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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而后定；不谋，而衰矣”

《菜根谭》是古代蒙学经

典，以处世思想为主的格言式

小品文集，采用语录体，糅合

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

为思想和释家的出世思想，文

辞优美，对仗工整，含义深邃，

耐人寻味。古人云，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菜根谭》说

“谋，而后定；不谋，而衰矣”，

两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用大

白话，就是先制定计划和计

策，然后才开始行动，这样更

容易成功。大凡成功之人，皆

离不开谋划在先，《三国演义》

充满谋略，成就诸葛亮“火烧

赤壁”“草船借箭”的经典；当

代企业家将《三国演义》作为

企业经营管理之宝，借用的正

是“谋略”的精髓。大到国家

的“五年计划”，小到身边“柴

米油盐”，凡事循序渐进，有的

放矢，就能因势利导，减少损

失，提高效率。反之，不制定

规划，草率决策，如无头苍蝇

到处碰壁。企业没有制定长

远规划，盲目生产，造成产品

积压，商品滞销，陷入困境。

家庭没有理财计划，寅吃卯

粮，就不会兴旺，这就是“不

谋，而衰矣”的教训。

读一句名言，懂一个道

理。创作一条灯谜，也要联系

实际。谜作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撷取《菜根谭》名句入面，体现

对生活历练的感悟。谜作者

博览群书，精雕细琢，尤精于

字谜创作，常“吟安一个字，捻

断三根须”，于作谜炼句之中，

“谋，而后定”。在字谜创作越

来越难、雷同暗合撞车谜越来

越多、字谜标准越来越高的今

天，要创作一条好的字谜，真

心不易，必须有创新思想，应

用“增损、离合、抵消、象形、提

音、提字”等诸法融合，避免同

质化创作，体现谜作特点、亮

点、猜点，才能出精品。

谜面“谋，而后定；不谋，而

衰矣”两句话，以离合法解。先

“抵消”，“不”“衰”均为“损减”

词，作抵消之用，将“谋、而”抵

消后，谜面剩下“后定，矣”；再

“虚化”，“矣”为虚词，不起具体

作用，经“虚化”后剩下“后定”；

再“分解”，“后定”以方位法解

之，得出谜底“人”。此谜掌握

了离合之“谋”法，谜底“而后定

矣”。如理不出头绪，不能“谋”

出破底之策，谜底自然解不了，

费尽周折“而衰矣”！做谜如

此，做人亦如此。

（谜作者/评析者 许建南/

纪培明）

猜少笔字 谜底：人

“明年，我们还想来石狮！”

6月13日晚，在第十一届海峡

论坛�海峡两岸舞龙舞狮大赛
圆满落幕后，观众们络绎不绝

地步出场馆，各参赛队伍整理

打包，忙碌了许多天的各路工

作人员稍稍松了口气，即将离

场。对于许多来自台湾的队伍

来说，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与石狮道别的场景，却让他

们欢悦的脸上多了一丝感伤。

“石狮，我们明年再见”
海峡两岸以龙狮会友共叙同胞情

与人们常见的庆典舞狮活动不

同，竞技项目的舞狮比赛更让人们

进一步领略到石狮乃至我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其中，现存舞狮分为南

狮、北狮两大类，根据狮子制作材料

和扎制方法的不同，我国各地的舞

狮种类繁多。北狮的外形与真狮较

为相似，动作比较惊险，更加重

“技”，显示出奇、难、险的特色。“南

狮”则富有南方风格，其造型极度夸

张浪漫，集观赏性、艺术性、竞技性

为一体，具有强烈喜庆色彩和气氛

渲染力。南狮动作千姿百态、栩栩

如生，比较重“意”。而舞龙种类繁

多，各具特色。舞动时一人举一节，

举龙珠者在前，珠引龙舞，上下起

伏，成多种形态并做出多样滚动。

其集武术、舞蹈、刺绣以及绘画等多

种艺术于一身，通过多人密切合作，

模仿飞龙的各种形态动作。

舞龙舞狮活动年代久远、经久

不衰。和大陆一样，每逢传统的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台湾都会上

演舞龙舞狮、八家将、宋江阵等民俗

表演。本届赛事，更融入了文化交

流。

“通过此次比赛，结识了很多朋

友，在赛后也一定会继续保持交

流。”在历时四天的第十一届海峡两

岸论坛�海峡两岸舞龙舞狮大赛暨
狮阵大汇演活动现场，人们可以发

现，来自海峡两岸的专业团队，不仅

在传承的基础上融入了创新元素，

更在赛后进行技术交流，相谈甚

欢。各路媒体记者通过镜头聚焦、

文字记忆、足迹见证等多种方式，讲

述两岸故事，宣传两岸情谊。虽然

活动已结束，但是两岸同胞对充满

正能量的活动喜闻乐见，也期待这

海峡两岸盛事的“下次再见”。

山重村坐落在漳州市

长泰县马洋溪生态旅游区

内，这座古村落四面环山，

青山叠翠，秀水涟漾。春

天，山重村盛开满油菜花，

吸引多方游客前去踏青，村

中还有一片古民居，特色的

建筑风格让人流连忘返。

山重村古民居始建于

明清，占地120亩，是漳州

薛氏最早居住地，现今东、

西、北三面城门保留完好。

因山重四面环山，时有猛兽

入侵，百姓群居共同抵抗外

侵，故在此建大型城堡，城

墙周长约2000米，高3.2

米，厚1.5米，是鹅卵石垒成

的建筑奇观。行走在古民

居中，仿佛迷宫一般不知尽

头，触摸着被历史打磨得光

滑的鹅卵石，人们细心感受

着这座村落的厚重历史。

古民居中有一处打铁

铺勾起了老一代人的记

忆。据介绍，打铁是一种原

始的锻造工艺，盛行于上世

纪80年代前的农村。打铁

铺也称“铁匠炉”，所谓“铺”

只是一间小房子，屋子正中

放个大火炉，炉边架一风

箱，风箱一拉，风进火炉，炉

膛内火苗直蹿。要锻打的

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然后

移到大铁墩上，由师傅掌主

锤，下手握大锤进行锻打。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种工艺看似简单但不易

学。在锻打过程中，要凭目

测不断翻动铁料，使之能将

方铁打成型。铁器成品有与

传统生产方式相配套的农

具，如犁、耙、锄、镐、镰等，也

有部分生活用品，如菜刀、锅

铲、刨刀、剪刀等。

这样原始的打铁铺已

渐渐在现代生活中消失，成

为古村落中不可多得的一

景。 （胡丹扬）

“豆花……豆花……”关

于豆花的记忆，许多人的脑

海里会浮现起这段亲切的吆

喝声。过去，常常有人担着

热腾腾的豆花四处叫卖，水

嫩爽滑的豆花也成为闽南人

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童年美

味。

豆花，是以黄豆制成的

一道传统小吃，在石狮人的

味觉记忆里，豆花是甜的。

“小时候最期待有人担着豆

花从我家门前经过。”市民小

陈回忆道：“卖豆花的阿姨掀

开锅盖，给我盛了满满一碗

豆花，再加点蜜水，这味道足

够让我开心一整天了！”她

说，又甜又嫩的美味豆花让

自己念念不忘。而今，担着

豆花叫卖的人渐渐少了，街

上的豆花店铺也屈指可数。

许老先生的豆花店铺已

在石狮老街上坚持经营了30

多年，每天凌晨3点多，他便

要起床准备豆花。豆花的制

作需要一番功夫，豆子通常

要提前浸泡一个晚上，接着

把泡软的黄豆磨碎，再进行

过滤倒入大锅内熬制。至今

仍有许多顾客在清晨时光顾

小店，吃上一碗豆花、配上古

早味碗糕，开启新的一天。每

当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浓浓豆

香扑面而来，许多人为之兴

奋：“嗯，就是这个味道！”

“豆花本无味，咸甜自取

之，南方多食甜，北方多食

咸。”关于豆花是甜还是咸，网

络中常常有来自南北方的网

友为此争辩。殊不知，在闽南

地区的豆花风味就有咸、甜之

分——

在漳州，豆花总是搭配着

粉丝，被称作“豆花粉丝”，漳

州人吃的豆花不仅是咸的，还

加上了各种卤料。这对从小

吃甜豆花长大的石狮人来说，

一开始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当人们走进漳州的大街

小巷，便会发现卖豆花粉丝的

店铺不在少数。走进店中，点

一份豆花粉丝，可以根据自己

喜爱搭配卤料，如卤大肠、卤

肉、卤蛋等，再淋上秘制的卤

汤，加一点香菜，白嫩的豆花

瞬间变得色香味俱全。品尝

豆花粉丝时，既能感受到豆花

的嫩滑，也能感受到卤汤卤料

的浓郁风味，多种口感交融，

丰富而有趣，相比简单的一份

甜豆花，这算是有些“重口味”

了。一碗丰盛的豆花粉丝，承

载着一代代漳州人的回忆。

不论豆花以何种味道呈

现，都能勾起许多人的味觉

记忆。一碗豆花看似简单，

背后却有着制作人的匠心，

更饱含着人们对家乡味道的

眷念。

（胡丹扬 郭雅霞）

文化遗迹

“石狮是一座以狮子为

名的城市，狮子文化无所不

在，舞狮运动也蓬勃发展，

如我市闽南理工学院、自然

门学校构建起石狮市北狮运

动的传承基地，卢厝、东

园、沙美等村庄的狮阵

武术馆在中小学开展

狮阵非遗文化的传承推广

等。”石狮市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峡

论坛一直以来坚持的“民间

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

位，从首届到第十一届，届

数的增长伴随着参与人数的

增长，其中高校学子更是逐

年递增，海峡论坛树立起了

“两岸民间交流第一品牌”

的形象。从最初的经济交

流，到如今的赛事交流，海峡

论坛一步步深入两岸民众的

内心。此次海峡两岸舞龙舞

狮大赛暨狮阵大汇演在“海

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石狮

举办，除了让人们认识、了解

到闽南文化，也让更多的台

湾同胞在共同助力文化传承

的同时，读懂、看到石狮乃至

大陆的人文情怀、民俗文化、

发展成就等，既有历史传承

也有现代气息的全新面貌。

（王文豪 李荣鑫）

一场
闽南文化之旅

赛场上，龙狮

尽展绝技，令人为之

惊呼，赛场下，“石狮

印象”却让台湾选手们

多了许多回味与不舍。

在比赛闲暇之余，来自台

北市立大学舞狮团队小队

长刘宗庭便带着队员们寻

觅“石狮美味”。

“这是第一次来石狮，这

几天我们接连前往了石狮老

街、八七路以及宝盖山，这里

历史悠久，乡土文化深厚。大

家都很喜欢。”承载着海内外

石狮人浓浓乡愁的老街，给台

湾的学生们带来不少惊喜，也

让他们想起台湾的老街。“台

湾也有不少特色老街，和这里

的文化底蕴很像。而且台湾

和大陆语言相通，同根同源，

让我在游览时更加感受到两

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情谊。”一

说起老街，许多台湾学子亦有

相同的感受。

从“龙狮”说起的闽南文

化之旅，既让台湾学子们领略

了石狮的风土人情，也让他们

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台

湾人的祖先很多来自大陆闽

南地区，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

文化和民俗。”台湾体育总会

理事长郑锦洲介绍，这次来参

加赛事的台湾选手基本都是

年轻一代，他们中有许多人第

一次来到大陆。“这次来石狮，

不仅是一次比赛，更是一次寻

根之旅。从闽南文化角度出

发，让台湾选手通过走访和交

流，认识到自己的血缘和文化

来自哪里。”

今年，第十一届海峡两

岸论坛�海峡两岸舞龙舞狮
大赛暨狮阵大汇演活动包括

传统龙狮赛事、狮阵大汇演

和龙狮文化交流三大项目，

邀请到了台湾2支舞龙队、4

支南北狮队和1支狮阵队参

加。其中，龙狮文化交流环

节还邀请台湾选手和嘉宾前

往了我市宝盖山风景区、永

宁古卫城、永宁老街、祥芝国

家中心渔港、闽台优创基地、

林銮渡以及六胜塔等地。期

间，高校文化寻根和交流活

动传递了两岸同胞的“骨肉

之亲”，游览石狮的过程更促

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交往，

了解越来越深，亲情、友情越

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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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主办：石狮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同台竞技友谊第一2

推广与传承并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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