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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翔安建区
20周年征文选登

青春翔安
勇立潮头

去新圩赶圩
●亦言

征 文 启 事

集大美院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洪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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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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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婆家过暑假

难忘回城后的日子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1988年的夏天，母亲带着哥哥
和我，顶替爷爷奶奶回城的指标，从
江西省武夷山垦殖场车盘分场（现
武夷山镇），举家搬到上饶市区，母
亲成了染织厂的职工，哥哥和我则
分别入读上饶市第五中学和第十一
小学。父亲因为回城指标有限，暂
时留在老家，直到1990年底，才成
功办理了工作调动，回到城里。

不经意间，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家前后搬了几次家，过去的老
物件，除了母亲那台缝纫机，基本
上都不见了踪影。前不久，我在家
中抽屉翻找出一本沉睡多年的《上
饶市城市居民粮食供应证》，里面
记录着当时每个月给我们定量供
应的大米重量。

对我来说，从农村到城市生

活，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母亲却
很不习惯。记得母亲曾经说过：

“还是住农村老家好，菜都是自家
种的，大米也是自家种的，没有像
城市这样控制得这么严格。”我问
母亲：“大米的供应量是怎么规定
的呀？”母亲告诉我：“那时候，有商
品粮和农村粮之分，商品粮是按家
庭人口数计划供应的，通常每人每
月15公斤大米，中学生的标准高
些，每人每月16公斤。”

因为母亲的单位和我们的学
校离家都比较远，所以刚搬到市区
那几年，哥哥和我都是在中午放学
后，走路到母亲单位，和母亲一起
在职工宿舍吃饭。那些日子，我们
吃的菜都是母亲当天早上炒好的，
装进盒子带到单位，饭则是母亲用

铝制饭盒装好淘洗过的大米带到
单位食堂蒸熟的。为了能让我和
哥哥吃饱吃好，母亲每天都会提前
计划，菜品荤素搭配，有红烧肉、有
卤鸡爪、有虎皮辣椒、有炒藕片，还
有母亲自己腌制的咸肉，有时候遇
到大家爱吃的下饭菜，母亲计划好
的饭量就不够吃了，这时，母亲总
是说：“我吃饱了，碗里剩下的米
饭，你们分了吧。”

父亲还没回城时，基本上都会
在周末从老家搭车来市区。对于
父亲的“周末之约”，不论是哥哥，
还是我，内心都充满期待，因为我
们知道，父亲每次回家都会给我们
带不少好吃的，有时还会给我们塞
上几元零花钱，让我们过上几天

“富裕”的日子。

周日一早，闺蜜就出现在宿舍，把
我从床上一把挖起：“快！收拾一下，
我们上新圩吃鹅肉，赶圩去！”

我睡眼惺忪，一下又躺回床上：
“新圩鹅肉，那是极好，只是赶圩嘛，什
么年代了，这土得掉渣的活动，我可不
去！”“土？”闺蜜瞪大了眼，“我参加的
活动能土？你啊，跟不上时代啦！”话
说闺蜜可是学院的“时尚达人”，确实
和土字不沾边，将信将疑地，我在她的
催促下迅速收拾妥当，我们出发了。

在闽南神韵剧场前，我们搭上了
“翔安旅图”乡村观光巴士。蓝色车
身，“古韵新风，名不圩传”八个大字分
外醒目。更重要的，我们搭乘的还是
双层巴士，座位宽敞，视野开阔，好不
惬意。

不多时，巴士就在新圩融文旅驿
站前停下。驿站内已是热闹非凡，一
排排摊位一字排开，摊前人头攒动
——可不是赶圩嘛！只是这整洁明
亮、艺术气息十足的场馆与我记忆中
尘土飞扬、脏乱不堪的圩场简直有着
天壤之别。我还顾不上感慨，闺蜜就
拉着我一路开逛。这边是提线木偶、
掌上木偶，让人跃跃欲试，那边是精致
的粽编、草编，叫人啧啧称奇。第一次
近距离地观察、接触非遗文化，我和闺
蜜看得目不转睛。

这一侧还没看完，另一侧音乐又
响起了，我们赶紧凑上前去，原来是闽
南特色拍胸舞喜气洋洋欢迎八方宾
客。一曲舞毕，游戏开始，青葱投壶、
龙眼高尔夫……谁能想到这新圩田间
随处可见的小葱、龙眼，摇身一变，竟
然成了高端大气的游戏道具。一个个
趣味十足的游戏让人群不时爆发出阵
阵欢笑，我们也仿佛重返童年。

逛累了玩饿了，美食近在咫尺。
香喷喷的面线糊、海蛎炸，少吃一点都
是对肚子的不尊重，东寮豆干、新圩鹅
肉声名远播，翔安的贡糖、花生酥更是
馈赠亲友的不二之选。一道道美食轮
番吃过去，堪称味蕾盛宴，我和闺蜜直
呼过瘾。

吃得肚子滚圆，在驿站内舒服地
吹着空调休息，不一会儿，下午的活动
又开始了。今天是手工汉服制作，在
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略显笨拙地动手
自制袖珍版汉服。虽说初次尝试手艺
不佳，但不得不赞叹传统服饰魅力无
穷，袖珍汉服让人爱不释手。老师向
我们介绍，除了汉服，驿站还不时有陶
艺、春仔花、脸谱等传统工艺的教学与
手作。

不知不觉，天光渐暗，我和闺蜜拎
着大袋小包的翔安特产准备返回。

“怎么样？还嫌赶圩土吗？”闺蜜
笑问。我还是嘴硬：“土还是土的，但
土得返璞归真、土得生机盎然、土得深
得我心，要不，下周咱再来？”

翔安建区二十周年，新圩古镇洗
去尘土，焕新出发——古韵新风，新圩
赶圩，果然名不虚传。

厦门，有一种美叫集美。集美
学村里，凤凰花开的十字路口，一
树树浪漫，写尽师生们的燃情岁
月。

人到中年重返校园，灯下读研
的时光难忘，三尺讲台的时光亦难
忘，但最为难忘的却还是2019年的
那个暑假，充满挑战却又硕果累
累。

那年凤凰花开之时，我收到了
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厦门漆线雕手工技
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高研班。
6月30日，我信心满满地走进母校
集大美院，参加了开班仪式。来自
全国各地的漆线雕非遗传承人、从
业者和美术教师汇聚一堂，50名志
同道合的学员因漆线雕而结缘。

厦门漆线雕技艺是中国漆艺
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学习漆线
雕技艺不仅是手工技艺的传承，更
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两个月的学

习时间，我们不仅聆听了非遗研究
专家、行业传承人、著名文化学者、
艺术评论家、艺术教育家的专题授
课，还通过课堂教学、实践环节、交
流互动、参观考察等方式，深入学
习了漆线雕的工艺流程，增强了非
遗传承的使命感。

两个月的时间说来很短，但我
们每位学员都完成了五件以上的
漆线雕作品和一篇漆线雕学术论
文。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专业书
籍提升了我们的理论水平；报告厅
中，深入浅出的专家演讲启发了我
们的科研意识；考察路上，采访与
调研引领我们从实物以及匠人的
陈述中悟到漆线雕的精妙之处；自
习室里，我们互相切磋，力求在守
正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媒材、题材和
工艺的创新。

两个月的时光，无论短长，都
足以刻骨铭心。五十位学员是同
学，更是朋友，从相识、相知到携手

共进，再到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走
过。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
我完成了十件漆线雕作品。《字间
千年》《双龙戏珠》《墨香雅韵》曾在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博会
和福建青年传统工艺省外巡展（西
安站）中展出，《字间千年》更是屡
屡获奖。

2019年12月6日下午，一场高
水平的漆线雕艺术展在集美大学
举行。我有幸作为学员代表在现
场演示了漆线雕的制作技艺，观展
者叹服的眼神已是最好的褒奖。
单独展厅内，十件作品无言地记录
了短暂的过往，结业证书和优秀学
员奖状更是两个月努力与奋斗的
佐证。

再回首我心依旧。集大美院
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集美学村是
我开启人生新航向的宝地——向
云端，山那边，海里面，心之所向便
是生命之光。

眼下正是暑假，想起小时
候的暑假，总觉得特别美好，我
儿时的暑假都是在外婆家度过
的。

那时候，外公被医院返聘，
每周都有几天早晨要去看诊。
外婆早早熬好粥，切开自家做
的黄澄澄流油的咸鸭蛋，或是
拌一份酸脆可口的海蜇皮。等
我和表妹懒洋洋起床，外公已
吃过早饭去上班了。有时我们
起得早，也会送外公去上班
——把外公送出家门后，再一
路跑回阳台看着他的身影，外
公的白衬衫在阳光下格外醒
目，等他走出单元门、在拐角处
出现时，我们就大声地喊外公，
看他回头冲我招手，两个小孩
就收获了简单的快乐。

外婆一大早便在厨房里开
始了忙碌。她总像会魔法一
般，给我们变出热乎乎的蒸蛋
羹，冰镇的绿豆汤或者花生汤、
莲子汤。她还会一大早去菜市
场给我们买手工糕团，或是新
鲜的还带着泥土的花生，冲洗
干净加盐煮熟。我们时常趁外
婆不注意，偷偷溜进厨房找好
吃的，如果遇到外婆正在煮点
心，便厚着脸皮赖着不回房间，
还一直问“好了没有”，外婆也
不生气，笑着说“快了、快了”，
直到吃上美味的点心，我们才
肯乖乖回去写作业。

吃过晚饭后，外婆会在阳
台铺上凉席，我们就躺着乘凉，
看星星，听着风吹过树叶沙沙
响。有时，外婆会问我们一些

问题，例如，世界上有哪些国
家，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我
总是很讨巧地专拣好听的话
说，什么想当科学家、外交官
啦，外婆听了乐得合不拢嘴。
不一会儿，电视里开始播放电
视剧，我们的乘凉便宣告结束。

每次临近开学，离开外婆
家，我都很不舍。外婆每次都
会哭，而我也眼泪汪汪的，全然
忘记了暑假期间我因为想妈妈
而对着外婆哭。那时候，小小
的我就觉得自己矛盾极了，虽
然我也很想妈妈，可我似乎更
舍不得离开外公外婆。

长大后的暑假，我不再去
外婆家长住，家里有了电脑，可
玩的东西也多了。随着年龄增
长，同龄的小伙伴也常常相约
出门玩耍，或者到谁的家里蹭
空调，有时还会跟爸妈或亲戚
出去旅行。开学的时候，同学
们叽叽喳喳地分享暑假的生
活，去了哪儿、玩了什么，我渐
渐不那么迷恋在外婆家度过的
暑假时光。

后来，高考、上大学、工作
……我们忙来忙去，每年只有
过年的时候会去看外公外
婆。外婆年纪大了，疾病缠
身，逐渐失去了行动力，我才
猛地知觉，曾经深爱着我的外
婆，还未等我多多孝敬她，就
已经老去了。如今，外婆已过
世五年，我和表妹也已工作多
年。那些在外婆家度过的暑
假，成了我们脑海中永远珍藏
的美好记忆。

自从女儿上班后，为确保
她上班不迟到，我每天都起得
很早，为她做早餐，一来希望弥
补她在外学习六年我对她照顾
的缺失，二是希望健康丰盛的
早餐能让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
天。

我一直把自家做的早餐称
为“早餐”，而把在外面买的称
为“早点”，加了母爱的“早餐”
就不似“早点”那般粗糙，毕竟
多了些许感情和温度的色彩。

为了让“妈妈牌”早餐更加
丰盛，我买来面包机、空气炸
锅、破壁机和各种配料，用心研
究，虚心请教，努力尝试，从一
开始手忙脚乱，到现在娴熟自
如，我享受着早起做早餐的快
乐。荷包蛋、小油条、葱油饼、
小笼包，加了各种果干的吐司、
豆浆、牛奶……女儿在吃，我在
看，争分夺秒间，母女俩相视一
笑，荡漾着一种油然而生的幸
福感，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岁
月静好。不由得想起了过往的
早起时光。那时女儿还小，为
了让她多睡几分钟，我每天掐
着点才敢叫她起床，而更早些
时候做好的食物已经有了合适
的温度，女儿吃得饱饱的，高高

兴兴地上学去！
或许很多人不理解，孩子

都参加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如
此精细地照顾，牛奶面包边吃
边走不更简单省事吗，咖啡、三
明治的外卖不香吗？且女儿到
公司后还可以到单位食堂吃早
餐。可为什么不呢？“女儿时
光”应该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
美好、最轻松的时光吧！而一
个女人只做女儿这角色的时光
毕竟短暂有限，今后岁月会赋
予她更多的角色，妻子、母亲、
外婆、奶奶……一个个角色的
叠加，责任和义务也会同时伴
随，“女儿时光”就显得更加难
能可贵。

关于食物的记忆总要比其
他事物更加绵长和深刻，在需
要女儿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
年纪，我不仅希望耳濡目染的
她能记得“女儿时光”并传承，
我更希望在琐碎行走的光阴
里，日复一日的“女儿时光”能
堆积成爱、化为强大的力量，助
她抵御长长人生路上的艰难，
在遇到风雨时，“女儿时光”的
这些记忆能成为她内心深处的
一抹暖，让她无惧岁月，无惧风
雨！

“女儿时光”

相思树♥黄佳畅

父母心♥李红英

老照片 ♥淇霖之旧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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