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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复兴的老家在集美区灌

口镇打棉街。这是一栋建起才

几年的四层小楼，顶层设为“声

远书斋”。斋主吴复兴老人家的

意思，“声远”是年轻时给自己

的一种鞭策，他文化程度低，所

以做每件事情都要求突破自

己。他已七十又七高龄，现在多

数时间就在这里“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闲而不虚，独而不寞，

安度晚年。

书斋主厅布置，除了标志

性地架一张书写桌和挂多幅吴

老自己的书法作品（包括门楣

上的“声远书斋”牌），还有一台

电视机。虽然简单得像个“陋

室”，却名符“声远”，人书俱老，

人书俱佳，并不夸张。

吴老从小跟着父亲学书

法。16 岁起，就给村居民写春

联。当年，灌口新春联书写小组

成立，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厦门

市郊区独家。小组共有 14 人，

吴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那

时，灌口村居民的春联都是我

们写的，其他镇的村居民也慕

名而来，写的春联都贴到禾山、

海沧去了。小组成员中我写对

联最快，也最多，一个小时写 70

余副，春节前日以继夜地写。”

吴老微笑着说，“我父亲当小组

组长，我们父子俩到了晚上还

在写，他写楷书，为了快，我写

行书，每年要写上 4000 张红

纸。”

吴老写春联一写就没有停

止。2006 年 11 月成立集美区老

年书画研究会（2013 年更名为

集美区老年书画家协会），他任

会长后，每年于春节前都要带

领会员深入基层为父老乡亲书

写春联。他们自带红纸、笔墨、

联对，在村居公园分别设点，红

彤彤的对联铺满一地，任大家

索取。一周下来，为乡亲们送去

几千副喜庆春联，为千家万户

送去了新春祝福，弘扬了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除对联

之外，吴老写得多的是所在单

位的宣传标语，还有碑牌。海沧

东孚古道碑铭、“灌口粮站”、凤

山书院楹联等都出自他手。他

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书

法比赛、展览，屡屡获奖。2013

年获得“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全国书法大奖赛”银奖；2014

年，荣膺《不朽的丰碑》全国书

画大奖赛金奖，被收入《当代书

画家名录》，被中国书画艺术科

学院聘为院士等。现系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华侨

艺术家联合会会员等。

吴老曾经习练历代名家各

派字帖，书法功底扎实，尤擅长

行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貌。

综观其行书作品，厚重中透着

逸气，重而不板，逸而不飘；正

文与落款字形相似；大字、对联

特多。他的字和他的为人一样，

贴近老百姓。挥毫泼墨一直是

吴老的一大乐事，如今他仍然

用一手好书法为人题字、写对

联。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等，

凡有求于他的字，他都可以慷

慨赠予。这是吴老的一个永不

退休的“工作”。

吴老还说道，他现在常常

悠闲着，是因为放下了他干了

20 年的第二大乐事———养蜂。

1997 年，他顶着省委、省政府授

予的“全省精神文明先进工作

者”光环，从集美区文明办主任

位上离岗待退后，筹划的第一

件事是到灌口镇的山上养蜂。

他找来许多养蜂书籍，一边研

读，一边实践，克服重重困难，

形成一套养蜂经验知识，经济

收入越来越多。养蜂可以致富，

他带动一帮下岗工人和一群山

旮旯里出来的穷人共同致富，

组织起来养蜂，辅导大家怎么

做，他这位“养蜂王”美其名曰

“酿造生活的蜜”。沉寂的大坂

山上一下子热闹起来，冒出了

几十个养蜂专业户。吴老自己

也创办了“兴辉养蜂场”，养了

300 多筐蜜蜂。吴老一看形势大

好，领头成立了集美区养蜂专

业技术协会，自己被推举为会

长。这让每户会员家年增收入 3

万元之多，提前步进小康。养蜂

激起吴老的科研兴趣，根据自

己养蜂实践经验，他编写出版

了《实用养蜂技术》一书，成为

福建省农大的辅导教材，得到

“全国科普惠农先进单位”的荣

誉称号。

我与吴老正在边喝茶边聊

天，突然谁从大洋彼岸的美国

打响了他的手机。吴老高兴地

讲，这是小儿子的问候关心，经

常打电话回家来。他的这个儿

子是美籍，连其妻儿一家三口

都居住美国。方知吴老还是侨

属。

采访完毕，我准备告辞，吴

老再三挽留我吃了中饭后走，

反说陪他喝个几杯。我看着他

身躯高大健朗、脸上红光笑

相，整个凸显安宁幸福，就想

在声远书斋多共享一会照进

窗玻璃的暖暖冬阳，还有小鸟

飞上茶几的乐趣，也好听他讲

讲即将迎来的又一次书春活动

……

白菜朴实无华，不事张扬，像极了

平民百姓。

我喜爱白菜。冬天的到来，让白菜成

了抢手货。一早去菜市场，水嫩嫩的白菜

笑盈盈地迎接着前来选购的市民。它干

干净净地堆放在菜架或地铺上，像亭亭

玉立的小美人，让人看着就生情。

母亲说：白菜，要在霜降过后吃。

才有白菜的味道，醇厚香甜。凉拌白

菜，先扯掉白菜边上的几层绿叶，再把

白菜心一叶一叶剥开，用水冲洗干净，

切成细丝，放上葱末、姜末、红辣椒面

及各种调料，将烧滚的油吱溜一声，浇

在白菜上。这样拌出的凉菜，爽口、鲜

美，还能增加食欲。

白菜是家常菜，也是大众菜。下雪

的日子，冬寒的日子，谁家不藏几棵白

菜在厨房呢？而且大江南北，随处可见

到白菜，它不嫌穷爱富，不论是居庙堂

之高的达官贵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

平头百姓，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白菜。

《本草纲目》里对白菜的功效描写

得详尽。白菜性甘温，利肠胃，解酒毒。

利尿，疏胸闷，治便秘，润肺止咳。冬吃

尤佳，因此，白菜被称为小家碧玉，人

间至味，自然界的清欢。

生长在农村的我，每年几乎都与白

菜相伴。小时候，每到冬天，父母把自家

地里的白菜一棵一棵

收回来，择净外层干黄的叶子，堆积在一

起。天大冷时，挖地窖和萝卜同时下窖，

窖外用厚厚的秸秆盖上，防止白菜冻伤。

吃时，揭开秸秆，挖开窖，取几棵。藏的白

菜从冬天开吃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年，

时不时还有白菜吃，那时，菜的品种单

一，主要是白菜萝卜。

白菜无奇香，也无艳色，更没有染

上霸气和浓妆。白菜是平和的，就像我

们朴素平凡质朴的生活，既便宜又实

惠，它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挑不

拣主人，白菜馅的包子饺子是餐桌上

鲜美可口的家常美食，百吃不厌。

白菜很家常，白菜也很尊贵。白菜

是高洁的，外面叶子去掉，里面雪白嫩

黄，非常可人。小时候，进入严寒的“三

九”天气，母亲总会用白菜粉条豆腐烩

上一盆热气腾腾的大烩菜。我们姊妹

在热炕上围一圈，个个吃得红光满面，

时不时抬头望望窗外，外面是风雪飒

飒，心里却如同火炭一般温暖。母亲

说：“要想心里暖和，必须吃点热乎的

白菜，带汤带水最舒服……”白菜以独

特的风姿和味道打动着人们的心，慢

慢地品尝，才能吃出白菜的风味，白菜

的风味总会不由自主地让人想起大自

然，阳光、和风、细雨、田野……

白菜是平民化的蔬菜，弥漫着朴

素的乡野韵味。白菜的叶子一片片相

互依偎，搂搂抱抱，互相温存，亲切而

优雅，实在而忠诚，这也是一种超脱的

人生境界，人若能像白菜叶子一样活

得自自然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能读

懂什么是海阔天空。

白菜是朴素生活中拥有的蔬菜，

它实在真心，都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

的厚重礼物。既暖心又养胃，我们要善

待它。 （来源：《金陵晚报》）

近日，数十

只卷羽鹈鹕飞

抵福建省罗源

县罗源湾沿海

越冬。卷羽鹈鹕

系大型水鸟，属

于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

物，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列为

易危物种。

（来源：东南网）

眼下，榕城杉树进入最佳赏林期。“杉色”正美，一排排铁红色的杉树，颜色或深、或

浅，挺拔于湖岸，倒映于碧水，宛如独特的冬日油画，在琴亭湖畔铺展开来。

琴亭湖公园管理处的相关专家介绍，琴亭湖公园里看似相同的成片杉树，

其实是由多品种组成，包括水杉、池杉、落羽杉等，其中水杉尤为珍贵。

水杉属于裸子植物杉科，叶片交互对生，在绿色脱落的侧生小枝上，列成二

列，最像羽毛。它和

银杏一样，是中国

特产的孑遗珍贵树

种。孑遗植物也称

活化石植物，其形

状和在化石中发现

的同类植物基本相

同，保留了远古祖

先的原始形状。

（来源：东南网）

卷羽鹈鹕飞抵福建罗源湾越冬

□梅永存

榕城“杉色”正美 阴 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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