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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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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初三是畲族的传统节日，畲族人
每年在这一天都要举行盛会，祭祖先拜谷神。
从 4月 10日，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厝斗村，

“三月三”厝斗畲族文化节启幕，当地畲族民众
身着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喜迎八方宾客，
共庆“三月三”。 （林楷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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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乡喜迎畲乡喜迎

““三月三三月三””

每每回乡我都要到竹林里走走，
去闻闻竹林的气息，看看竹林的风
光，品品竹笋的韵味。

我的家乡地处闽西北，位于宁化
县西南边陲距县城50公里的治平畲族乡。
畲乡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满山遍野的毛竹
和竹笋。

阳春三月，正是畲乡竹笋最旺的时节。
得空我回乡探望老母亲。第二天一大早，我
就欣然沐着朝霞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

缓缓走在弯弯的山道上，吮吸着大山清
新的空气，环顾已披上绿装的树林，领略着
盎然的春意，我全身充满活力。惬意间我眼
晴一亮：崎岖山径上一群群扛镐背篓的畲民
正浩浩荡荡向茫茫的竹林进发，他们是上山
挖春笋的。挖笋时节，倾村出动。无论男女
老少，个个脸上写满笑意，溢出希望。谈笑
间，他们很快就隐入了竹林。我也兴致勃勃
随畲民钻进浓绿的竹林。

竹林的气息是如此鲜活，风光是如此灵
动。我好似进入一个灵秀的世界。展现眼
前的是一幅壮丽的春笋图：大小不一、高矮
不等的春笋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长满竹林，
让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竹林深处更是一番热闹的场景：一个个
弯腰曲背的畲民满头大汗，挖笋的挥舞铁
锄，削笋壳的闪亮利刀，挑笋的摇曳扁担。
制笋作坊设在山谷翠绿的围屏内，特大的铁

锅刷得容光焕发，榨机如严阵以待的武士，
烤房外的柴片堆成“金字塔”。作坊的师傅
各就各位。看到畲民们个个干得热火朝天，
你追我赶，挖笋的热情如此高涨，我想，他们
或许有的为了家中添置一台彩电，有的为了
购买一台电脑，抑或有的为了城里上大学的
儿女生活费，有的为了那没过门的媳妇还差
千儿八百……为着各种各样的期待与目的，
畲民们表现出特有的勤劳。挖笋活虽然起
早贪黑、勤苦艰辛，但赶上了好年景的畲民
们心里充满希翼，乐观向上。从白天到黑
夜，满山遍野的畲歌高潮叠起。制笋灶膛里
火光熊熊，煮锅滚沸蒸汽升腾。虽没有设
席，也无把盏，里外的氛围却好似在准备一
场盛大的宴席。

看到如此动人的畲民挖笋、制笋别样的
情景，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一群正在剥笋的畲
民中，一边帮他们剥笋壳，一边跟他们聊聊
天。闲聊中一位年长的畲民告诉我说：靠山
吃山，我们畲民的生活主要靠这竹和笋。我
家每年仅靠卖笋干就可收入1万余元。特
别是林权制度改革后，我心里像吃了一颗

“定心丸”，苦心经营着承包的竹山，除了挖
春笋制作笋干外，把长势良好的笋保护下来

让其长成新竹或待5月份砍下“竹
麻”，用来制做“玉扣纸”。这时一
位健硕的小伙子走了过来，畲民们
热情喊他“雷主任”，原来他是村主

任。雷主任微笑地对我说：这几年乡政府大
力开发笋竹产品，实施“以竹兴林，林业兴
乡”的发展战略，引导畲民“把山当田耕，把
毛竹当粮种”。在3年内建好10多万亩丰
产笋竹基地，要实现全乡年产值3000万元
的目标。同时抓好笋系列产品综合开发产
业，重点加工春水笋、闽笋干和传统黑笋
干。还积极引进外资兴办竹筷厂、竹凉席
厂、香蕊厂等。畲民靠竹、笋致富的路子真
是越走越宽广。

傍晚，夕阳从山背滚了下去，我踩着余
辉返回村庄。远远望见村里袅袅升起的炊
烟。走着走着，一阵阵笋香扑鼻而来，那诱
人的笋香让人馋涎欲滴，我知道懂得生活的
畲民，正在炒着“肉片笋丝”或“腊肉笋片”，
抑或还备有一瓶自制的“谷烧”酒，等待山里
劳作一天的家人回来享用。

晚上，品尝着母亲烹制的“腊肉炒笋
片”，香喷喷、脆生生、甜丝丝，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眼前又浮现出那满山满垅生机勃
勃的竹笋。那悠悠的笋韵萦绕心间，久久挥
之不去，我心中默默地祝愿畲乡人民的日
子，像这雨后的春笋节节高、日日升。

（连允东）

畲 乡 笋 韵畲 乡 笋 韵

2020年的元月，远在美国的侄儿
发来一段微信视频，视频中有一片红
砖古厝在纽约时代广场中国屏闪亮
着，蓝天白云下大片鲜艳的橙红色彩，
极为壮观。那不就是蔡氏古厝吗？多
么熟悉的身影。

她独立于都市的喧哗之外、静伫
在五峰山之麓，离我的单位只有几百
米之遥。

那么远又那么近。

一

这片古厝位于南安市官桥镇漳里
村漳州寮自然村，被当地人冠以“琵琶
村落”之名。其称谓源于一个民间传
说，相传蔡氏古民居的选址是九天仙
女掉琵琶处，建设者在琵琶穴破土动
工，渐渐地，一栋栋红房子就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了出来。

我曾在村头找了一家楼房，从楼
顶上俯视，错落有致的房屋真的身如
琵琶，头大尾小，静静平置着，石埕石
板间，整齐划一的切缝，宛若琴弦。站
在楼顶，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隐隐约
约，仿佛听见师傅在敲砖凿石，那敲凿
声犹如乐师拔动瑟琶乐弦。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片红房子是
旅居菲律宾爱国华侨蔡启昌和其子蔡
资深（又名蔡浅）兴建的。清咸丰五年
（1855年），蔡启昌在他的家乡漳州寮
着手规划建设；其后，蔡浅继承父业，
挑起建设大梁。

青石墙脚、红砖墙身，碧瓦顶、燕
尾脊……23座近400间典型的“闽南
皇宫”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竣工。
春风秋雨，几度飘摇，迄今尚存宅第16
座，彼此相连相依。

漫漫丝绸之路，大厝的很多建筑

材料来自菲律宾，再融入闽南独具魅
力的雕刻艺术和装修风格，绘就了一
幅中外合璧的建筑图画，在全国第5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中占据一席
之地。

二

“有蔡浅的富，没有蔡浅的大厝”，
这是流传在泉州一带的一句俗话，展
现了蔡氏古厝的“举世无双”。第一次
走进她时，那独特、古朴、自然、清幽的
氛围，一下子抓住我的心。后来，由于
工作关系，我常常游走于古厝间，不管
走到哪一处、哪一个角落，可触可摸的
皆让人流连，抬头、俯首皆是景。

那年夏天，一名摄影记者慕名而
来，我负责带路。我们绕遍每一栋房
子，他的相机“咔嚓”个不停，“贪婪”地
把许多美好的东西留在光和影的记忆
里。一座座 200多米长、100多米宽
的院落，我们漫游了整个上午。我汗
流浃背、脚酸腿痛，他却依旧精神饱
满、步履轻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即
将返程时，他不舍地回望，叹道：“不虚
此行！美极了，我还会再来”。

这片古厝，不知留在多少远方客
人的心间。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研究》项
目协调员迪安博士率团考察蔡氏民居
建筑群时，我也在队伍里。只见他一
路上都在感叹，我却没能听懂。几天
后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他对蔡氏古
厝评价极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
壮观的建筑群，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
二的；这一建筑群结构合理严谨，代表
了当时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非常典
型独特！”他还建议将蔡氏古厝申请为
世界文化遗产。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的

邵华泽在参观蔡氏古民居时，也为其
“ 倾 倒 ”，挥 墨 题 赞 曰“ 闽 南 大 观
园”……

倾慕那里，心里就会铭刻着她，再
遥远的异乡也会变成最近的距离，即
使天涯也咫尺。

三

有人说“一处古民居，半部官桥
史”，漫长的营造历史，铸就了一部不
朽的史书，每一页都值得你慢慢阅读
和细品。“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
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作
样看。”如果你留意，会发现这首浅显
易懂的诗句题写在不同宅第的墙壁
上，其作者是谁？据说，有一年蔡浅从
菲律宾回来巡视大厝的建造情况时，
看见2个孙子为争一个皮球而吵起来，
而2个儿媳妇不问情况互相指责对方
的孩子，目睹这一幕，蔡浅感到忧虑：
纵有金银万两，儿孙不和睦，家运定衰
败。于是他有感而发，抒写了这幅家
训格言，可谓用心良苦。

古厝里至今遗存的 200多处诗
词、联对、文句，有蔡氏族人自己创作
的，有蔡家亲戚朋友赠予的，但大多是
摘抄自前人的优秀作品，体现了历史、
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价值，熏陶和
勉励着后人积善行德，奋发图强。这
些历经百年依旧熠熠生辉的文字朴素
沉静，内藏深意，值得世人好好品读、
领悟。

“东渡文名驰洛下，一时才气压江
南。”这幅凿刻在“蔡氏宗祠”门柱上的
楹联，是泉州清代进士吴拱震赠送给
蔡浅的。这么有气势的联对，却曾被
人误读误传。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则游
记，把“一时才气压江南”里面的“才”

看作“财”，然后赞叹曰“从这副对联就
可以看出蔡浅的财气非同一般”。

蔡浅的财气确实非同一般，早年
筚路蓝缕，吃苦创业，积累了大笔资
产，特别是到晚年，家底殷实，成为马
尼拉屈指可数的巨商。但这句赠言要
赞美的是蔡浅的“才气”，还有他的智
慧、格局和善心。他发家后回馈社会、
乐善好施、四处赈灾，被朝廷诰封为

“资政大夫”。这朵文化内涵丰富的福
建民居奇葩，正是源自于蔡浅智慧的
结晶。只可惜蔡氏宗祠曾被损毁，砖
石被拆搬至它处建房子，里头的宝物
也几乎遗失殆尽，仅剩残垣断壁和镌
刻着那幅不朽对联的门柱，一代慈善
家的很多历史见证物就这样随之而
去，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蔡氏
后人叹息地告诉我们，其砖、石、木雕
皆堪称上乘，建筑艺术非常精湛，代表
整个建筑群的最高水平。而今宗祠遗
址仅存，徒留伤悲。

四

多年来，我在古厝走走停停，聆听
过诸多有关古厝和蔡浅的传说，《怣赤
报恩》《茹粉羹换大厝》《阿公与铁箱
子》《绝世精艺金不换》《晋南大桥》《猪
肝还沙》……通过这些故事中的生活
小细节，我仿佛读懂了蔡浅的不凡品
性：最深的快乐，是帮助别人。细微处
见高远，这些为后人传颂的小故事和
遗存在古厝里的文字一样，呈现出蔡
浅的怜悯之心和勤奋质朴、宁静致远
的精神。我深信，古厝还潜藏着很多
没有展示给世人的动人篇章。

欢迎你来古厝，假如是寒冬初春
来，别忘了去观赏古厝里的山茶花，有
株长在古厝小天井里的山茶花，与古
厝相伴共存，历经百年之久，花开时极
旺，茂盛的树枝已伸展到了屋檐上。
那年寒冬，我遇上花儿怒放满枝头，几
百朵茶花在天寒地冻里绽蕾吐蕊，相
邀开放，花姿丰盈，舒展着历经沧桑后
的从容，芳香毫不吝啬地从院子里弥
漫出去。居住在那家院子的蔡氏后人
玲儿告诉我，这是“十八学士”，堪称山
茶花珍品。在古厝里，百年的花儿，还
有含笑花、百合花……它们沿着各自

的生命轨道生生不息，茂盛生长，而滋
养花儿的平稳大地，亘古不语，默默散
发出生命深处的滋味。

这处独具匠心的经典之作，难以
叙尽。你读，她是不朽的史书；你听，
她便是凝固的音乐；你赏，她却是近代
风情画。

倾心阅读、聆听、观赏她，共同守
护她吧，守住一方地域文化的根和魂，
传承文脉，让百年遗产启迪未来。

（刘雅燕/文 许锦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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