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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各宗族的祠堂大门匾额上，大多
开宗明义地标明所属姓氏，可范坑乡东北
部的山岫宅村的“刘郑宗祠”却是个例外。

“山岫宅村胜景稀，两姓一祠真出奇。
荥阳堂上长发地，彭城郡内发千枝”。山岫
宅的这首诗道出了郑氏与刘氏之间的关
系。原来，宋朝宣和年间，郑、刘两姓先人同
迁居本境，“见兰溪之境尤有意以蟠山云无
心而出，岫指宅而居，遂名山岫宅”。两家人
同垦荒共肇基，相睦兴业，犹如兄弟情深谊
厚。后来，两姓人家通婚结亲，不分彼此。从
明嘉靖年间（1521年）开始，两姓村民按“郑
姓居左，刘姓居右”建筑布局，一起谋划合
力建祠。光绪乙卯五年(1879)，郑氏超豪公
花费八十五千文从村民刘千新、郑昌振处
购买祠基，于当年七月初七建成两姓合一
共祀的宗祠。

这座占地500多平方米的“两姓宗祠”，

虽然朴素得就像是一座
农家土屋，却堪称范坑的

“不二祠”。山岫宅两姓
祠，不仅是一座建筑，更
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以
建筑形式“敦行教化忠孝
传家，保境安民图强业
兴”。都说“树是村里的

‘乡愁’”，两姓人家尽可
能让人的生活与古树名

木和谐共生。祠前有百年古树和红豆杉，真
龙古迹洞口有镇山之王“无皮树”，八仙下
棋盘、太白仙游峰、七曲岭风景马仙岩、七
岩宝洞、五谷真仙神宫等风景树，成为村里
最有标识度的风俗美；明末清初期间，由于
政局动荡、盗匪横行、民不聊生。郑姓裔孙
郑先华为了村宅的安宁，自发到泉州“少林
寺”拜师学艺。他练就一身武功，返乡除暴
安民，留下传奇故事与动人传说；1934年，
山岫宅刘郑两姓村民大多参加革命根据地
工作，其中郑老弟等 15 位村民献身革命，
被评上“革命烈士”，还有20多位乡亲被评
为“五老”。老红军刘发禄（连长）跟随毛主
席爬雪山、过草地，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
征。革命胜利后，他毅然选择解甲归田回家
务农。有人为他感到惋惜，他却掷地有声
说：“把家安在山岫宅，心底就会踏实。”

“两姓联芳，家和业兴”，直白表明了这

一祠堂秉承“家和万事兴”的理念。遵循
“和顺齐家、勤俭治家、谨慎保家、诗书起
家”为本的家规家训，处处彰显着“与人为
善，与邻为伴”和谐友好。中国古语有云:

“远亲不如近邻。”在山岫宅，不管谁家有红
白喜事，不分姓氏大伙都会主动前往帮忙,
家家不落下。比如一户建房、全村帮忙，义
务帮工至少三天。每一幢房子都洒过全村
人的汗水，邻里关系可见一斑；不论谁家遇
着了困难，大家同样不遗余力伸出援手。
2008 年 7 月，村民郑贵清的孩子不慎从楼
上跌下摔伤，送医住院治疗，开采的茶园没
了劳力。正当老郑一家为这事发愁之时，全
村妇女齐上阵，采茶、挑拣，将郑家茶园收
拾得稳稳当当，让老郑紧锁的眉头舒展开
来；只要有村民子女考上大学，每户人家都
会自发捐资助学。在村民眼里，这是村里的
孩子、全村人的希望。在这个全村180多户
人家的山村里，除了刘郑两个姓氏之外，还
共同生活着曾、林、何等诸姓，保留着邻里
和睦、友善互助的和谐好风俗，成为农村

“美美与共”的生动注脚。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起守护

“记忆里的山岫宅”，“两姓祠”更有对“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诠释。今日山岫
宅，文明古韵与时代气息相得益彰。古祠的
砖瓦梁柱间，回荡着和谐“两姓缘”的传统
余韵。

范坑山岫宅范坑山岫宅：：“刘郑宗祠”两姓缘
□ 郑望

每当晨曦微露
的清晨，在闽东福
安 的 坂 中 森 林 公
园，就有一道独特
的风景，那是一支
由中老年人组成的
阳光健步走队伍。
规模百十人，五年
如一日，他们用脚
步丈量着大地，用
汗水书写着坚持。

坂 中 森 林 公
园，这片天然的大
氧吧，是晨练的最
佳之地。清新的空
气，郁郁葱葱的树
木，仿佛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天然的健
身天堂。在这里，
他们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仿佛
置身于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
界。鸟语花香，伴随着微风轻轻拂
过，让人心旷神怡。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他们
已经集结在森林的入口。

统一的服装，如同绽放的花
朵，在晨光中摇曳生姿。他们脸上
洋溢着自信的微笑，那是对生活的
热爱，对健康的追求。随着队长一
声令下，矫健的步伐迈出，踏着红
色的塑胶跑道，穿过茂密的林间小
道。那步伐，整齐而有力，仿佛是
大地的脉搏，在有力地跳动；又像
是时光的鼓点，敲响着奋进的节奏。

雄壮的音乐响起，为他们的步
伐注入了灵魂。那音乐，时而激
昂，时而舒缓，与他们的呼吸、心
跳完美融合。他们随着音乐的节
奏，扛着红色的队旗，摆动着双
臂，迈开了大步，每一步都坚定而
有力。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拉得很
长，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展现出
时代的风采。那飒爽的英姿，如同
林间翱翔的雄鹰，自由而矫健；又
似海浪中破浪前行的帆船，勇往直
前！

休息时，他们围坐在一起，有
说有笑，气氛融洽。笑声在林间回
荡，如同清脆的风铃，传递着快乐
与温暖。他们分享着生活中的点
滴，讲述着健步走带来的变化。有
人分享减肥成功的喜悦，有人讲述
身体变得更加强健的体验，还有人
分享着在健步走中结识的新朋友。
这些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
一片欢乐的海洋，让每个人的心中
都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五年来，春夏秋冬，寒暑不
辍，始终如一。他们用坚持诠释着
毅力，用汗水浇灌着健康。在这片
森林里，他们留下了无数的足迹，
也收获了无尽的快乐。他们相互鼓
励，相互支持，成为了彼此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的队伍，不
仅仅是一个锻炼身体的群体，更是
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大家庭。

如今，他们赢得了社会的广泛
赞誉。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更多的
人走出家门，加入到健身的行列中
来。

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积极
向上的力量，看到了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他们用行动证明，只
要坚持不懈，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
生活的主角，都能在时代的舞台
上，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采，唱
出属于自己的美好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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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宗
森

四季的风，不知道多少次
路过这座乡村的小学，
它们不在乎一切。
就像行色匆匆的云，不在乎
我的悲欢或是你的忧喜。
是的，我送走过无数的风和云。
但我还在，就像小学里的老樟树，

经年累月地生长在这里。
我的四肢、头发、身体和肤色，
其实和老樟树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么跟你说吧，老樟树上安家的鸟儿，
那沙沙声并非全是我的欢笑，
没见我全身都在风中摇晃吗？
枝，叶，甚至神经末梢，
不可抗拒的感触到了恐惧！
而今我依然站在山岗上，
四肢像老樟树一样地舒展，
头发像老樟树一样地发芽，
身体像老樟树一样地老去。

像老樟树一样老去
（外一首）

□ 雷乐弟

闽东赛岐，当年这里的轮渡码头，渡船
载着车辆和人流，来来往往，如赛江之水川
流不息。不承想，时代的变迁，一日千里。
1991 年 8 月 28 日，历时三年建造，全长
487.86米、宽12米的赛岐大桥，横贯赛江东
西两岸，成了闽东第一大镇赛岐通往各地
的重要枢纽。而当年这里的轮渡码头，如今
静静地匐卧在赛江之畔，它见证了岁月流
转与时代更迭的历史沧桑。

作为当年与这座轮渡码头“朝夕相处”
人流中的一员，我对这里的一砖一石，一物
一事记忆尤深；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记忆
时时浮现在我脑海而魂牵梦绕。

当年，正值韶华之年的我，初次与赛岐
轮渡码头亲密接触，第一眼相见，我就被它
宏大的场面和汹涌的人流震慑住了。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赛江的江面
上，赛岐码头便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码
头边的小摊贩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的吆
喝声此起彼伏，不曾间断。轮渡的汽笛声淹
没了车辆和人流的喧嚣……轮渡缓缓靠
岸，车辆上岸，人们提着行囊，脚步匆匆地
下船，人声鼎沸，攘来熙往。

从清晨到黄昏，赛岐码头上司乘、搬运
工忙得团团转。傍晚时分，夕阳衔山。码头
上的小商贩开始打烊收摊，准备回家。轮渡
结束了一天的运营，静静地停靠在岸边。此时
的码头，终于像宁馨儿一样进入了梦乡……

忆往昔，“黄金水道”赛江边的赛岐港，
这里曾是闽东地区商贸物资的集散地。在

交通不怎么发达的那个年代，赛岐码头凭
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闽东北乃至浙
南地区货物运输的一个枢纽。来自各地的
车船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将闽东的特产货
物运往各地。赛江码头上，搬运工人劳动的
号子，喊得震天响,大有震得赛江掀起三重
浪之势……

20 世纪 60 年代末，水路交通的便捷，
吸引了众多宁德地直单位在这里安营扎
寨。

宁德地区造船厂、石油公司、船运公

司、木材公司、土产公司、港航管理处、海事
局等，就连农资公司也在这里设立农资站，
通过水路将农业生产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
周边的县市、乡镇。而这些单位中，闽东面
粉厂则让我记忆尤深。

每次踏入闽东面粉厂，机器的轰鸣声
交织成一曲独特的乐章，像是迎迓老熟人
的到来。卢先生当时是这家工厂的副厂长，
我常常上门找他请教写作技巧，在他码着
一本本书籍的办公室里，他与我畅谈文学
写作，启蒙了我的创作心智。经年的文学切
磋，我们成了忘年交。

有时，我在卢厂长那儿待久了，他挽留

我在工厂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虽不怎么
丰盛，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时至今日，我
还不曾忘怀。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闽东重镇的赛
岐，陆路交通蓬勃兴起；尤其是改革开放，
赛岐的路网建设更是有了质的飞跃，由是，
赛岐码头的商贸功能逐渐式微，最终退出
它的历史舞台。然而，作为曾经的“尤物”赛
岐码头，生活在赛岐的老市民，不曾忘却它
的历史印记。人们到码头边走走看看，以寄
乡愁。一些老人时常会坐在码头边的石凳
上，唠嗑家长里短，也有独自一人来到码头
边兜兜风的，我见过有人望着江水良久而
出神，仿佛是在捡拾年轻时的痕迹。若是双
休日，还能见到低年级的孩童在码头上嬉
戏玩耍，他们咯咯咯的笑声，给这座古码头
平添了欢乐的情趣。

码头边老房子的墙上，岁月留下了斑
驳的印记。这些房子大多建于民国时期，具
有闽东建筑风格。青瓦白墙，历经风雨侵
蚀，更显古朴古拙。房门窗棂，雕刻着精致
的花鸟鱼虫图案；可以想象，当年住在这里
的人家，生活过得还蛮惬意的。

赛岐轮渡码头，犹如一位历史老人，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尽管岁月的风沙
吹皱了赛岐轮渡码头，然赛岐码头的故事，
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流传，成为人们心中
永恒的记忆。也许，它就像一首悠扬的老
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动人的旋律，都
将隽永在人们的心中……

赛岐码头赛岐码头
□□ 王振秋王振秋

月 如 钩

一把镰刀丢进夜空
不知要收割谁的梦魇
明知是一片荒芜的虚空
目光还是要往上爬
再把晶莹的泪水揉碎
散作满天星
再把思念捻成一根长线
月如钩
钓起千般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