下楼台云树
里，万千风物画图中”“弦诵海潮音
互答，风帆沙鸟影齐飞”这些言简义
丰的楹联，写的是集美学村山海特
色风光；又如，“鸾声听在泮，羊碣看
凌霄”“乾坤留正气，山海毓精英”

“海潜空飞齐物理以归一，天造地设
合人力而成三”这些楹联寓意深刻，
则凸显了集美学村为国育才的百年
成就。

让我们品读鳌园楹联，赞美百
年学村，铭感于怀，砥砺于行！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
周年，也是集美学村命名 100 周年。百余
年来，“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校训滋养着
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无数青年秉承嘉庚
之志，在集美学习、成长、奋斗，以实际行动
践行“嘉庚精神”。为进一步凝心聚力，征
文主办方诚邀广大市民朋友，通过自己的
亲历或眼见耳闻的“身边人身边事”，分享
发生在百年学村中的学习、成长、创业、成
就故事，特别是近年来建设青年发展友好
型城区的励志故事，为推动集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汇聚新合力。

●征文主题:“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征文要求:作品切合主题，观点鲜

明、故事真实、情感真挚，以记叙文、散文为
主，900字左右，最长不超过1200字。

●备选角度:作者围绕主题自选角度，
以下角度仅供参考:1.一段集美学村的难忘
往事；2. 记集美学村的一位恩师（同窗学
友）；3. 那年我回学村看变化；4. 学村是我
创业加油站；5.安居在学村，幸福的选择；6.
在集美，台湾青年遇见人生的美好；7.与学
村结缘，开启人生新航向；8.“诚以待人、毅
以处事”校训激励成长；9.学村唤你“回家
看看”；10. 学村最美的景观（建筑）；11. 学
深悟透学村校训；12.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
吸引天下创业者，等等。

●征文时间:7月1日至9月30日。
●投稿邮箱:厦门日报城市副刊邮箱

csfk@xmrb.com，请注明“百年学村征文”字
样，并附上作者的姓名、联系方式等。

●征文评奖:征文投稿截止后，将组织
专家评出一等奖2篇，各奖励1200元；二等
奖4篇，各奖励800元；三等奖6篇，各奖励
500元；优秀奖10篇，各奖励200元。获奖
者将获得奖金和相应证书。

“廉”种心中
花香家园

●林剑秋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
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

投稿邮箱：csfk@xmr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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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报社承办

最是清风传家远
廉洁家书征文选登

亲爱的家人：
展信佳！近期我们单位在大力开展廉洁家

风宣传教育活动，孩子学校也有传承优良家风
的活动，结合这些活动，我也思考了很多，想借
这封信跟你们谈谈我关于廉洁的看法。

关于廉洁，我觉得我们应该跳出这么一个“误
区”，不是只有领导和手中有权的人才要谈廉洁，
才需要进行廉洁、反腐教育。我们从字面来看，

“廉”的反义词是“贪”，“贪”字往大了可以有贪赃
枉法、贪污腐化，往小了也有贪吃、贪玩、贪小便宜
等。这样一看，“戒贪倡廉”涉及的就不仅仅是领
导干部了，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屈原《楚辞・招
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东汉著
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
廉，不污曰洁。”意为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
物，即为廉；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
是洁。简而言之，就是要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
白做人。具体到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来做。

首先，意识“廉洁”。树立和培养廉洁的意
识，崇尚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风尚，常思贪欲
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只有我们在思想意识上
先“廉洁”了，才能指导我们的行为“廉洁”。

其次，行为“廉洁”。廉洁，不是靠说，而是
要做，要落实到我们工作生活的大大小小事项
中去。在家庭生活中，坚持勤俭持家，不慕奢
华，厉行节约；在工作中，不受非分之礼，不取不
义之财，不拿分外之物；在人际交往中，诚实守
信，光明磊落，以和为美。

最后，传承“廉洁”。我们除了严于律己，更
要言传身教，将“廉洁”作为良好家风传承下
去。自从有了孩子，我们家庭很大一部分重心
都在孩子身上，如何教育孩子，培养他们健全的
人格，对孩子、对家庭而言都至关重要。列夫・
托尔斯泰说过：教育孩子的实质，其实是在教育
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
方法。我们教育孩子，首先要做到自我教育、自
我培养、自我成长，以身示教，孩子自然会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良好的家风家教是一个家
庭最宝贵的财富，如何将这份财富带给子孙，就
看我们为人父母的一言一行。

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高一点、严一点，家是
“家”，是幸福的港湾；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低一
点、宽一点，家就可能变成“冢”，变成幸福的葬
送地。为了家庭的幸福，让我们及时行动吧，就
现在，莫等明天。

希望我们家越来越美好！

打开我的相册，端详43年前的这张
老照片，我不由想起铁道兵科研所老首
长许宇信政委（前排中），许政委那和蔼
可亲的面容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1980年4月30日上午，许政委
来到政治部会议室，向政治部全体人员
宣读上级下达的人事调动命令，会议结
束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当时除首长站
第一排外，其他人员沿着台阶往后站，在
政治部工作人员中，我是刚调来的新同
志，自然站在最后一个。摄影师正要按
下快门时，许政委头往后一转，正好看到
我，便喊了一声：“小黄，站到前面来！”于
是，我就站到前排来了（右一）。照片洗
出来后，我越看越不好意思：“我这个愣
头青，咋想的，怎么跟首长站到第一排
了！”

1979年8月，我从铁道兵基层施工
连队调到铁道兵科研所政治部工作，负
责筹建家属工厂，并任家属工厂的指导
员。我一到新单位，许政委就亲自找我
谈话，希望我发扬铁道兵施工连队不畏
艰难，敢打硬仗的精神，争取让家属工厂
在年底前出成果。我表态：“一定尽力做
好工作，请首长放心！”经过近两个月的
紧张筹备，家属工厂终于开工了，年底，
我还受到了单位的表彰。

在后来的工作中，许政委严以律己
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
80年代初，部队由河北高碑店搬迁至北

京大兴，在部队搬迁工作中，我参与干部
家属子女工作调动、子女转学就业等联
系工作。许政委也有两个女儿还没就
业，可他却多次交代我要先考虑其他干
部的家属子女。直到最后，许政委仍有
一个女儿没能在地方上安排工作，只好
到我们的家属工厂当了一名缝纫工。科
研所是当时铁道兵高级技术人才相对集
中的单位，许政委十分关心科技人员的
工作和生活，经常找他们谈心，了解情
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大家都夸他：

“办实事的政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更让我感动的是，1982年，我的妻

儿从南方随军到北方，冬天还没到，许政

委就让夫人王阿姨早早为我们送来自己
缝制的棉衣棉裤。1988年，在我即将转
业离开部队时，老首长特意请我到他家
里吃饭。临别时，他怀着依依不舍地对
我说：“小黄，咱们相处多年，你舍不得离
开我们，我们也舍不得离开你啊。希望
你到地方后，发扬部队的好传统、好作
风，尽力做好各项工作！”如今，老政委对
我的嘱咐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2006年10月，我到北京开会，却惊
悉老政委已离世一个多月。我怀着悲痛
的心情来到老政委家，点燃一炷香，向老
首长遗像三鞠躬！想到再也见不到亲切
的老首长了，我不禁泪湿眼眶……

小时候的我对大姐特别依恋。大姐大
我十岁，初中毕业后，父亲托县城的朋友给
大姐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小时候我最
盼望的就是去县城找大姐，县城的世界可比
乡村精彩多了，街道那么宽，有百货公司、有
新华书店、有冰厅，有许多好吃的、好看的、
好玩的，可父母轻易不会答应我去县城玩。

长大后，才渐渐明白自己年幼不懂事，
父母不乐意我去县城找大姐是有原因的。
我去县城，其实就是给大姐添麻烦，大姐工
资不高却又极宠我，我去小住几天，她要带
我玩好玩的，给我买玩具，买好吃的，有时候
还会给我买城里时髦的衣裙鞋子，本来就不
高的工资很快就所剩无几，自己接下来的日
子得更加省吃俭用。

麻烦的还有住宿。大姐未婚时，我跟她
挤一床，大姐出嫁后住姐夫单位宿舍，那时
住房紧张，姐夫的宿舍只有一间不到二十平
方米的居室，煤炉搭在屋檐下煮饭烧菜。我
一去，大姐就得为我找邻居或是熟人家寄
宿，有时我寄宿在大姐儿子的保姆家，有时
寄宿在姐夫的同事江家。记得江家有一位
温柔漂亮的大姐姐，半夜我把被子蹬到床
下，迷糊间，我感觉有人从地上抱起被子，轻
轻盖在我身上。见我惊醒，江姐姐亲切地朝
我微笑。

后来，姐夫分到一室一厅的居室，居住
条件好了许多，只是仍只有一间卧室，我去
大姐家还是得借宿。那些年的几次借宿都
很美好，姐夫的同事李家是两室一厅，布置
得很温馨，阳台种满花草，屋里很多新奇可
爱的玩意我见都没见过，让我羡慕不已。李
家的女主人是小学老师，三个女儿活泼开
朗，一家子其乐融融。姐妹仨对我热情友
好，给我讲城里各种各样好玩的新鲜事，给
我看自家多姿多彩的相册。我上初二那年，
李家大姐姐考上泉州幼师，从此成为我心中
崇拜的偶像，我把考上泉州幼师作为中考的
奋斗目标，可惜最终没能如愿。

几十年光阴飞快流逝，如今回老家或走
亲访友，早已不用借宿别人家，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谁家没有一两间客房呢？反倒是我
不再肯住亲友家，习惯了酒店设施齐全舒
适，自在方便，不麻烦别人。时代不同，包括
我在内的许多人更重视自身个体的舒适自
在，喜欢相对自由隐私的空间。只是想起那
些曾热情接纳我借宿的人家时，仍觉心头暖
暖，回忆起来皆是满满温情。

那天和朋友谈起了“信”的话题，觉得有
点意思，于是，整理于此。

信，《说文・言部》解为：“信，诚也。”随
着汉字的演化，“信”的释义也逐渐丰富、扩
展，其内涵逐渐化入人心，融入生活。儒家
经典《论语》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竟
随岁月的缓缓流动，不知不觉成为中国人的
生命信条。

诚信、守信、忠信等词语，由文字而文化
而生活，和众多文化典册记录人生精辟言语
一道，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话语系
列，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
智慧在时日更迭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并凝炼
出帮助当代人建设文化心灵的精言妙语。
高楼大厦、街坊里巷、水滨海域、深山旷塬
……大凡有烟火气之处，我们都可以感受

“信”之所及，不是吗？
有人说“字里有乾坤”，我则喜欢“文字

里的中国”。当我们真正用心去理解文字中
蕴含的意味，内心是难以宁静的，那一个个
历经数千年沧桑而顽强镶嵌在文化天宇的
符号，多少都载有在华夏大地生存、繁衍着
的中国人经历人生百态后的经历、体验、思
索和感悟，即便具体而微的“信”，其于生活
中的边界和内涵，恐怕也不是词典中的释义
可涵盖，对吧？

以生活中常见的秤（古代属“衡”）为例，
其上嵌有十六颗金色的星，前七颗星代表北
斗七星，中间六颗代表南斗六星，此外还有
三颗星，友人介绍说，那分别代表福、禄、寿
三星。中国古代的商人其实蛮讲究的，无商
不尖（“尖”后来讹写成了“奸”），原本是告知
购买者，店家是会保证商品的分量，不会欺
诈。单说那秤上的后三颗星吧，如果店家给
顾客称量货物少一两，则缺“福”；少给二两，
则表示既缺“福”还缺“禄”；少给三两，则

“福、禄、寿”俱缺。站在商人的角度，谁愿意
因为短少斤两，而少了珍贵的“气运”？秤，
虽是小物，可一头担着货物，一头担着良心，
正可衡量一个人诚信的程度。这，还需要置
疑吗？

沉入文化，我们能理解、感悟“信”在历
史中的脉动，凝心观察，我们更可感受“信”
在科技迅猛发展时代的力道：商业社会的契
约精神是在规范“信”的行为，信息时代的网
管法规是在引导“信”的方向，科技与医疗的
跨国襄助是在践行“信”的实质……当然，还
有许许多多关涉国计民生的大小行动，都在
让人具体而切身地品味着承载传统文明的

“文化自信”所带来的美好憧憬与向往。
置身于中国的文化与生活，感受中国的

坚守与开放，对“信”的体悟当是丰富与多元
的。朋友，你以为如何？

我承认，每次看到“卷王”小张时，
我总是耿耿于怀，因为由我当群主的三
人减肥群，我是唯一不减反增的。

这不，我又见到了小张——她穿着
新的连衣裙朝我招手，瘦了二十斤的她
如今曼妙的身材在阳光照射下更是打
眼。“总算把你盼来了！”小张的弟媳妇
婷婷端着一盆水果朝我走来。看着这
一盆大杂烩我傻了眼，小张解释道：“知
道你要来，婷婷屋前屋后绕了好几圈，
给你摘了芒果、木瓜、柠檬、番石榴
……”婷婷拿起番石榴递给我，笑着说：

“可惜你爱吃的龙眼还没熟，记得半个
月后再来。”

我们围坐在院中的石桌旁，三只小
狗围了过来，站着的、端坐的、四仰八叉
躺着的，甚是有趣。虽然嘴里塞着东
西，但并不妨碍我聊减肥――海阔天空
的话题又回到了原点。就在我吐槽她
们的建议对我无用之时，小张说：“你像
婷婷一样，每天打扫院子和做家务就能
减肥了！”婷婷倒了杯柠檬汁递给我：

“要不试试放羊也行。”
“放羊？你家居然有羊？”我一听，

两眼发光。婷婷将我带到了羊圈——
天啊，五十几只羊，颜色大小都不相
同。我开心得跳起来，伸手便想撸羊，
羊儿一哄而散。婷婷见我嘟着嘴，伸手
摘了龙眼树叶，羊儿们便围了过来，我
撸羊成功，果然是“民以食为天”啊！

“带我去放羊吧！”我拿起小树枝跃
跃欲试。“你确定吗？到时可别被羊放，
只能哭爹喊娘！”小张看着我哈哈大笑，
她这瞧不起人的样子更坚定了我的信
心，于是，我戴着草帽、穿上防晒衣，赶
着羊群出发了！

放眼望去，出了羊圈约50米就是
满山坡的草，就在我得意距离将近时，
羊群四散了。我赶了东边的，跑了西边
的，没一会儿我已满头大汗，真是应了
那句闽南俗语“抓龟走鳖”。婷婷走过
来要帮忙，被我倔强地拒绝了，不是说

“方法总比困难多”吗？事实证明这句
话并不完全正确，我费尽心思把兵法都

用上，可山坡上的羊群依然呈现“四分
五裂”状态——不，是三国鼎立，三群羊
怎么也聚不到一起。哎，到底是人放
羊，还是羊放人啊？！

“减肥屡战屡败，放羊难道也是这
样吗？”就在我气喘吁吁地自言自语时，
神兵从天而降。“这是牧羊犬吗？看着
像一只土狗。”就在我质疑它的时候，它
一个箭步冲向一只大羊，明白了，那肯
定是只领头羊。接着我看着它在开阔
的草地上迅速奔跑和转向，一边吠叫一
边追赶，将羊群聚集在一起。

“如此说来，我还不如一只狗？”正
在我对着眼前的烧烤炉陷入沉思时，突
然，一颗果子砸到我的头落到地上，天
上没掉馅饼，掉了颗葡萄，低头一看，还
是未熟的。头顶上的葡萄架遮天蔽日，
原来罪魁祸首是只小鸟，见我看它，飞
走了，我顿悟：“凡事都应讲究方法，遵
循本源不是吗？”我起身熄灭烧烤炉上
的炭火，转身去往后院，摘来了各种蔬
菜……

代步轿车出了故障，送去修理店，师傅说要等
配件，一时半会修不好。无车可开，搭乘公交吧，
七拐八绕还得倒腾换车，实在不算便利，一盘算，
我决定走路上下班。步行单程四十分钟，不算近
也不太远，只是早上赶着打卡上班，总是行色匆
匆，一天中最好的时间还属步行下班回家那会儿。

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下班路上略显疲惫，
但胜在不用赶时间、无须挂心事。夕阳无限好，
鸟雀翩飞着掠过发际，夏初时节，天气还不算太
热，绿树长情地伴在道旁，花儿已盛开在路上。
迎面跑来的健身者步履坚定，带着孙儿散步的
老人满脸笑容。回家路上的第一段——沿溪步
道足以平静下班人的心情，不论这天的工作顺
利与否，不再疲于奔波，缓口气，来好好欣赏落
日余晖吧。

走过南门桥，穿过老城区，城西菜市场就在
眼前。这里曾是同安最大的市场，昨日的辉煌
仿佛还在眼前，久违的人间烟火气再度鲜活起
来。这边还在千层饼店门口排着队，那边卤味
店的香气隔着老远就直往鼻孔里钻，猪头皮、卤
凤爪、牛腱子、炸鸡翅……惹得人直流口水。炸
物店的门口支起沸腾的油锅，菜丸子上下浮沉，
醋肉、海蛎炸、五香条泛着诱人的金黄色。“石
花、仙草冻……”“菜脯、咸菜脯……”“碱粽、麦
芽糖……”“西瓜——现开西瓜！”“榴莲特价二
十六块八！”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

“咕咕……”是肚子在抗议。也是，忙活了一
整天，腹中空空，怎抵得过这美食的诱惑？切半
斤新鲜出炉的千层饼，趁热拿起两块送进嘴里打
打牙祭，再买些下酒卤味，来一盒晶莹剔透的绿
豆冻，饭后甜点都有了着落。市场门口的仙草冻
软嫩Q弹，暑天来一杯正好降火。边喝着边进市
场溜达一圈，挑把心仪的青菜，挑根顶花带刺的
黄瓜，盘算着是晚上现炒还是明天拍了凉拌。

一路逛一路吃一路往家的方向走，离开市场
时不觉就吃了三四分饱。肚中有物，心里不急，再
也没有比这更惬意的时刻了。拐上大路，过两个
弯，就进了小区，住宅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了起
来，暮色渐渐浓了。打开家门，淘米熬粥，再洗把
青菜，听着锅里的粥咕噜咕噜冒泡的当儿，把市场
买回的美食摆上了桌，一家人的晚餐简单而温馨。

人间好时节，再好不过逛吃回家，莫挂闲
事，而这也是生活给我的惊喜。

怀念老政委

征 文 启 事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品鳌园楹联 赞百年学村
●冯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