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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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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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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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
社
发
出
避
免
歧
视
倡
议
书

呼
吁
正
确
看
待
疫
情

2021年12月12日 星期日 印尼版 第888期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 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国信体育 M4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国信体育 M4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2021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日 印尼版第 888 期发往12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并在美国、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南非、匈牙利、英国、波兰及台湾地区落地印刷发行

社址：福州华林路139号 邮政编码：350003 总编室：87875392 副总编室：87875375 传真：87814007 编辑部：87873681 经营部：87849730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福建侨网：http://www.fjqw.gov.cn

1910年10月，中华大地暴发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鼠疫，一旦感染，死亡率
100%。病毒席卷东北，波及河北、山东
等地，一时举国震动。

12月，生于南洋，学成于英国，连
国语都说不好的医者伍连德临危受
命，仅带着一名助手兼翻译，逆行北
上。在疫区，他克服千难万险，成功领
导了这场由中国人主导的抗疫行动，
扑灭了大瘟疫，救万民于水火,在列强
面前给华人“长了脸”。他将大半生献
给苦难的中国，在中国医学、中国防疫
史上创下了多个世界第一。“科学输入
垂五十年，过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
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梁启
超盛赞他。

可鲜有人知的是，他决绝北上时，
“最忠诚的伴侣”黄淑琼刚刚诞下幼子
不久。这位可敬的福州女性，跨过生命
的苦难，给予抗疫英雄强有力的支持。

缘起
1879年（光绪五年），马来西亚槟城

一家经营金铺的华人家里，第8个小孩子
出生。按照广东人的习惯，伍姓为“NG”，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作“NG LEAN-TUCK”
（伍连德），是美德相连之意。

伍连德与福建的缘分似乎是天定
的。在进私塾的第一天，他遇到了一
名叫甘阴吉的福建籍校工，这位校工
以闽南话的方式将伍连德用“GNOH
LEAN TUCK”写出来，并告诉他这就是
你的英文名。冠以这样一个闽南话、
广东话混合的英文名，伍连德获得英
国女皇奖学金，成为剑桥大学史上第
一位华人医学博士。

彼时的英国，是鼎盛的“日不落帝

国”，汇聚了世界各地优秀人才；伍连
德是来自东方的翘楚。他刻苦求知，
硬是囊括了所有可获得的奖学金，通
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间比学校规定的
早了2年。

1903年，求学7年，负笈归来的伍
连德年仅24岁，意气风发。

情牵
黄淑琼，英文名 Ruth（译作“露

芙”或“萝丝”）。二人相遇时，黄淑琼
年方19，待字闺中。“（黄小姐）生得异
常美丽，可是她不慕虚荣……有不少
有钱的青年向她求婚，她均拒绝，对我
却加以青睐……”多年后，伍连德在自
传里这样回忆。人生若只如初见，可
惜佳人已逝，是数十年的生死两茫茫。

黄淑琼的姐夫林文庆是英女王奖
学金第一个华人获得者，也曾在剑桥
大学从事研究。他爽快同意师弟暂居
新加坡家中，方便就近办理相关进修
事务。黄淑琼也正在此做客。

姐妹俩的父亲黄乃裳是福州近代
教育的拓荒者。他一生重视教育，把子
女都送进西式学堂。黄淑琼与姐姐黄
瑞琼从小在福州“毓英女子寄宿学校”
（现为福州十六中）接受了西式教育。

姐姐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
之一。她精通英文，在回国船上偶遇
李鸿章时，被力邀代表清廷参加世界
妇女大会，最终因故未能成行。黄淑
琼的风姿与才情不逊于姐姐。20多年
后，她的3本英文小说《杨贵妃》《西施：
美人中的美人》《王昭君：被放逐的美
人》在欧美发行并多次再版。

两人相遇时，黄淑琼追求者众
多。其中一位是已成名的华人律师吕

旺相。吕生同为女皇奖学金获得者，
早于伍连德进剑桥大学读书，后为东
南亚首位英国华人爵士。此外还有富
甲一方的地产大亨陈伍烈等。“待业青
年”伍连德难免心生退意。

幸而在林文庆的鼓励下，随后两
周，伍连德常有时间与黄淑琼独处。
一次，伍连德谈起在英与二舅林国祥
以及谭学衡、程璧光等清廷海军军官
见面的事情，只见黄淑琼眼含泪水说
道：“我的三叔当年是‘致远’舰的二
副，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了。”伍连德想
起15岁时，三舅林国裕殉国消息传来，
母亲悲痛欲绝的神情，内心同感悲伤：

“我的三舅也是在那一战殉国的。”黄
昏下，两人相顾落泪。

多年后有人说，黄淑琼选择了伍
连德，就选择了漂泊与聚少离多，却为
苦难的中国“选拔”了一位国士。人生
路漫漫，黄淑琼作出的选择又何止这
一次？

相离
1905年7月，他俩在新加坡举行

婚礼。随后，一封祖国的邀请函寄了
过来。“我们华夏儿女，本当为国效
力”，黄淑琼不愧是黄乃裳的女儿，在
妻子的鼓励与支持下，1907年，伍连
德人生中第一次回到祖国，任天津陆
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中国风雨飘摇，清廷摇摇
欲坠。中俄日交界处，一场震惊世界
的疫情暴发。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
一家客栈里，一名客人先发烧后咳嗽
吐血，不到5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随
后1个月里，客栈频繁出现客人暴死。
店老板关店回家过年却突然暴毙身

亡，家族上下53口人，32口死亡，整个
村几乎成了鬼村。更可怕的是，这种
情形很快遍布东北，哈尔滨是第一个
沦陷的大城市。12月初，哈尔滨每日
死亡人数达到 100多人。东北疫情

“如水泄地，似火燎原”，传遍整个东三
省，平均每月死亡1万人，很多家庭举
家暴毙。

清政府惶恐不已，经近代著名外
交官施肇基力排众议举荐，伍连德被
派往抗疫。他暂别妻儿，带着决绝之
心，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北上。疫情由
沙俄传入中国，沙俄和日本却向清政
府恫言，若无力遏制疫情，他们将出手
控制东北。蚕食中国国土之心昭然若
揭。彼时的伍连德，身前肩负着东北
1400万人口的生死，身后承载着整个
清朝和全中国人民的安危。

生命至上，他小心求证。通过解
剖死者尸体，发现鼠疫杆菌，在世界范
围内第一个提出“肺鼠疫”；果断提出
封疫区、专设隔离区、戴口罩、实行火
葬等一系列在当时难上加难，至今行
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他设计出由医用
纱布和棉花制作而成的“伍氏口罩”，
倍受欢迎，被认为是N95口罩的前身。

在他的领导下，不到 4个月的时
间，中国成功控制并扑灭烈性传染病，
取得人类抗疫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胜
利。1911年春暖花开之际，中国举办
万国鼠疫研究会，向全世界分享防疫
经验和学术成果。110年前的这届国
际会议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主办国
际医学学术会议，伍连德因抗疫头功，

“一战封神”，成为当仁不让的主席，是
首位担任世界学术会议主席的华人。

“我荣幸的担任这会议主席，但也
深深地感到它的重担，这在历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它将使中国在促进人类
幸福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会上，
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齐聚，伍连德一
朝成名天下知，赢得掌声雷动。

成功的背后是沉重的代价。这
厢，丈夫在东北英勇抗疫，因身体原因
留在天津的黄淑琼却经历了人生最惨
痛的遭遇。出生仅6个月的幼子长明
因误食不干净的牛奶引起细菌感染，
离开了人世。黄淑琼悲痛不已，却暂
时将消息隐瞒了下来，直到疫情稳定
后才致信告知丈夫。她的身心受到极
大打击，此后又经磨难，再未能彻底康
复，也未能常陪丈夫身边。

“我们的婚姻，亦不能谓因彼此相
爱甚深而完全幸福。由于我常年奔走
外方，她必须留在北京，过着寂寞的生
活。不过我是很顾虑对方的，因此我
每到一处，总有信寄她。”

失爱
1937年是伍连德人生中跌宕起

伏的一年。这年，按照他的规划与期
望，长子伍长庚学成回国，就职于北京
协和医学院。同年，长庚成家，黄淑琼
勉力支撑，在儿子婚礼后便因病去世，
终年53岁。

她幼年裹足直至6岁才摆脱，故而

步行总略有不便；少时染上结核病，缠
绵终身。可这样一位看似文弱的纤纤
女性，却胸有丘壑、腹有乾坤。她是最
早用英文在国外发表著作的中国女性
之一，最早向国际传播中华文化的使
者之一；关键时刻，她的建议总能使伍
连德在乱世中独善其身，获得官方认
可，专心从事科研和防疫工作，数次打
退鼠疫、霍乱，并主持兴办了20所检疫
所、医院、研究所，创建中华医学会，力
促收回海港检疫主权……

黄淑琼的离开对伍连德打击很
大。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辉煌的事
业也仿佛随着妻子的离开与战争的蔓
延而戛然而止。

同年 7月 7日，“七七事变”宣告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伍连德在上
海的工作场所——吴淞检疫医院，住
所——检疫处长官邸均毁于日军轰炸
下。他被迫举家回马暂避。

可是 1942年底（又有说 1941年
底），长庚因深入贫民窟，不幸染病在
北京去逝，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公共
卫生事业。身在海外的伍连德因战
乱，连回京的路费都筹不齐。他只能
独自整理回忆录，时常提及夫人：“在
较早的时候，我们常一起旅行，国内到
过苏州、杭州、西湖、南京、福州、广
州。”“受夫人影响，我正和她相似，甚
爱福州。我曾和亲友们游历福州乡
区，欣赏那些分散在郊区的庙宇。福
州之菜肴也是最好的，尤其是清蒸的
鱼。福州的女子，不论是受教育的或
处在乡间的，都是温柔可爱的。”

由于妻子深受结核病之苦，伍连
德发现中国传统共食习惯易传播结核
病，分食制又无法被接纳。反复考虑
后，他发明了介于共食与分食之间的
进食法，就是现在常见的旋转餐台加
公筷的方法。这种方法被广泛运用于
海内外中餐馆内，却鲜有人知道它的
发明者是怀着爱妻之心、关怀世人健
康的华裔医者伍连德。

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伍连德

主动提出把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
55号（后为4、6号）楼房捐赠给中华医
学会，以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爱。“我曾
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新中国政府的成立，将使这个伟大的国
家幸福繁荣。”

1959年，他从马来西亚怡保市斯
里并巷93号诊所退休，买下老家槟城
邹新庆律39号的房子。搬入一周后，
1960年 1月 21日，因心脏病突发病
故，享年82岁。

60多年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经济、社会、民生陷入危机。无数
医者义无反顾投入抗疫第一线，追随伍
连德的抗疫之路，战疫情，守护生命。

2021年，伍连德诞辰142周年的
当天，他制作口罩的 Q版图片被全球
访问量最大网站——Google登在主
页封面上。“生日快乐！口罩背后的男
人……”世人深情缅怀他。（朱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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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我走进了位于宁化西部的美丽乡
村——石壁镇杨边村.刚至村口，眼前就展示出
一幅美丽的画卷：新房栋栋、河水清清，尤其是客
家大酒壶、客家水车、禾口缸钵等雕塑景观夺人
眼球，这些物件无不显露出浓郁的客家祖地风
情。而那用形状不一的陶缸巧妙叠起似宝塔的

“禾口缸钵”雕塑却勾住了我流连的脚步。驻足
细观，底部用几十个中等圆形的缸钵紧紧围成5
个圆圈，中间高高耸立起4个大缸钵。有的缸口
朝上，有的缸口向下，有的缸口朝左，有的向右，
变化多端而错落有致。众多的缸钵把人带进了
古朴的手工制陶时代，一个个黑褐锃亮的陶缸好
似饱经沧桑的老人向我们叙说陶缸悠久的历史。

身旁的村支书告诉我，“禾口缸钵”是石壁
（旧时称禾口）的传统特产。早在明代，村民就开
始以黏土为原料制作陶器，至今已有400多年历
史。这些缸钵都是用手工土法制作的。过去因
受封建土地私有制对取土的限制影响，加上交通
不便、运销困难，产品只限于小罈、钵、烟筒、小火
炉、小水缸等日常生活用品，不能满足村民日益
增长的生活所需。因为陶器胎质粗松，有良好的
吸水性，用于贮藏谷子、大米、酒酿等东西，不易

潮湿，不易腐烂变质，又干净实用，很受村民欢
迎。后来陶器品种越来越多，特别是容量大的水
缸应运而生，满足了农村人口多的人家贮水之
需。听了村支书介绍，我心中纳闷着：当年如何
会想到做“大水缸”呢？

村支书兴趣盎然地给我讲了一个民间传说：
相传，清朝末年禾口陂下村出了一位大力士，名
叫张本田，他能舞动120斤重的铁关刀。那年汀
州府开武科考，他扛着那把铁关刀下科应试，得
中武秀才。因武秀才不能当官而赋闲在家，为了
生计，张本田屈身卖力从事陶业，从此英雄有了
用武之地。因为难度很大，手工制作容量大的水
缸是一般制陶者不敢问津的，他因能制作装五担
水（约600斤）容量的大水缸,一改过去只能做小
件陶器的局面而名噪一时。当做好的缸坯要搬
到室外晾晒时，一般制陶者难以搬动，而他只要
两手轻轻托起就行；大水缸坯要倒转晒时，他用
双手夹住缸坯运气，使缸坯在空中翻个筋斗，然

后轻轻放下，缸坯不变形，呼吸不喘气，脸孔不变
色。装窑、出窑他能两只手各提一个60来斤的
大水缸坯，象提“小灯笼”一样轻巧。因禾口增加
了大容量品种，制陶业也因之起色。

我想，石壁陶缸品类繁多、远近闻名应该取
决3个主因：一是得天独厚的黏性泥土；二是手工
制陶技艺的精湛；三是经过烈火的煅烧。石壁位
于武夷山中段之东麓。自古以来森林茂盛，地势
平坦，土质肥沃，拥有大量的黏土，这资源丰富的
原料是制陶基础。加上聪明能干的石壁客家先
民用汗水和巧手，经挖泥、炼泥，再制作成各种各
样精美的陶坯，上釉后放入陶窑中，经过熊熊烈
火（大致1000℃高温）的煅烧才使原始的、质朴
的、粗粝的陶坯变成细腻的、光洁的精致的陶器
品。最后运输到各地销售。凝视一个个精美的
缸钵，好似听到陶窑中柴火“哔哔剥剥”的燃烧
声，看到窑火在烈烈扬扬地翔舞。那就是火，永
不熄灭的人类文明之火！我想，若没有人类文明

之火，再好的黏土也还是黏土，也不会变成这黑
亮光滑、实用美观的陶缸。

沉思中，村支书说：“我带你到村民家中看
看。”我随他走进村民家，看到几个大水缸、擂钵、
酒罈、花钵等陶制品，问起村民皆说：“这土里土
气的陶器，我们都喜欢，既实用又防潮。”有一位
老者还和我聊了许久，回味无穷地说：当年村中
还流传着一首民谣“禾口山上难长草，地下黏土
是个宝，能工巧匠过手，死泥变成活钞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石壁陶
器”曾一度走红过，办起了“禾口乡陶器厂”，曾创
年产值30多万元，给村民增加了收入。其产品
远销江西瑞金、宁都、石城、广昌及福建三明、南
平、龙岩等地。后因种种原因，主要是手工操作
繁重，经济效益不佳等所致，陶器厂停产了。

老村民的一席话，让我感受到手工陶器也许
会被现代机械化生产的陶器所代替，这虽然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但这颇受民间乡民喜欢的手工陶
器将渐行渐远，慢慢退却历史舞台，总让人心生
失落。而那古朴的民间手工制陶工艺将永存心
间，客家先人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聪明能干的品
质，将激励我前行。 （连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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