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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之野
指导教师 李丽玉

归
德化县特殊教育学校 曾庆镇
指导教师 苏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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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可茉
指导教师 郑秀尘

大吉大利
德化县特殊教育学校 苏佳胜
指导教师 郑霜丽

以如此面目与我们相见，我深感诧异，
菩萨如果有灵不知是否也会有些许羞赧？

这是一尊白瓷观音塑像，归一家私人博
物馆所有，在她的面前摆放着一张牌子：明
代倚貉如意观音。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德
化人知道，其实牌子上还可以在“明代”后多
加“德化窑”三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化
窑的传统瓷塑太有辨识度了，平和温婉，
衣袂飘飘，莹润肌肤如牛奶一般，多看
一眼就会沦陷。之所以令人诧异，在
于她镶嵌在一个铜镏金底座上，更

加夸张的，她还戴着一个铜镏金
帽。我不曾见过如此模样的

菩萨。浮夸的装饰，让人心
感突兀，甚至是粗暴的破

坏。中国式圆融的美
学容不下粗暴的

炫富。
她，不
会 是

我母亲心目中菩萨该有的样子。母亲是虔
诚的，说不上信什么教，只要能让人寄托希
望与美好的，她都信。最早，我家请回来，摆
上神龛的，也是观音菩萨——从西天寺的香
炉包回来的一小抔香灰——母亲上了年纪
以后，没力气爬家对面山巅的西天寺了。逢
年过节、遇到困难时便会对着神龛敬上一炷
香，在母亲的心里，那抔香灰有着偶像的神
性，同寺庙里的菩萨一样。西天寺的观音菩
萨，倒是认识，小的时候，母亲还让我认她为
契母。我那位坐在帷帐里的干妈，慈眉善目
俯瞰众生，似乎柔弱善良的人儿都是她座下
庇护的婴儿。

眼前的观音菩萨，似乎沾染上了异域的
习性：贵气、奢华，淡化了神性，称它为奢侈
品更为合适。这是一件回流瓷。据现馆主
介绍，它是从苏富比拍卖来的，最早由法国
的一位贵妇人珍藏，屡次转手，流落到拍卖
行。正是这位贵妇人为它设计了这套黄金
铠甲，加入欧洲贵族的主流审美，更主要是
担心它磕碰到，擦伤了。因为，她太喜欢它
了。或许，她把它摆在壁柜最显眼的地方，

每每四目相对都轻唤一声“中国
白”，夹杂着法国贵族最甜

腻的腔调。

是啊，那一抹白，好似轻唤一声就会张
开双眼，明眸善睐……

显然，远渡法国之前，她出生于“中国
白”故乡——德化，出身并不高贵——没有
落款，显然是一位寂寂无闻的工匠所制。然
而，她同样是美的化身。流畅的线条，温婉
的气质，顾盼之间流露着人世间的生动与温
暖。正因如此，她站在异乡的土地上，传播
着神秘东方的美学，倍受爱惜。然而，数百
年间，沧海桑田，猎奇心理终难持久，几经辗
转，尘埃曾落上她白洁的脸庞……是时候回
家了。强大的娘家永远是女儿舒适的港
湾。即便远隔重洋，昔日远嫁的村姑再次渡
海而回，披金戴银，衣锦还乡。

吹去尘埃，她始终是东方儿女永远的庇
护神，是我、母亲……千门万户，合掌祈念，
低声倾诉的菩萨。

我一生中从未理解过任何一尊菩萨，
我只经历过他们。好似一位求真追善爱美
的人，眼前总会发现可爱可慕可倚之物，尤
其当你面对一尊德化白瓷观音，心底升起
的一定是由衷的敬意。或许这样，我才能
理解像我母亲一样的普通劳动者生活
的那份虔诚。

家乡有座古老的移动戏台，似农
家四开张院子。全木头构造，平时折
成木料，放在仁寿宫里，每逢佛事、喜
事，村里人才搬来搭建戏台。台前四
方形四根木柱上了红漆，喜庆，还便于
张贴对联。戏台左边是敲锣鼓、吹唢
呐、拉弦管的后台；右边是化妆室，台
中木地板比两旁高出一个台阶。

佛事来的时候，这是全村的事，戏
台搭在祖厝下埕。小时候，家乡一年
有好几次演大戏。如春节“闹元宵”

“五月大迎”“九月半”等，一演就是十
天八天，好戏连台。喜事更多的是私
事，搭在主人房子前。台顶有屋盖，演
戏、看戏均能风雨无阻。

我初次看戏的遭遇至今难忘。五
岁那年，父亲带我去看戏，锣鼓声中，
戏台上那些脸上涂着油彩、身上穿着
花花绿绿戏服的演员轮番上场，舞弄
大刀长枪，打打杀杀，觉得好奇有趣。
不久，我看累了，不知不觉靠在父亲怀
里睡着了。散场时，父亲叫醒我，我迷
迷糊糊跟着，走到鳌首堂厝角跌进水
沟。父亲赶紧把我抱起来，脱掉我身
上湿漉漉的衣服，大哥用他的外衣披

在我身上背我回家。所幸，没有摔伤，
也没着凉感冒。

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独自前往
戏场。戏还未开演，小伙伴们坐不住，
到处乱窜，我跑到戏台边扒开幕布缝
隙里看，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里面
是金晃晃的戏服和道具，演员抺白粉
的、涂油彩的、粘胡须的、理云鬓的、画
花脸的，忙忙碌碌。演出前，后台会先
敲打锣鼓、吹拉，热闹一阵子，预示好
戏要开演了。周边还在做家务的农妇
和场外的观众马上集中，各就各位。
乡间流传着“戏鼓砰泵弹，色裤穿无
空”俗语，说的大概是这回事。

当年的戏目蛮多的，有脍炙人口
的《五虎平南》《薛仁贵征西》《赵匡胤
千里送京娘》等老戏，有《管甫送》《桃
花搭渡》等地方小戏。我都看得津津
有味。随着戏情情节，人群中，时而有
人惊叫，时而有人开怀大笑，忽而拍手
欢呼。《秦香莲》最动情，不少观众在台
下跟着声泪俱下的唱腔抹眼泪。当
然，也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据说，当年
的爱情戏，也促成了村里几对青年男
女的婚姻。我最爱的当属《孙大圣》，

金箍棒一耍，我只觉得眼冒金光，开心
得人都要飞起来了。

俗话说：“看戏听唱腔。”有的老人
咿呀咿呀，比手蹬脚轻声哼着戏文，有
的跷着二郎腿拍手迎合戏曲押韵。有
的耻笑我们小孩“不识戏文，看到涕那
喷”。记得有一次，请来的戏班里，一
位父亲扮演老爷、女儿扮演夫人，台下
交头接耳、说长道短。第二天，小伙伴
在大庭广众唱起了自创童谣：“土戏
班，真正土，娶查某囝（女儿）来做某
（妻子）……”

戏场里，人头攒动，甚至戏台边也
站满看戏的观众。场外，那些卖土特
产的、挑货郎担的、敲叮叮糖的、爆米
花的小商小贩，从四面八方赶来，摆摊
做买卖，热闹非凡。我最喜欢的还是
炒熟的花生，当时口袋干瘪，总不能尽
兴。

流年如水，迎来送往。如今的戏
台是戏班自带的铁架舞台。乡村独特
韵味的老戏台，留下了台上千军万马，
踩踏留痕，青袍舒展，绣花尖鞋，轻盈
莲步的乡愁。

一身深紫色的衣裙，一根根细长的
花蕊，在层层叠叠绿叶掩映下，婀娜、俏
丽、优雅。她就是“花中西施”——杜鹃
花。

杜鹃花，又叫映山红、山石榴。每
年3月到7月，正是杜鹃花盛开季节。
在山坡上，在公园的草坪上，在马路旁，
甚至在悬崖峭壁或臭水沟旁，我们都能
见到她的身影。

每年春天，我一有空就会去我们家
乡的森林公园欣赏漫山遍野的杜鹃
花。杜鹃花开花时，整个世界都变得热
闹了。远远望去，整座山坡就像披上了
一件五彩的衣裳，在阳光下泛着光。粉
红的、紫红的、大红的、白色的……花色
多样，令人看了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走进一瞧，你会发现，杜鹃花的枝
干呈深褐色，叶子是椭圆形，精巧可
爱。筒裙似的花托上拢着五片淡玫瑰
色的花瓣，她们聚拢在一起，一瓣连着
一瓣，害羞似的，微微向后伸展，就像一
个个美丽的小喇叭。认真看，你会发现
花瓣中间有一根根细长而柔软的花蕊，
她们头戴一顶小黑帽，昂着头，在微风
细雨中，洋洋自得地站立着，宛如一位
位高贵的女王，甭提有多神气了！

用手一摸，杜鹃花花瓣很娇嫩，似
婴儿的肌肤吹弹可破。微风过处，送来
阵阵花香，淡淡的，让人特别舒服。闭
上眼，我的脑海中都是花的世界，花的
海洋，我在花海中自由自在地徜徉，惬
意而自在。

谈起杜鹃花，还有一些儿时零零散
散的记忆。

小时候，我们的村落路旁到处是杜
鹃花，没事的时候，我和小伙伴喜欢摘

一朵戴在头上，做一个臭美的梦。更多
时候，我们是把杜鹃花连根拔起，栽种
在自家院落门前，每天定时给她浇水，
下了课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冲去看看她
长大了没？可一天，两天……最后，我
们发现杜鹃花的花枝花叶都夭折了，躺
在地上奄奄一息。自那以后，我们就打
消了这个念头，只管远远欣赏了。

长大后，我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人
工种养的杜鹃花，煞是美丽！好多游客
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定格花儿的美。但
是，我总觉得花园里的杜鹃花没有山野
里的自然和脱俗。她们更像是被人为
刻意雕琢的“艺术品”，失去了她原本的
秀丽和朴实。

后来，我常常在周末时间，骑车带
着孩子们前往乡村，在小路旁停留，欣
赏一株杜鹃花的美。任凭淡淡的晚霞
映红山野，映红蜿蜒的小路，映红我们
的脸颊。风吹过耳畔，是寂静的，是温
柔的。晚霞中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美
丽的杜鹃花上，一切美得像一幅画。周
围的人行色匆匆，城市的烟火气渐渐飘
远，生活的烦忧也慢慢散去。我卸下压
力，让时光慢下来，静下来，静到可以细
嗅一朵花。眼前的杜鹃花是那么平凡，
那么耀眼，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等着我
来，就算我不来，她也依旧开得如火如
荼。这份坚韧和顽强，真令人敬畏！

生活中，谁还不是一朵花，有的是
“花中之王”，有的是“花中皇后”，而我
独爱这“花中西施”。她平凡、优雅、从
容。她总习惯在深山野林里默默生长，
直至把周围染得通红艳丽，怪不得人们
称它为映山红。正应了那句话，“你若
盛开，蝴蝶自来，蝴蝶不来，花依旧开”。

◎◎ 郑桂云

“花中西施”

“距离是不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改
变的？”驱车外出的路上，我想到这个
问题。

在空间上，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线段长度也就是两点的距离。不论
相隔万里，还是近在咫尺，任沧海桑
田，两点岿然不动，距离也亘古不
变。在时间上也是如此，不论相差几
年、几月还是几天，可能只有跑得比
光快，才能追得上时光。

然而，在日常生活里，常碰到“感
觉距离缩短了”的感慨，是何缘故？

距离，释义在空间时间上相隔的
长度或认识感情等方面的差距。原
来，“感觉距离缩短了”，一是耗时少
了，二是感情近了。

耗时少了，主要是归于科学的进
步。大学求学时，每每大巴车要在国
道上行驶三四个小时，后来通了高
速，重返故地只要一两个小时，现在
出行，动车高铁时速两三百，更是感
觉快了不少。感情近了，在工作生活
中感受颇多。到部门办事，简单的礼
貌用语、暖心的问候提醒，让人倍感
亲切，心情舒畅，在轻松愉快的环境

中就把事情给办了。
但是，也要防止把距离疏远了。

比如，和群众沟通交流时，满口官腔
套话，动辄上级规定领导要求，惹人
反感，工作也无法完成。反之，将心
比心，从其身边事入手，找到共情，才
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比如，某次到
辖区企业宣传政策发动注册惠企平
台时，一位企业负责人不耐烦地嘟囔
了一句，怎么部门事情这么多，一会
要这个，一会要那个的。听到他的抱
怨，我并没有解释或反驳，而是顺着
他的话说：是啊，以往一些平台的建
设不够完善，现在这个惠企平台的建
设和推广，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把惠企政策统一上架到平台，企业有
符合自身条件的政策即可在平台上
提交材料申请，节省办事成本，也让
企业更容易获得优惠和补助。听完
我的一番话，企业负责人的情绪马上
就消除了，并立即进行了注册。所
以，在工作生活中，通过良好的沟通
方式方法，可以缩短人与人的距离，
有助于事情的办理，甚至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不只是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整
个社会也是如此。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提出要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并
不断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
政放权。据世界银行发布
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
示，从2013年以来十年
间，我国营商环境全球
排名从第 96 位跃升
至第 31 位，有了极
大的提升。职能的
转变，营商环境的
提升，正是政府与
人民的距离在不
断缩短。相信随
着政府职能的
不断转变，营商
环境的不断优
化，社会各项事
业会越来越好，
人民的生活会
越来越好。

你 陪 我 看 花
与露，我陪你过朝与

暮。

——题记

何为情？自古就有爱情，
亲情和友情。其中所蕴含着
的，必然有陪伴，互助，牵挂……
而有时我却不知友情究竟是什
么。为此，我梦中乘船，前去寻找
答案……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一棵树
下。树干不是完全光秃的，它冒着
那几抹嫩芽。好像初春就要来临，
可是寒冬的气息却也还未完全散去。

“剪刀，石头，布……”巷子里传
来一阵嬉笑，我闻声走去，竟见到那
一头短发的我和扎着马尾辫的你。
“哈哈，你又输了”，你一阵傻笑。
“哼，就知道笑笑笑。我看见了，你
又没牙了，等会儿变成老人家，嘻
嘻。”我嘲讽你。你生气地追着

我，我们东奔西跑，果然我们都还一
身稚气未去，一点也不觉得累……跑
着跑着，转眼间，一层层雾蒙住了眼，
愈加厚重，我像是被迷住了双眼。恍
然，我又坐回了梦中的船上，星光点
点，一颗颗星星好似花的形状……

是那个晚上，我们偷溜到那个树
下，这时候已入春了。月亮爬上枝
头，透过绿叶的间隙，斑驳地照在你
我的身上。月光照出了我们的踪迹，
半夜里，我们就这样偷溜出来。其实
我们也没想干什么，也就坐着。坐在
这石凳下聊聊天，却喜欢这样偷跑出
来。一阵清风徐来，伴着一股淡淡的
花香，愈加浓烈，沁人心脾。翘首望
去，只见一朵皎洁初绽的花朵，在月
光的映衬下，格外好看。还记得你傻
乎乎地指着那树上，说道：“那朵白色
的玫瑰花好漂亮啊。”“那哪是玫瑰？
明明是山茶花好不好！”我自信地说
道。“好啦，好啦。”你嬉笑应声，我俩
就相视一笑。那一朵山茶花，轻轻摇
曳着，也记录着你我的快乐。

次日，你我迎着朝阳，向远方跑
去，清晨的露水滴落在肩上……就这
样你陪我看过了花与露。

与你同龄的我，后来一起上了小
学，朝朝暮暮，一同前行。在那棵山
茶花树下，也时常有着你我讨论学习
的身影……直到后来，你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我们相处过的山茶花树下，离
开了我们度过的朝与暮。

花开花落，随着时间的流逝，那
条小巷，那棵树，早已不复存在……

从梦中醒来，似乎减少了许多孤
独感，心底的那份友情之感又随即触
发。我终寻到了那份陪伴，嬉笑；那
份成长，互助；那份牵挂，难忘……那
便是心底我对于友情的定义，在我心
中真正的答案。愿你我此后都会再
次遇见这份答案之中的人，许多许
多，陪伴身边，待之真心，无话不
说。

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里，我还
牵念着你。

◎ 泉州工艺美院 陈依玲

答案
新人秀场

瓷情瓷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