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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矮脚朱砂根
茂盛而寂静
在古井隘的驿道边
粲然绽放

水井嘴稔熟的樵夫
邂逅微笑的早春
久已荒废的田马寮
依旧生机盎然

草木蔓发
蕨类植物的枝丫
密密匝匝
摇曳春之声

在弥漫初春瑞气的
山野丛林里
扮演着
时光主角

田马寮早春
□聿页

湄洲岛上正月初六一过，年味淡了，但欢乐热闹的气氛
并未褪去，反而是正处方兴未艾之时。正月初八，由北埭村
文兴宫开始，闹元宵大戏正式拉开了序幕。

湄洲岛上有 11个行政村，不含妈祖祖庙，合计有 14个
宫庙。这14个宫庙，自正月初八始，轮番上演闹元宵大戏，
一直到正月十九，才会谢幕。

古往今来，写元宵的诗文很多，特别是古诗词，更是佳
作迭出。宋朝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耳熟能详，读来更
是让人浮想联翩。宋朝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读来让人怦然心动。而明代唐寅《元
宵》：“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
女，沸地笙歌赛社神。”则已经依稀可见古时元宵乡村热闹
的景象了！莆田我们乡村的元宵，普遍都历时长，不局限于
元宵当夜。就拿湄洲岛来说，头尾有11天。

湄洲岛的元宵，14个宫庙普遍都要闹个三五天，长的甚
至超过一个星期。一般是先去妈祖祖庙“请香”回宫发灶巡
境，或恭请正殿妈祖金身到本宫发灶后起驾巡安、社众“接
厝”祈福；再是举行游灯、社戏或“妈祖宿暝”等民俗活
动。就单说一下我村的莲池宫，先是在正月初七去祖庙

“请香”回宫发社，接着开演社戏，之后社众准备祭品到莲
池宫里迎祭，社戏一般演四天八剧或五天十剧，社戏结束
后，社众再次准备祭品接宫拜拜，到正月十五正日再去妈祖
庙“请香”，夜里游灯全社，十音八乐通宵陪妈祖。最后正
月十六日下午“过境巡游”，夜晚举行“吃冷焰花”、踏火等
民俗活动。

湄洲岛的闹元宵，那一份欢乐热闹气氛是不分白昼与黑
夜的。

日里的社戏，以前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现在比较
冷清，有时演员要比观众多。不过，别失望，看各村社“请
香”或“过境巡游”时，各社众点香燃柴放鞭炮，锣鼓喧天
共振齐鸣，一片欢乐的心就都活络了！

就湄洲岛来说，元宵期间，白天最闹腾的，非正月十五
当天“五宫起”莫属。这天，莲池宫、宫下宫、庐厝宫、田
厝宫、寨下宫共有五个宫庙的“请香”团要在同一时间段到
妈祖祖庙“请香”敬灵面圣，我们称之为“五宫起”。每一

个宫庙的队伍，都是鸣锣开道、擎灯出行，或拿旗、或点
香、或各自抬着各宫庙里的大小陪祭神，一大队男男女女老
老小小在鼓声、锣声、人声、炮声的伴随下，浩浩荡荡向着
同一条朝圣的路去。若是不同宫庙的“请香”队伍遇到，
就有趣了，就会碰撞出“火花”，难免有一番“争斗”。这
时远近之人会闻风而来，蜂拥而至，看热闹不嫌事大，一阵
阵呐喊助威声惊天动地，不过场面虽乱，惊心动魄，却又充
满喜气。

白天还能称得上“有看头”的，就要数“妈祖接厝”
了！有的宫庙去妈祖庙“请香”时，他们恭请回去的是正殿
妈祖金身到本宫发灶。这时各社众就要做好接驾妈祖的准备
了！白天的我们称为“妈祖接厝”，夜里的就是“妈祖宿
暝”。“妈祖接厝”比“妈祖宿暝”简单，妈祖在各社众家里
停留的时间也较短，不过也是肃穆庄严，热闹非凡。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夜里。
湄洲岛的闹元宵，夜里热闹系数最高的要数上英宫的

“妈祖宿暝”与“送妈回銮”。上英宫迎祭的是祖庙妈祖，因
而各种习俗繁多而隆重。其中热闹而又有趣的要算“妈祖宿
暝”这个民俗活动。“妈祖宿暝”需瓦房才行，轮到承办的
人家，这是一年的大有福之事，主家常常要宴请宾客，要请
专业人员摆置各种祭品，同时还会举行猜灯谜等带有文化气
息的活动。如果说“妈祖宿暝”的热闹还在有限范围内，那
正月十四夜上英宫“送妈回銮”整个岛就狂欢起来了。正月
十四这天，天刚入夜，人流就会陆陆续续涌来，到最后那更
是人山人海，一个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广场早早就挤满了人，
宫庙里更是人头攒动，如果有人想去摸一摸“妈祖脚”祈
福，必须要有挑战被人挤爆的勇气。整个活动一般是夜里七
点多开始进行各种仪式，等到夜里九点左右“送妈回銮”，
善男信女们开始全程步行相送，从上英宫到妈祖祖庙，一路
三公里左右，那真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嚣，鞭炮烟花争鸣，
红光一道道接连不断冲破夜空，如一条条长龙，流光溢彩，
气势恢宏，岂是一个热闹了得！

当然，湄洲岛上整个元宵历时十几天，还有很多“有看
头”的地方，我就不一一细述了，希望大家亲自来体验。

闹元宵，不是为了闹而闹，是为了迎接一个崭新的
春天。

一、参评对象
莆田“妈祖杯”文学奖面向广大莆籍作者或在我

市工作的非莆籍作者；校园新人奖面向莆田市各大、
中学校的在读学生以及莆籍在外学子。

二、参评要求
1.参评作品以弘扬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

主，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作品公开发表与否均
可参评，若已发表，发表时间须为 2023年 1月—2023
年12月，超过时限无效。参评作品由作者本人直接申
报；参评校园新人奖的，应注明作者所在的学校、系
（年段）、班级。

2.参评作品包括小说（中短篇）、散文、诗歌（新诗）
等体裁均可，主题不限，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三、参评办法
1.参评作者应填写《莆田“妈祖杯”文学奖参评作

品申报表》（表格请登录“莆田作家”公众号下载）1份。
每位作者限送一件（诗歌、散文诗可为一组）作品。

2.凡参评作品均须提供Word电子版文档（字体为
宋体四号），申报表及参评作品电子版请于 2024年 5
月 1日前发送到电子邮箱：ptzx2020@163.com。电子
邮件“主题栏”请写明成人组或校园组、作品体裁、作
品名称、作者及电话联系方式。

四、奖项设置
1.本文学奖设一等奖3名，每人奖金5000元；二等

奖 6名，每人奖金 3000元；三等奖 9名，每人奖金 1000
元；校园新人奖若干名，每人奖金1000元。

2.获奖候选作品名单将在“莆田作家”公众号进行
公示 7天。在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可向莆田市作家协
会反映或举报。

3.联系方式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文献西路1211号
邮 编：351100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80-5959-2833

莆田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
莆田市作家协会
2024年2月20日

莆田“妈祖杯”文学奖征稿启事

雨水这个节气，天空会不经意来点雨，
天是瓦灰或者青灰的，霾若有若无地飘浮在
大气中。雨水这天，阳光很弱，弱到几乎不
算是晴天的样子，也看不见云层有多厚。或
者，仅仅是从远处海上飘过来的一团雾，在
天空里散作细霏。雨水这天，斗柄指向壬，
已经是寅位再往东偏了。但北斗依旧很难看
清楚，天空中最亮的猎户座却从此开始霸占
星空的过程。傍晚时分，猎户座已经在东方
地平线底下，一直往东南方升起。到了子夜
时分，猎户座升到了南天枢，参四与参七分
别橙红和青蓝，猎户腰间的三星闪着蓝灰色
的光芒，天狼星在更南更东的位置。珠颈斑
鸠开始在楼顶的花丛底下孵卵。老人说，斑
鸠这天不鸣，鹧鸪也不叫，雨水滋润大地，
是大地的节日。珠颈斑鸠叫声喑哑动人，苦
苦苦，乡下人叫它苦巴鸟。雨水濡过的鸟
蛋，才会生出有着漂亮珠斑点的斑鸠。另一
种斑鸠是红腹灰斑鸠，叫声更清亮，它的头
更为丰满，眼睛外环着一层粉白色。斑鸠叫
的时辰，能够让人知道雨何时会下来。斑鸠
傍晚叫，等来的是往往是一宿的雨，斑鸠清
晨叫，等来的可能是一天不定时的阵雨，斑
鸠午间鸣叫，则兆示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
鸠鸣雀应，鸠和雀是阳鸟，感觉到了雨的阴
气降临，就兴奋地叫个不停。雨水这天，要
给过冬的花卉修剪下冗长的枝梢，兰花要倒
盆换土，去除空根。菊花这一天要种下去，
花开才正圆。扦插的菊花浇足水，到春分就
长根成苗了。花盆里的昆虫被吵醒了，蚂蚁
和蝼蛄，还有蚯蚓，在干泥土里长得极勉
强，细瘦缩水，皱巴巴的。蝼蛄此时无牙，
螯足也是软的，几乎无力抵抗任何的侵害。

“晏蛄冬则蛰伏，失其齿”（《礼记·物
候》）法布尔则认为这是一种蜕壳行为，那两
个大门牙随旧壳蜕去了，新牙正软，包括两只
螯足。蝼蛄在夏秋时鸣叫，有点像油葫芦，声
音凌乱，霸气而内气不盈，断断续续的。老人
说，蝼蛄在磨牙了，秋天要来了。秋天地里满
是吃的，红薯、花生、土豆和山药，秋大豆也
弯垂到地上了。蝼蛄鸣叫，蟋蟀也鸣叫，这是
叫秋，蝈蝈、金蛉子、纺织娘、蟪蛄都叫。雨
水时，它们全哑着。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
说：“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
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芦芽和蒌蒿正是春天早起的虫子们开胃的食
物，芦芽生脆多汁，蒌蒿味重清香，虫子蛰
伏了一个冬季，肠胃空虚，身体瘦弱，正好
吃它。

径里水库
（一）

湖水青青山色浓，湖横栈道对丛峰。
花开莫采花双蒂，好待啼鹃款接侬。

（二）

栈道湾湾宛转歌，湖心白鹭弄晴波。
游人尽说春光好，缕缕清风奢侈多。

初春径里行
（外二首）

□林如峰

闲向云霞去，山村日日新。
鸟声争送眼，花气欲酣春。
但见联华屋，惟闻积翠人。
一湖添锦绣，且喜通途臻。

我的新居靠近木兰溪，堤外是溪滩公园，对岸是兴化平
原。站在十九楼的阳台上，可俯瞰百里沃野，领略壶公山、
五侯山等名山的风姿；若碰上晴天，东望还能看见出海口。
我戏称此乃“莆田第一阳台”，一百八十度无遮挡视野，天地
万物尽收眼底。为了这个阳台，我费尽心思，跑了五个家具
店，只为买一套称心如意的茶台；由于太过挑剔，始终没买
到，最后干脆去工厂定做——柚木卷轴台面和新中式圈椅，
才勉强配得上我的心情。装修时，我还打算在阳台上架一
台高倍望远镜，遥望万家灯火，探寻浩瀚星空，可惜家人反
对，只得作罢。

去年夏天我搬进小区，感觉豁然开朗。我突然发现宜居
的地方，一定要宽敞，一定要留足放飞想象的空间。

我坐在阳台上，看这条一百多公里的木兰溪在一天内时
而水往下流，时而水往上流，溪漕或丰满如湖泊，或裸露如
滩涂。

木兰溪的下游是一条感潮段。伴随潮起，海水涌入三江
口后，经涵江区抵达黄石镇，与木兰溪的溪水在宁海桥相遇，
进而水位上升，溪水抬高为洄流。这种现象微妙难言，我试
着用一片叶子来形容：当海水与溪流冲撞后，漂浮的叶子突
然打旋了……它从水源处的树上落下，漂流一百多公里到达
此地，原本以为要入海，可大海不接纳，硬把它往上推。一条
溪流原来是西高东低的，突然变成了东高西低。叶子还在漂
浮，可它竟然与其他漂浮物一道往回走……那片叶子是想回
到树上吗？

有时候，我也想做一片叶子，回归历史。
历史就像一棵树，一圈一圈的年轮叠加，印刻着人类求生

存的血与泪。从这棵树上，我看到了兴化平原的沧海桑田，它
的发展史里写满苦难与抗争。北宋时，有一位姑娘名叫钱四

娘，她是长乐人，为了治理木兰溪的水患，她携家财来莆田筑
陂治水，却以失败告终。钱四娘以身殉水时，年仅十九岁。同
乡林从世接过钱四娘的接力棒，携十万缗筑陂治水，可惜又选
错了地方。后来，闽侯人李宏与鼓山寺僧冯智日一道踏勘，采
集标本，考察水情，总结前两次筑陂的教训，将陂址定在木兰
山麓。此处两山夹峙，溪面宽阔，上游的洪水暴发时，水流至
此转缓；下游的海潮涌来时，力量亦有所减弱。前后三筑，历
经十九载，木兰陂始建成，它被称为福建的“都江堰”，解决了
兴化平原蓄水灌溉、防洪挡潮的难题，使万亩土地变良田。

宁海桥和镇海堤，也离我家不远。
周末，我骑车去看这座从元元统二年（1334）至清康熙十

九年（1680）“六建六圯”、清雍正十年（1732）第七次复建的宁
海桥，其中第七次复建耗时十五年之久。桥下有文字，记载宁
海桥长二百二十五米、宽约六米、高十米，横跨桥墩的巨石长
达十三米，这些石头居然都从三十里外的大蚶山采集而来，以
当年的技术和运力，此举着实令人震撼。1983年，桥面加铺水
泥板，汽车可驶过桥上之桥；不久，附近又新建了一座桥，以保
护老桥不再受损，南北交通随即进入现代模式。现如今，已经
没有多少人开车过古桥，更鲜有像我这样上下摸索、俯仰察看
的访古者。我摸了摸桥头“护桥将军”的盔甲和佩剑，还到桥
北瞻仰一寺庙，那里最早是主持建桥事宜的越浦法师募修
的。越浦法师是龟山寺的僧人，见民众渡水危险，遂发建桥之
大愿，他的故事，已成民间文学。

至于出海口那里，更是水患频繁，饱受海潮的冲击。我在
镇海堤的清代石碑前见到十九尊石像，东甲村人以崇敬之心
为历代建堤的人士造像，从唐至清，代有其人。镇海堤的石碑
上写道：“莆田县东角遮浪石堤，捍击海潮，保卫南洋农田二十
二万五千余亩，堕于明洪武二十年至嘉靖十三年，知府黄公一

道采石重筑，嗣后屡修屡废。国朝乾隆元年，知府苏公本洁
修筑不二十年，又为海潮冲坏。村民畏潮，畚土为垸，每遇
飓风挟潮击岸，卤水浸禾稼，万顷焦枯，南洋数十乡濒遇危
者屡矣……”

木兰陂、宁海桥和镇海堤，现在都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地方史的生动见证。有一天我到木兰陂，见村民们
正打捞鳗鱼苗，他们站在陂坝上，手里挥舞着网兜子。此情此
景，令我心生感慨：这些打捞鳗鱼苗的村民，有几人知晓古陂
史？这种无法培育的鱼苗，又是如何从海湾游到陂下的？

尤记得夏天的一场台风，带来罕见的天气，强风暴雨疯
狂拍打在阳台的玻璃上，视野里一片模糊。我坐在阳台上，
感觉自己也在这场大雨中消失了，变成一滴雨水，虚化于苍
茫之中。

家人都回老屋了，妻子一次次打电话，询问木兰溪的水情
和新居的状况。雨从早下到晚，风一阵猛过一阵，楼房似乎都
抖动起来。我产生了一种幻觉：大地沉没，水流激荡，我就像
那片叶子，不知去向何方……

第二天早上，木兰溪的水位涨得很高，连溪滩公园也被淹
没了，南岸的田地泡在水里，只见树木，不见道路。我到户外
走了走，堤岸上已经有许多人，他们多为附近的居民，正在拿
手机拍照，表情中带着新奇，一如参观旅游景点。

说实话，对这场暴雨，我和他们一样都无切肤之痛。虽然
水漫街道，但大堤安好，家也安好，水终将退去，一切终将恢复
常态。我走在堤岸上看水流，正如我在家里看暴雨，似乎读到
前人一幕幕悲壮的故事，这是一场下了千年的雨，从北宋一直
下到今天……

第三天，木兰溪里的漂浮物开始往下走，尽管速度缓慢，
但我知道，中上游的水还是要到海里去，谁也阻挡不了。

岸边柔嫩的柳叶
像极你弯弯的眉毛

随风摇曳的枝条
恍若你袅娜的身姿

枝头绽放的桃花
曾映红你娇美的笑靥

那汪蓝色的湖水
恰似你清澈的眼睛

微风轻拂衣袂
想起你翩飞的裙裾

春天已经如期归来
你是否也会

悄然而至
倚在那株桃树下

浅笑盈盈
一如去年春日初次相遇

元
宵

咩
咩

作

水往下流，水往上流
□黄明安

湄洲岛上闹元宵

雨 水 □陈元武

春之恋
□含露

□李天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