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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红土红 蓝海蓝》 蔡刚华

●二等奖

《山海吾师》 赖仲文
《不敢辜负这片土地》 洪秀娟
《山海情满来时路》 叶蓁

●三等奖

《翱翔山海间》 杨秀晖
《跨山越海 乘风破浪》 黄勤
《一粒“茶香”小爆珠》 陈齐枢
《种子为媒 山海为证》 洪琦
《山海情深》 黄珍美
《红嫂的“山海情”》 宋凌
《筑梦 圆梦》 万年青
《山海缱绻伴潮生》 唐宝洪

●优秀奖

《爸爸的香烟》 李若梅
《两代伟人的红土情》 王九星
《情深满山海 创新向未来》 顺强
《我来自那首歌谣》 林济瀛
《辞暮尔尔 烟火年年》 韩红霞
《此心安处是吾乡》 李旖嫣
《指尖星辰 心中山海》 李正明
《重温红土情，点亮蓝海梦》清风逸水

“红土情・蓝海梦”
征文获奖名单

请获奖作者与逄媛媛联系领取奖金
（含 税）及 奖 状 事 宜, 电 话 0592-
5836954。

为提升厦门城市文化形象，培养更多文学创作人才，
厦门文学院、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办了“红土情
・蓝海梦”文学交流和主题征文活动。此次活动得到广
大文友的热烈响应，共收到征文近百篇。经专家评审，最
终评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8篇、优秀奖8
篇，本刊特遴选部分佳作及特邀作品以飨读者（因版面所
限，有些作品有删节，部分作品节选精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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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土楼有自己的生命底色，那一定
离不开红蓝二色。因为闽西大山深处的客
家人用红土夯造的一座座土楼，竟与停泊在
百多公里外蓝色厦门湾里的桅杆帆影有着
隐秘的关联……

一千多年前的中原先民为躲避战乱，长
途跋涉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可能是因
为走累了，也可能是经过多番比较，他们认
为这块红壤遍布的山地是安身立命的福
地。于是他们圈地而居犁地为田，谦逊地自
称“客家人”。大山没有遮蔽他们向外眺望
的视野，他们站在山巅努力地寻找某种突
围，寻找翻越大山的力量。这种寻找也催生
了样式各异的客家建筑文化，土楼便是客家
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从“四菜一汤”
的田螺坑土楼群到建在沼泽地上三百年不
倒的和贵楼，从画有时钟、洋妞图案的二宜
楼再到矗立于山间的“土楼王子”振成楼。
这些红土夯成的宏伟建筑，无不铸含客家人

的生命血脉与精神外延。
建筑土楼需要消耗巨额资金，当年客家

人营建规模宏大的土楼，财力支撑究竟是什
么呢？了解永定客家历史的人一定会告诉
你，客家土楼代表之作振成楼的营建，就有
赖于当年闽西大地上广泛种植的烟叶。

如果溯及源头，应是明万历年间由吕宋
（菲律宾）传入闽南月港的烟草，汀漳古道商
贸频繁，烟草种植和加工技术很快也传入永
定。由于永定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永定生产的晒烟色香味特佳。虽然明朝前
期实行海禁，但临海而居的闽南先民血脉里
拥有与生俱来的勇气和血性，在与海浪的搏
击中，学到了另一种生存的本领——海上贸
易。在为官所允时称为“市”，在为官者所不
允时即被贬为“乱”。

九龙江出海口的港口的兴废变迁，一样
牵扯着上游客家人的纷乱心境。居住在闽
西红土地的客家人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因为

纷至沓来的闽南订单，他们的工坊开始有了
整日挥汗如雨的忙碌身影。而到了清康乾
时期，厦门港急需上等烟丝的货轮，更催就
了闽西南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烟草在闽
西南狭窄且谈不上肥沃的土地上成功种植
并带动烤烟、切丝等一系列深加工产业。

厦门港则从康熙年间接力海外贸易
始，便坐稳了闽南海外贸易的头把交椅。
繁忙的海上贸易让闽西南汀漳各府县的客
家人一起开足马力，在红土与蔚蓝间他们
奏起了一曲百工鳞集、机杼炉锤的山海交
响乐。

闽西南土楼的生命底色，我想也只有红
星照耀的红与寥廓深远的蓝最具代表性。
穿越土楼的风，也一定在一望无际的蔚蓝中
回旋上升又悠悠远去。站在红土的高冈上
放眼东望，在广袤无涯的蓝色海面上，季风
鼓起满载起航的风帆，搭乘着闽西南百姓发
展希冀的梦想驶向蔚蓝深处……

我自幼没了母亲，父亲辛苦劳作，将我们
姐弟三人拉扯长大。记得我准备上初三那会
儿，我们姐弟仨都正值读书年纪、家里到处都
需要钱，父亲负担特别重。要不要继续读书，
还是辍学去外面打工？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
在拷问着我。烟叶青青，夏日长长，我心头涌
动着无尽哀伤。是的，我在努力做一个决定，
作为老大的我理应帮助父亲分担家庭的重担。

不知站了多久，也不知何时，班主任和父
亲站在了我的身边。父亲挑着担子，他说：“但
任何困难都会过去的。”我不能放弃学业，老师
和父亲的态度是一致的。老师给我讲了一个
永定人改“晒烟”为“烤烟”的故事：在一百年
前，福建晒烟曾被外国烟草公司的“洋烟卷”冲
击得厉害。永定商人卢屏民等自立自强，自
1943年起开始引种烤烟。“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1947年卢屏民终于在

“永定烤烟试验场”试种成功，开启了福建烤烟
种植的历史。老师说，我们永定人一直保持着
百折不挠的精神，守正创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
己的路。这条路，终归要用技术说话。老师告
诉我：“想帮家里没有错，但要学更多的文化和
技术，才能更好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才能将所
学回报社会、支持家乡的发展。”老师的话深深
拨动了我的心弦。

在父亲的努力和老师的帮助下，我考取了
厦门大学，从“红土地”来到了“蓝海洋”。现在
想来，小小的我，何尝不是一颗种子，在山海间
努力生长，奋发、进取？

如今，想起家中亲爱的老父亲，还有当年
帮助我的老师，我不禁泪湿眼眶。山海情满来
时路，我将践行诺言，用自己的知识为企业为
社会贡献力量！

山海一词，大抵出自上古时期《山海经》
的书名，但书中的山海，山是山、海是海，似
乎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真正赋予这个词
人文内涵的，则是从孔夫子开始。子曰：“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
乐，仁者寿”。这里的水虽不单指海，但却为
后人对山海的领悟与寄寓提供了思想的渊
薮。孔子将山水形象生动地比喻为仁者和
智者，让本是大自然的两个物象，变成仁德
和智慧的化身，从此，山海便有了哲学的意
涵、阴阳的互通、时空的交叠和人文的承
载。老子虽以水作刚柔两极的同体，但山海
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却被老子一言以概之：

“道法自然。”
在单位新落成的企业文化展厅墙上，有

一段描述“山五商，海五商”的文字。它的出
处正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当年缔造东南沿
海商业帝国时的营商理念。山五商是指金
木水火土“五行”，海五商是指仁义礼智信

“五常”，这一传承了中国文化精髓的“商

道”，后来成为闽商精神的源头。
山海是什么？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地理

概念。一部《山海经》涵盖四海八荒、奇花
怪兽、远国异人和神灵英雄，构建出一个亦
真亦幻的上古世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阴
阳八卦。山为阳，海为阴，阴阳两仪通天
下；山为艮，海为泽，刚柔并济为之道。是
圣贤文豪笔下的不朽篇章。陶渊明笔下的
山水，与其说是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生
活方式，不如说是展示了一幅田园牧歌式
的山水画卷；李白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令人顿生从高
原之山到汪洋之海的荡气回肠之感；还有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沧海何曾断地脉，
珠崖从此破天荒”“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
仞岳上摩天”“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
平”……一代代文学巨匠的山海情怀，让每
一句诗都擦出火花、绽放光芒。

山海何其大，山海何其新。那么，今天
的山海又是什么？是“一带一路”的文化载

体；是绿水青山的中国画图；是八闽大地的
地缘符号；是基业长青的精神图腾；是为人
之道的共通师法……

山与海不啻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为
政、为商、为学和为人的精神源泉。清末著
名的政治家、福建人林则徐曾在办公室写下
一副千古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
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最真挚的山海情怀，
也是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一旦做到虚怀
若谷，襟怀便能够汇集百川而成为汪洋；人
如能做到无欲无争，便能如峭壁一般，屹立
云霄。同时，山与海的静动、刚柔、高低，相
辅相成、矛盾统一，不正是大自然教会人的
生存法则吗？想想当下，某些人物质至上、
某些人躺平，其实都为社会所诟病，何不道
法自然，向山海学习，既积极进取，又收放有
度，以山的品格做事，以海的气量做人。这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愿
我们与日月共奔赴，走向精神世界的新山海。

“画完这张图，就休息一会。”时光匆匆，大
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从闽西大
山来到厦门这座海滨城市打拼。无数个加班
画图的夜晚，是“哒哒”的键盘声陪伴着我。

夜深，我会回想童年——躺在草垛上，月
光皎洁，流萤闪烁，乡村的一切都沐浴在朦胧
的银光之中……

山有回音，海有涛声。跨山越海逐梦的日
子依然清晰可见。过去父辈在烟田、烤房里淌
着辛勤的汗水，而今我在电脑前手拿鼠标，敲
着键盘辛勤工作，我们有着同样的梦想——为
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梦想让我充满力量一
路前行，筑梦厦门，圆梦厦门。

二十年前，从闽西老家到厦门可谓“翻山
越岭”，坐长途大巴一路颠簸需要半天才能到
达，而今，乘坐动车只需一个多小时。沧海桑
田，家乡的变化渗透在点滴生活中。我欣喜地
看到，每次回老家都有新变化、新发展：一座座
工业园拔地而起，一排排高楼大厦如雨后春
笋，曾经贫困落后的村庄蜕变成美丽富有的

“幸福村”；而我的第二故乡厦门，一次次牵手
闽西开展山海协作交流，双双搭乘经济发展的
东风，使秀美乡村和繁华都市相得益彰。

红土红 蓝海蓝 ●蔡刚华

山海情满来时路
●叶蓁

山海吾师 ●赖仲文

筑梦 圆梦
●万年青

看山海

福建，依山靠海，东南沿海，三面环山，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独
特的地缘格局。闽在山中，青山葱茏，连绵
不绝，孕育了丰茂的植被和多样的生物；闽
在海中，大海浩荡，生生不息，留下了古今多
少向海而行的故事。

山是山，水是水，一方水土一方人，红色
沃土，是勤劳拼搏的八闽儿女例数不尽的开
拓之旅——曾经，一粒种子漂洋过海，在北
纬24°的闽西生根发芽，勤劳的客家先民在
古老的土楼里，静卷制着时光，成就了“烟
魁”，成就了世代相传的工艺。一片青山如
黛，起伏的丘陵间，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
光、湿润的气候都是八闽大地最天然的馈
赠。山是坚毅的，海是浩瀚的。山海相依、
相融，山海间的八闽儿女向海而生，循山而
进，从而铸就了坚毅无畏的品格、爱拼敢赢
的精神。

赴山海

壮阔山海，中华春秋数代以为魂。不以
山海为远，山海间，人们已将勇毅、坚韧、慧
聪、果敢的品格注入灵魂——山有险峰欲攀
登，海无尽头欲抵岸。探索，逐梦，千百年
来，人们循着山的高度、海的壮阔，一次次攀
登，一次次远航。古有愚公移山之豪情，今
有逢山开路之勇毅；古有七下西洋之壮举，
今有蛟龙探海之辉煌……

新的时代，新的梦想，新的征程。乘着
时代发展的浪潮，山海间涤荡着一代代开拓
者奋进不止的感人故事，汇集着激荡前行的
洪流。山非山，水非水。以山海为魂，铸时
代精神。高山需要不断去挑战，大海需要不
断去征服。追逐梦想与成功，就是要向着山
之巅、海之岸进发……

逾山海

逾山越海，终将到达。回首来时路，其

实最难逾越的是心中的高山与大海。砥身
砺行后才能体悟，人生所追求的不过是努力
过后的那份淡然从容。所谓明心见性才是
根本。心有山海，静而无边。正如新时代语
境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那份
笃定与淡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
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才可谓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

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山海赋予人们无尽
的力量与梦想，以及勇毅的品质与开阔的胸
怀。历经千帆，我们或许如梦初醒，方觉山
海已在心中，只需扬起心中风帆，碧波亦是满
心荡漾。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是一种企业文
化，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
的人终将有所收获，而人生最好的收获莫过于
全力以赴后的那种不悔与满足；人生最大的
欢喜，也莫过于获得后的分享与回馈。心中有
山海，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境界；是一份豁
达，更是一份超然。心中有山海，或许也是序
章，只等人们书写更多人生路上的精彩。

山海为魂 明心为本 ●刘娜

种子为媒
山海为证

●洪琦

偷得浮生半日闲，游罢天竺山
森林公园，沿马銮湾畔闲庭信步，
不到半个时辰，误入一个名为“鼎
美”的小村庄。桃源深处，一片明
代古民居建筑群映入眼帘，客家风
格中巧妙地融入闽南特色，相得益
彰，令人拍案叫绝。

再往村里走，气势恢宏的胡氏
祠堂在晚霞的映照下更显美轮美
奂，它又名“敦睦堂”，史称“东南名
祠”。堂内上百个匾额见证了胡氏
家族的辉煌历史，明代文人何乔远
为之题匾“百代瞻依”，世济其美，
子孙贤良者无数，鼓浪屿钢琴博物
馆、风琴博物馆及管风琴艺术中心
的捐赠者胡友义老先生便是宗亲
之一。

“妹啊，呷茶，哇嘎尼共啊！”听
着熟悉的闽南乡音，实难将这里和
客家村落联系上，但堂前屋后、点
点滴滴，无不留下了客家文化和海
丝文化的印记。胡大爷一边泡茶，
一边诉说着祖先从永定下洋南行
到东孚鼎美肇基的故事，人在鼎
美，心在下洋，闽西于老人而言，就
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咫尺天涯。

从胡大爷看似波澜不惊的娓
娓诉说中，我领略到了那片红土地
上缔造出的无数传奇。除永定土
楼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外,永定
还拥有多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永定烟魁习俗”即为其一。永定
作为著名的“烤烟之乡”，得乾隆御
笔题字“烟魁”，那么，何为“烟魁习
俗”呢？

第二天，我带着心中的问号，
迫不及待地乘车前往那片丘陵延
绵、青山如黛的土地。人在车上
坐，车在画中游，一条溪水穿村而
过，梯田层层叠叠，郁郁葱葱掩映
之下的土楼古朴而又神秘。首站
下车处便是胡大爷心心念念的故
乡——永定下洋，我造访了初溪
村，这里住着大爷的远房徐姓亲
戚。徐大妈开玩笑道，初溪村搞的
是“五个一”，细问之下，原来是：

“一种姓、一朝向（坐南朝北）、一道
门、一个庆（楼名带庆字）、无一
井”。村里有着福建土楼中历史最
悠久、结构最特殊的圆土楼“集庆
楼”，72道楼梯诉说着六百多年的
世事变迁。

第二站，我来到胡大爷推荐的
洪坑土楼景区，重点参观了“土楼
王子”——振成楼，据说这是“一部
读不完的百科全书”。振成楼主体
为圆楼，外观像一顶古代的官帽，
展现了“天地合一、和谐共生”的建
筑理念。楼内一方天地，日月其
中，但最为吸引我的却是融合了

“烟魁”文化和土楼文化的左右厢
房。左厢房是加工作坊，为主人走
南闯北、发家致富之所；右厢房为
私塾，客家人极为重视教育，从大
门对联“振纲立纪，成德达材”和楼
中最后一副对联“振刷精神担当宇
轴，成些事业垂裕后昆”便可知其
优良家教家风。

土楼何以成为“世界上独一无
二、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模式”
呢？得从几百年前说起：一粒烟草
种子从西洋经吕宋岛漂洋过海，跨
越千山万水，经闽南到闽西，最后
在这片红土地上生根发芽。自明
清以来，永定就在烟草种植上占据
了“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之
下，乾隆帝因条丝烟的色、香、味俱
佳而御笔钦赐“烟魁”金匾，并定为
朝廷贡品。2021年12月，包含“烟
魁传奇、出魁活动、土楼建设和书
院建设”的“永定烟魁习俗”成功入
选了福建省非遗代表性项目。“烟
魁习俗”的主导思想正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精华——爱国爱乡、尊
师重教、艰苦创业和诚信敬业。

闽南，向海而生，闽西，越山而
进，山海之间，砥砺前行；红土之
中，刀耕火种；土楼之内，静卷时
光。驻足近观，以山为魂，追逐梦
想、勇往直前；以海为魄，创新研
发、履践致远。

闽地多山多水。四时有草树缤纷，八方
有溪涧江海。山峦不改初衷，站成永恒的雕
像；江河浑忘古今，流向无垠的时空。

山脉蜿蜒，流水汤汤。山水滋养万物，
也滋养了八闽大地上山一样挺拔深沉、水一
样灵动开阔的子民。

儿时的乐土，我的闽南小山村，有三三
两两的红砖古厝星散于山坳间，有一条十多
里的羊肠小道与外面的世界构成了联系，仿
若遗世独立。日子静得像古井里的水，在静
默深黑处无声轮回。我在山的怀抱里，饮风
吸露，跳荡撒野。宛如山花野草，灵兽神驹
般自在逍遥。我跳荡着、呼啸着，群山用恒
久的沉默替代了回答；我悲伤着、哭泣着，溪
涧用绵长的吟唱安抚着我。

山风吹散烟霭，流水召唤万物。我不安
分的心也随浮云流水无尽飘游着。我踮起
脚尖极目远眺，天边依稀浮现更高的山峦，
更宽广的河流，更浩瀚的天宇……

风从海上来，吹乱发丝，却不曾吹乱记
忆。那时的我白衣胜雪，有风一样的灵动。我
一意孤行，要远离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我究竟
想要去往何方呢？踏遍万水千山，浪迹天涯，

我的步履踩在山路上，踩在浪涛上，踩在云端
上。可我依然携带着纯粹的山的因子。我身
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着山的故事。

在熙来攘去的人潮中，我终于嗅到了海
的气息。就像潜伏已久的特工，在一个偶然
而又必然的时刻，暗号接上头，秘密被破解，
一股挡不住的激流从我的肺腑间喷薄而出，
生命的另一种沉睡状态浮出水面。我突然
意识到：原来我也是海的女儿，在失散的日
子里，我寄存在山间，几乎忘了自己身上原
始的血液。我一个激灵，从山坳里转身，扑
进海的宽广里。海轻轻托起了我。我从山
的沉默里跳脱出来，进而迸发出海的喧腾欣
跃。我终于和海融会贯通了。我被海上传
来的一束光牵引着，一路逶迤，随波逐流。

我踏浪而行，收集着波涛送来的故事
……二千多年前晋人入闽。他们跨越了万
水千山，来到了另一片故土。山水迢迢，一
路张望，是什么使他们驻足于蛮荒之闽地，
并落地生根呢？闽南临海靠山，海凶吉难
料，山瘦瘠难耕，单是生存，就不好对付。远
道而来的先祖与脚下的这片土地艰难地融
合着，在与接踵而来的挑战与猝不及防的灾

难对抗中，一步步构建起精神和生命的框
架。时光不动声色地雕琢着你我，也传递着
某种嘱托。那就是：跨越万水千山，向着大
海奋力奔跑！

从八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人们永无停歇
地追逐帆影，向着大海奋力奔跑！他们也许没
读过文学家抒写的海丝篇章、也不晓得史学家
考证的海丝史迹，但他们正站在历史的点上，
续写、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动人故事。

我一次次流连于细软的沙滩上。夕阳
染红了天空，天空在燃烧，大海在沸腾。好
像是为了迎接一场盛会，而把七彩的锦缎从
天上铺陈到海上。海浪前呼后拥，欢腾雀跃
着，摇旗呐喊着，锣鼓喧嚣着，我立于潮头，
浪涛追赶着我，浪花不厌其烦地向我倾诉
着。它想要说些什么呢？汹涌激越的浪潮
和沉默稳固的礁石的组合不正是山海精神
气质的完美呈现吗?

群山巍巍，那是一个个挺立天地的身
影；浪涛滚滚，那是一阵阵传遍天宇的歌
声。我们跨越万水千山，在峰峦之巅，波光
之上，我们沿着古老的海上丝路，开辟出一
道道崭新的航线。

跨越万水千山 ●姚雅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