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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晋江，江是要看的。

“晋江”是福建省晋江市的名字，也是这条

江的名字。据说，是南迁的晋人思念故乡，便把

这条江取名晋江。“晋江”这个名字因此承载了

一种情感、蕴含着一种温度，有了厚重的历史、

不了的相思，还有美丽的乡愁。听到这个名字，

我这个他乡而来的旅人，也仿佛随着晋江之水

一下子穿越漫长的时光，看到晋江的先民们正

风尘仆仆地翻山越岭，涉水而来，心底不由涌起

一种对历史的敬意。

站在晋江岸边，江水如一匹悠长的绸缎在

群山、平原和台地中蜿蜒。绸缎蔚蓝，四野滴

翠，金黄的阳光一道一道，从天空中或横斜下

来，或直插下来，交相辉映在烟波浩渺的水面

上。近，是太阳晕染的辉光、河风拂起的潋滟，

和江水洗印的倒影；远，则是一片斑斓而朦胧的

七彩光圈和光晕。

到了晋江，海也是不能不看的。

晋江的海，跟所有的海一样，宽广无垠、一

望无际。既有孤帆远影，也有千帆竞发。既有

万顷碧波，也有滔滔雪浪。海湾如旋律一样起

伏，沙滩如诗意一样柔软，海鸥如云朵一样飞

翔。而那千万年生就的古礁，则和海风、涛声一

道，讲述着岁月的沧海桑田。

有了山和水、江和海，晋江人就有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江吃江，靠

海吃海，成了晋江人自古遵循的生存法则。大

自然对每一位耕耘者都是公平的，不会无端厚

待或者亏欠谁，想要收获多多，只有靠自己去辛

勤创造。

山给了晋江人刚强。水给了晋江人灵性。

海给了晋江人胆识。

晋江人的刚强，在于不怕苦、不怕累，闯和

拼是刻在他们骨血里的基因。晋江是著名的侨

乡。历史上，众多晋江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闯

天下。大量的丝绸瓷器从晋江运向世界各地，

无数的晋江人在世界各地站稳脚跟定居下来、

成为华侨。每一个晋江华侨的背后，有多少功

成 名 就 的 辉 煌 志 ，就 有 多 少 筚 路 蓝 缕 的 奋 斗

史。在晋江，有一座“侨批馆”。“侨批”是海外华

侨华人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汇款、书信的合称，

所以也称为“银信”。馆中收藏的侨批，每一封

都纸短情长，每一封都家书万金。正是这座看

起来很不起眼的侨批馆，记录着晋江人闯天下

的记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晋江人也传承

了祖先们敢打敢拼的奋斗精神，以出海闯天下

的劲头，竞相投身市场。他们呛再多的苦水也

不后退，碰再多的钉子也勇往直前。所以，晋江

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也

成就了一批蜚声中外的知名企业。

晋江人的灵性，在于晋江人兼具干劲和智

慧。他们敢干、苦干，却不蛮干、乱干。他们勤

劳勇敢，更聪慧睿智。他们有山的刚性与韧性，

也有水的灵性和活性。他们既不怕逆水行舟、

迎难而上，也知道乘风而起、顺势而为。他们既

勇往直前、坚定不移，也善于弯道超车、改弦易

辙。这种灵性和胆略、聪慧和睿智，在晋江的发

展历史中真是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不说别的，

就说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谁能想到，这个现代

化的机场是经过批准后，在晋江企业、晋江侨胞

和无数晋江普通市民的自愿捐款助力下，最终

成功建起来的？晋江人的敢想肯干，由此可见

一斑。而这个机场的建立，一下子打通了晋江

连通世界的快捷通道，为走向世界的晋江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

晋江人的胆识，就是放眼长远、着眼大势，

不安逸于当下，敢于求新、求精、求变。求新，企

业时刻怀着危机意识和前瞻意识，在未来的发

展中找自身的不足，谋新的出路。求精，求的是

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求

变，以量变得质变，以质变得巨变，却又能以不

变应万变，始终不变的是企业的理想和追求。

晋江的众多企业中不乏“同行”，却能呈现出一

种你追我赶、携手共进的良性竞争，这证明晋江

人在求新求精求变的胆识之上，更有着宽广的

胸襟和共赢的智慧。

在晋江，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叫安平桥。这

座始建于南宋、历时十余年才建成的海港石桥，

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石桥那样有美丽的弧形桥

拱，也不像现代大桥那样有美丽的塔柱和斜拉

索，更与“气势恢宏”“雄伟壮观”这样的褒奖无

缘。它矮小、简朴、修长，普通得就像一段栈道，

但它却是世界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眼望去，除了绵

延 五 里 的 长 度 ，它 似 乎 没 有 什 么 值 得 注 目 之

处。但你若走到近前，细细观看，就会一下子升

腾起一种难言的敬意，也会马上为刚才的轻慢

感到羞愧——的确，如果不是在近处亲眼所见，

你很难相信这座桥竟是用一块块巨大、厚重的

长条石头铺就的！那一块块重达一二十吨的巨

大石条，是怎样切得如此整齐的？一二十吨重

的石条又是怎样放上桥墩、铺上桥面的？原来，

古代晋江的能工巧匠们在建桥时借助了潮汐的

伟力。他们把一块块巨大的石条放在船上，停

泊在桥墩之间。潮涨时，船跟石条一同上升；潮

落时，石条就在两个桥墩上搁浅了。一路过去，

一块块巨大厚重的石条就这样放置好了！五里

长的石桥就这样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了！这

是怎样的智慧！

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把一块块坚硬的石

条侵蚀得斑驳陆离。八百多年的人来人往，把

一块块厚重的石条踏磨得光滑闪亮。明媚的阳

光映照着岁月古旧的颜色，清新的雨水拍打着

时光积淀的锈迹，那长长的安平桥，就这样一直

用深情与人们凝望、跟人们诉说。

建成于古代的安平桥，是一座横跨海湾、连

接两端的海港桥，质朴而不朽，你不能不看。而

今，还有一座党和政府通向民间的连心桥，温暖

而动人，我不能不说。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还没有撤县建市的

晋江县委、县政府，便鼓励农民联户集资办企

业。后来的晋江市委、市政府为壮大民营企业

和民营经济，又通过一系列措施，化解企业

在创业创新中遇到的发展困难；邀请知

名专家学者来晋江办培训班、开大讲

堂，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管理

水平；引进了一批“国字号”科

研机构和院士工作站，为留

学归国人员和高端人才建

起创业园、孵化基地，让

人才成为创新的永恒动

力……

与 此 同 时 ，一 项

又一项的民生工程、

民 心 工 程 ，为 那 些

在晋江打拼的众多

外来务工人员提供

了 坚 实 的 保 障 。

晋 江 率 先 探 索 新

农 合 跨 省 异 地 结

报，在福建省率先

推 行“ 居 住 证 ”制

度 ，并 不 断 提 高 政

策“含金量”，令外来

务 工 人 员 可 以 在 众

多方面享受市民化待

遇 。 特 别 困 难 的 外 来

工 ，也 能 享 有 特 别 的 补

贴 和 救 助 。 晋 江 没 有 把

外来务工人员当做晋江的

过客和旁观者，而是当做晋江

的建设者、贡献者，当做新的晋

江人。

晋江是丰饶富裕的，也是生动美

丽的。晋江不仅奔涌着时代的气象，也

流淌着人间的真情，呈现着社会的温度。生

活在这里的晋江人，无论先来的、后来的，还是

本地的、外地的，都在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共同奋

斗，奔向未来。

在晋江，你若靠海，便能感受海的丰饶，你

尽可以在晨光洒满海面时撒网、打鱼，赶潮、

冲浪；你若在山，便能感受山的壮阔，你尽

可以在山花烂漫时踏青、赏花，种田、织

布；你若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便能感受

平原的宽广，你尽可以在秋风里策马奔

腾，看一片金黄的稻浪往身后翻飞；你

若生活在繁华的市区，便能感受城市

的热闹与温情，你尽可以在超市里购

物、茶座里品茶，尽可以在遍布城中

的公园里挽着亲人的手，看晚霞燃

烧，听清风吟诵……无论你在晋江的

何处，这方土地都会敞开博大的胸怀

接纳你、拥抱你！晋江会为你展现人

间的梦想和烟火，晋江有你想要的情

意和幸福。

行走晋江，感受万千气象
彭学明

散落在绵延群山之间的辽宁本

溪，城不大，山却不小。从天空上俯

瞰，你只有加倍细心，才能把建筑与

街巷从群山之间挑出来。城是真正

的山城，山在城中，城亦在山中。半

壁青山入城来，或者换个说法，就是

半座城市进山去。

上大学第一次到本溪是晚上，

火车站下车，看到城市灯火斑斓，层

层叠叠高楼林立，惊叹山城之美。

谁知，第二天发现前夜层叠的灯火

只是山坡上平房的灯光，只不过是

灯借山势，登高让我们远望了。

大学四年，时光匆匆。

1984 年毕业之后，我在城市太

子河边的彩屯租下一间房子，有了

自己的家。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

一个很小但是很温暖的地方。

那个时候，不只是我一个从农

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很多本溪的

煤矿与钢铁厂工人，也住在狭小的

旧房子里。孩子大了要结婚，要有

自己的房间，所以每一座房子的房

前屋后，都有一些加盖的建筑。新

世纪伊始，一座座低矮的房子消失

了，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新生活

的阳光照亮了无数百姓的日子。如

今本溪的夜晚，高楼林立的明亮灯

光 不 再 是 一 种 幻 影 ，而 是 生 活 的

真实。

安居之后，才能乐业。

这样的日子里，我也有了自己的房子。从三十平方米、六十

平方米到一百多平方米，从拥有一个书桌到拥有了一间书房，我

有了家，我多年的藏书也有了家。

房子离太子河近，我喜欢去河边走走。这些年，我看到河的

流淌与改变，原本野草丛生、散发着刺鼻味道的太子河，经过治

理，河水变得清澈透明。市区丰富的景观水面，让每个城里人都

拥有了一片可以随时享受的水上风光。在河边新建的步道上每

天走上一万步，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碧蓝碧蓝的河，穿城而过。我经历了河的变化，也从一条河

看到城的变化。一条河的历史是城市历史的一个侧影，遥想当

年，太子河两岸码头繁忙，河面上船来船往。而今，河上的水运已

成了过往，一座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河面，将河两岸的城市缝合在

一起。高速公路、高铁与不远的桃仙机场，又把本溪与世界连在

一起。从本溪走向世界，已经有了许多条路，从地上，从天上，甚

至从海上。

我曾陪同一位作家朋友去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采访。这

里的森林覆盖率接近百分之八十。穿行在茂密森林之中，一条

欢唱奔跑的小溪，让朋友发出由衷的赞美。后来，他多次从大连

开车到本溪，专程来回味这一方山水。朋友的热情点醒了我，在

本溪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似乎已将这份美视若平常。每一次重

新审视这里的山水，我对这座城的情愫都会被重新点燃。

对于本溪，我曾经是它的一个读者，更在工作于此的三十八

年里，幸运地成为一个作者。我微小的力量在这座城市的明亮

中，得到了释放与表达。从一个风尘仆仆的农家孩子，成长为

城市的建设者，三十八年来，我的每一篇文字，都在和我一起

守望着这座城的美好与善良，赞美着人间的爱与真诚。

在报社工作期间，我与同事一次次采写着城市里的不同

人物，记录着美丽城市中的美丽心灵：诚信的农家女武秀君，

在丈夫因车祸去世之后，自己打工做生意，还清了丈夫的二

百多万元欠款，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本溪的一家汽车租赁

行，门前摆上一个旧纸壳箱，写着“玻璃水五元自己拿”，无人

售货十三年，卖出一万多瓶，没有差一分钱……

媒体工作的性质，让我得以见证本溪二十四小时每一刻的

生动，感受过白日的生机与夜晚的宁静，欣赏过飘逸的云朵与满

天的星星。下夜班，曾经一个人在厚厚的雪地上行走两个小时

才到家。也曾经早晨八点到单位，工作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半，休

息个把钟头，洗洗脸还要去参加会议。以这种姿态与这座城相

伴，我没有后悔过。我知道，用我的工作、我的文字守望这座城

市，是我愿意一直做下去的事。

六十岁的年龄，我在本溪生活了四十二年。对于我出生

长大的地方，我只有十八年的记忆。本溪却不是这样，在这

里，我是女儿的父亲、外孙女的姥爷。我在，城是她们的家；她

们在，城也是我的家。我已经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本溪不但

成了我的家乡，更是我生命中灿烂的朝霞。

情
系
本
溪
，每
一
刻
的
感
动

冯
金
彦

“你的家乡在哪儿？”每当有人问起，我总会

脱口而出——赣州。随后，才会指向那个名叫

黄冠的村庄。

山坳坳里的黄冠村离赣州城足有两百多里

路。一直以来，在绝大多数村民心中，赣州只是一

个宽泛的地域概念。他们从未踏上过赣州城的

土地，甚至把进一次赣州城视作人生理想。

与其他村民相比，父亲算是一个幸运儿。四

十多年前，他入伍来到赣州。当军用卡车在马路

上疾驰时，他仍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八年后，

父亲进入省城工作，并在省城安家，结婚生子。

那时候，由于交通不便，父亲带着我从省城

返回老家黄冠村时，必须在赣州留宿一夜。因

此对我来说，彼时的赣州就成了一个中转站，每

次父亲都带着我来去匆匆。后来，随着经济的

发展，道路越修越好，交通工具也不断升级，耗

在路上的时间变少了，父亲和我才终于有时间

在赣州城稍作停留，我也才有机会细细打量这

座亲切而陌生的城市。

一千多年前，这里接纳了第一批南迁的中

原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赣州城渐渐成为北

人南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这座城记录着无数

商贾、农民、文人、挑夫、篾匠、铁匠另起炉灶的

身影，以及潜藏其间的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故

事。漫步城中街巷，可以听见婉转的采茶戏、高

亢的兴国山歌、悠扬的于都唢呐，这些都与赣州

的历史密不可分。

在赣州，我去得最多的地方，非古城墙莫

属。三千六百多米的宋城墙，是如何奇迹般完

好保存下来的？每每登临古城墙，我的心中都

感慨万千。古城墙砖石平整，错落有致；城墙威

严，间有字迹。古城墙还连着郁孤台。宋代大

词人辛弃疾曾登上郁孤台，留下了名篇《菩萨

蛮·书江西造口壁》。古城墙还连着八境台。苏

东坡写下《虔州八境图》八首，让八境台声名远

扬。在他们之外，还有周敦颐、王安石、朱熹、文

天祥等一众名家，共同给古城墙留下一条华丽

而厚重的文脉。城墙外，是奔腾的章、贡二江，

它们于八境台下壮阔合流为赣江。赣江，这条

江西最为著名的河流，即以古城墙为厚实的依

托，奔腾流淌。

说起赣州城的水，自然少不了福寿沟。在

福 寿 沟 博 物 馆 里 ，我 领 略 到 福 寿 沟 的 千 年 沧

桑。赣州古城因三面环水，水患频繁，常年面临

江水倒灌的危险，而且一旦大雨倾盆，后果更是

不堪设想，这令历任地方官非常苦恼。直至北

宋熙宁年间，水利专家刘彝赴任赣州，这一问题

才得以根治。这位知州在走街串巷、勘探地形、

考察民情的基础上，遵循比较科学的防洪方略，

造水窗十二，修二沟排水。二沟利用地势高差，

连通城内凤凰池、金鱼池、清水塘等坑塘水系蓄

洪，由城墙处水窗排出。因二沟走向形似篆体

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福寿沟采用

砖石工艺，设计拱形结构，能够延长沟墙使用寿

命。排水孔筑成铜钱状，既可阻挡垃圾进入沟

内，不致堵塞，又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已有近千年历史的福寿沟，处处体现着中国古

人的经验和智慧。

我 也 时 常 在 梦 中 ，忆 及 通 天 岩 的 青 石 小

径。悬崖峭壁上的一尊尊石龛造像，工艺精美，

栩栩如生。一百二十八品摩崖题刻充满张力，

让我恍惚置身于一条千年文化长廊。尽管我去

那里的次数并不多，但翠微岩、龙虎岩、观心岩、

忘归岩等景观，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三十多年间，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到访赣州，

赣州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如今的赣

鄱大地，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赣州城已非回黄冠

村的必经之路。但我还是时不时想去看看赣州，

倾听古城墙的脉动，感受这座城的发展与变化。

这些年来，赣州城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赣

州挥别了无高铁的历史，顺畅的交通拉近了游子

与家乡的距离。古城墙边新添了郁孤台历史文

化街区，夜幕降临时，灯火璀璨，游人如织。

今天的赣州，正不断焕发出崭新的风采。我

心中的赣州，一天天盈满了浓浓的情思。

品读赣州，这城，这水
胤 忠

走近一座城，有很多种方式。有时，是在一场旅行中，

品读一座城的历史，感受它的性格；有时，是在一次次的

途经路过中，日积月累地加深了对一座城的认识，沉淀了

对它的感情；有时，则是在一座城扎下根来，与它共同成长，

直到当初的他乡成为了家乡……今天，大地副刊带你走近

三座城。这些人与城相遇、相知、相伴的故事，浓缩了城市

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历程。

——编 者

当我走近这座城

图①：辽宁省本溪市

城市远眺。

图②：福建省晋江市

海岸风光。

图③：江西省赣州市

八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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