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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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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方楹联，可以很简单，也可以
很复杂。

一管笔，一方砚台，一卷宣纸，簌
簌几笔，一纸方块字便跃然纸上；而要
将这纸文字排成对仗工整、平仄协调，
又要兼具情思之美的阵列，着实要花
费一番功夫。

一

近年关，徐力建有些忙。
岁末年初，邀约写联的人越来越

多，徐力建作为福建省楹联学会的一
员，辗转各地为大众写联，他早已习以
为常。

楹联萌发于宋元时期，发展至今
种类繁多，有春联、寿联、行业联、婚
联、挽联……在楹联的大家庭里，春联
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一种。

在世界纪录协会的纪录本上，中
国最早的一幅春联，来自唐人刘丘子
撰写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作于公
元723年。值得一提的是，200多年后
的另一幅春联却因机缘巧合，被历史
推上了前台。

据《蜀梼杌》记载，公元 964的除
夕夜，后蜀皇帝孟昶因不满学士幸寅
逊的桃符词，亲自写了“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第二年，后蜀被宋灭，
吕余庆成成都第一任知府，而长春节
又恰巧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一幅
即兴而作的对联成为了历史的预言。

历史的机缘总是让人难以捉摸。
因为故事的传奇，为这幅暗藏玄机的
春联抹上了神秘的色彩。也因此，春
联被社会大众赋予了希望的标签，题

联成为文人雅士的一大乐事，春联的
内容形式也从单纯的对偶句发展成骈
赋、律诗，这一形式的改变催生了楹
联，楹联的形式要求也由此而来。一
副对仗工整的联句，酷似律诗中的颈
联和颔联，须是字数相等、词性相对、
平仄相拗、句法相同。

到清代，从农家乡野到皇室贵族，
多以联为饰，从宫廷官署到酒肆茶楼，
无不悬立张挂。《楹联作法》记载当时
的盛况：“迄于清代，则朝野上下争相
为之，举凡殿庭庙宇，以及苑圃之间，
均各累累满目，而楹联之制，乃益臻美
备。”

楹联从开元盛世的对偶句中抬
头，循着汉、南北朝时期赋、骈俪中的
声律，徐徐走到了现代。

二

徐力建与楹联的结缘，始于一幅
嵌名联。

2014年，刚从铁路局退休不久的
徐力建参加了一场楹联书法活动。在
这场活动中，徐力建收获颇丰，他不仅
收到了一幅写有他名字的嵌名联，还
一饱眼福，原来在楹联中，文字还可以
有这么多排列阵法。第二年，他师从
著名楹联家曾光明，开始从书法圈走
向楹联圈。

在汉语的体系里，楹联属严谨
派。它需要遵循对仗、平仄、音韵的规
则，书写者需要从广阔的汉语词库里
抽调文字，进行排兵布阵。这支文字
队伍如何走向，平仄对仗则是关键。

平仄对仗，是指对联的上联与下

联的平仄音律相对而言。在楹联中，
平仄犹如它的双腿，一平一仄，要保持
平衡才好。古汉语将汉字分为平、上、
去、入四个声调。后推广汉语拼音化，
同一汉字的平仄发生了变化。按北京
语调，则分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人们称其为“新四声”。对联严格规定
上联末字用仄声，下联末字用平声。
后人称这种规则为仄起平落。

与楹联接触得越多，徐力建越发
对它着迷。

今年67岁的徐力建，仍保持每天
写一幅楹联的习惯，虽说他师从书法大
师赵玉林，有40多年的书法功底，但他
觉得写好一幅楹联并不是写几个字那
么简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楹联是一项
文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互动。楹联旧
时常被贴在庙宇、寺院、殿堂的楹柱
上，相比使用广泛且随意的对联，楹联
可谓居庙堂之高。这就要求楹联书写
的风格要与环境、建筑相协调，为显庄
重大气，楹联主张用楷体、隶书或行书
书写，而题联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所题
之字要应景，这就要求题联之人具有
良好的文学修为。也因此，楹联对文
字的质量要求更高，创作的色彩更浓。

三

客厅不大，不到25平的空间，一幅
“天道酬勤”的牌匾正中悬挂。

“天道酬勤”是外公生前常教导徐
力建的话。徐力建祖籍浙江，他的外
公是一名地道的药材商人，常年走南
闯北，与贩夫走卒周旋，虽然没上过

学，却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他常围
在外公身边，看着他用毛笔在纸上记
录生意日常。外公的字苍劲有力，年
幼的他总觉得这样美妙的字写在便条
上实在奢侈。外公不以为然，并教导
他日后要多学本事，多一技在身，生活
才会越过越好。

这个质朴的道理，徐力建一直身
体力行。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徐
力建，深感知识就是力量，每天坚持早
起与读书习字的习惯，从青年时代一
直延续至今。幸运总是垂青勤奋的
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徐力建一路跨越
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的圈层，成为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省楹联学会会员、省
老艺协篆刻委员会副秘书长……

为了保持语感，徐力建每周都会
背诵几篇唐诗宋词。他觉得楹联的题
写，“笔断意连、字断气连”是精髓，这
样一幅楹联才能产生韵律和美感，而
博大的中华古诗词库就是滋养楹联人
维持书写气韵的源泉。徐力建把对楹
联的热爱，也融入了日常，外出公园游
览，看到梅花盛开，他会不自觉吟出

“梅影暗香人索句，花姿玉骨色销魂”
的赞叹；看到福州第八医院的医师陈
颖媛不顾危险，奋战抗疫一线，情不自
禁为她提笔写下“颖新曼舞，使命为天
彰大爱；媛美高歌，逆行有德鉴忠心”
的嵌名联。

……
如今徐力建与楹联的联结越来越

深。他好像有些明白，自己每天练字
写联与当年外公在便条上肆意飞扬一
样，那是忙碌后的一种心灵抚慰，手中
的那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高不可攀
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
美的精灵。

四

楹联学会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
是徐力建最期待的事。

每回他总是从头坐到尾，对他而
言，这不仅是一次技艺交流的机会，更
是一场倾听故事的盛宴。

那里有书法家祁嶲藻“遇事之通
若渠决水,吐辞特妙如春在花”的心灵
感悟；有闽西土楼里先人们对后辈“从
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的敦
敦教诲；还有百岁老人厅堂里“童颜鹤
发寿星体，松资柏态古稀年”的孝道传
承……

楹联，那短短两行字，不仅浓缩着
文字的精华，更承载着一方风物乡愁。
它从远古走来，带着不同时代的声调意
态，携着交错排列的语句，幻化成或颂
君恩或缅祖德，或书格言警句自勉，或
发感慨寄托幽思的阵列，它像一艘文化
的帆船，为一代代人载去心灵的抚慰。

2006年，楹联习俗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了
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

地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大价值，
以及背后所体现的至善文化、圣贤文
化、祖训文化、民居文化……

春节将至，楹联学会的活动越来
越多，徐力建也越来越忙，但他总是乐
在其中，每回外出写联或与人对联时
是他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那是他和楹
联心意相通的时刻。

（韩惠彬 林小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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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不尽，总是
玉关情”。在暖暖的冬
日下，穿过连江魁龙坊
一片繁华街区，便到玉
荷西路南面，在这里，就能看到地处
江滨公园北边的凤城奶娘宫。

凤城奶娘宫坐落旧称白石境地
方，别称“临水行祠”也称“临水行
宫”，前身为陈夫人庙。“凤城娘奶
宫”是其俗称。《连江县志》（嘉庆版）
记载：“临水行宫，在温麻庙西”。早
期娘奶宫规模不大，但历史上，是连
江最重要的奶娘宫之一。

娘奶宫主祀陈靖姑、林九娘、李
三娘三位奶娘。因为李三娘为连江
人氏，随着“三奶”敕封规格的提高，
县城的临水行祠也不断得到扩大，
至明嘉靖时期，就达到相当的规
模。据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
（1548年）重修临水宫时，正面宫柱
的楹联，据说为明代尚书吴文华所
题写。神桌后的神龛更是讲究，雕
刻尤为精湛，摆件陈设精巧，构思巧
夺天工。其雕刻内容以民间喜闻乐
见的神话、传说、故事为题材，形神
兼备，栩栩如生。此神龛是不可多

得的民间艺术瑰宝，具有很高的文
物价值和观赏价值。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娘奶
宫增建威奇尊王殿，后来又修了观
音殿。这时，整个临水行祠占地面
积达千余平方米，天王殿、大雄宝
殿、观前殿、边殿，还有鱼池、百花
桥、戏台、道堂等，一应俱全。主殿
边祀江虎婆，侧为威奇尊王殿、观音
堂，主殿两侧还有三十六婆姐，以及
王、杨两将军和邓、高两元帅。其规
模，堪称“县城第一宫”。从此，县城
中心地区，西边上水门有临水宫，东
边下水门有妈祖庙，两座女神庙形
成倚角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江
县蚊香厂、西南街草席厂、县二轻木
画厂等先后进驻临水宫。1976年，
蚊香厂火灾，整座宫殿被焚烧后，县
财政局和工商很行，先后在废墟上
建宿舍，部份被街区用来建西南街
老人会。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

仅有的100多平方米空
地，在西南街老人会的
西侧，面临旧堤坝，搭建
了“奶娘宫”，神龛重塑

主神陈靖姑、林九娘、李三娘神像，
如此简陋而肃穆的阁楼，谁也想不
到竟然香火依然鼎盛。

午后阳光越过江面，从西南高
高的文笔山投射过来，但宫里光线
不是很好，临水宫主殿前，点着蜡
烛，摇曳的灯光，刚好照在主殿两旁
的石灰墙壁上，壁上有书文，字是墨
水写的，字里行间，闪烁着三大奶娘
传奇神话故事，有人称其为“壁
书”。里头记载的内容，许多地方填
补了“三奶”历史文化在连江的空
白。尤其是“陈靖姑往游连江，海口
结识李三娘”等文字，迄今为止，除
了有关书籍记载外，在实物上见证
了李三娘为连江人的，这还是首次
的发现。

冬阳和暖，清风荡漾，蓦然回
首，我们仿佛在历史隧道中转了一
回，感受到临水宫民俗文化的厚
重。

（阮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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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是重要的家畜之一，被评

为“六畜之首”。中国自古以来都

是农业社会，伴随着农耕文化的

发展，辛勤的劳动人民、博学的专

家学者、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都

歌颂、赞美牛的任劳任怨、无私奉

献，使得中国牛文化在传承与创

新的过程中绵延不断，熠熠生辉。

著名军旅书画家吴德才系中

国徽派书画院院士、海峡书画院

院长，其“画、书、诗、篆”博采众

长、兼收并蓄，他深入乡村创作百

幅牛图，融古出新、工写结合，不

断拓宽了艺术创作领域的新视

野，多次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

主办的国际国内大展上获奖并展

出，本报刊载其中几幅以飨读者，

祝广大读者在即将来到牛年牛气

冲天，好运奋蹄。 （木子）

凤城临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