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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州半岛的冬松岛上，阳光
洒满波光粼粼的海面，轻柔的海风
轻拂着木麻黄林的叶子，沙沙作
响。这片乐土，是我少年时代的乐
园，也是父母辛勤耕耘的田野。木
麻黄的回忆，如同根深蒂固的根须，
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田。

记忆中，老家的茅草房总是弥
漫着淡淡的霉味，那是贫穷的烙印，
也是生活的气息。为了改变命运，
父亲曾在北尾村戏楼边摆摊卖糖
水，又在安镇集市上售卖搅拌年糕
馅的香蕉油。

父亲带着满身盐霜的疲惫归
家，眼中却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不
久后，我发现他每天黎明即起，在村东
的荒地上种植木麻黄林。这些坚韧
的树木，犹如他的孩子，顽强地在贫瘠
的沙土中生长。他用汗水浇灌每一
棵树，用希望滋养每一片叶子。

一年多后，他挥舞着斧头，一棵
棵砍伐木麻黄，用肩膀扛起粗大的

树干，一步步扛回家。粗糙的树皮
磨红了父亲的肩膀，衣服也因频繁
接触木头而磨损得很快。

父亲将木麻黄叶用于火烧渔船
底，清理藤壶，保持帆船的最佳状
态。树枝被收集起来送给村里的老
人，为他们带来冬日的温暖。树干
则被加工成长条凳，供村民们休
息。这种长条凳在农村广受欢迎，
尤其是喜宴上，更是不可或缺。

从后堀村到尾龙村，蜿蜒的沙
土路见证了父亲无数次的往返。他
的身影在晨曦中显得坚定，在夕阳
下拉长成一道长长的背影。

在那被阳光亲吻过的木麻黄，
香气与木屑飞扬，父亲的身影在斑
驳的光影中忙碌着。院子里，他总
是低着头，专注地锯割、刨平、打磨，
偶尔抬起头，对外公比划一下尺
寸。外公，这位船匠出身的老人，眼
中藏着对木材的敬畏与热爱，手中
的工具仿佛有了生命，随着他的动
作轻盈地跳跃，将一块块木头变
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每当夜幕降临，星光点点，只

有父亲那“沙沙”的锯割声和“当当”
的敲打声，在这寂静的海岛夜晚显
得格外清晰。

终于，当那些长条凳被拉走，父
亲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那笑
容，如同即将收获的金黄麦穗。那一
刻，我们姐弟们心中涌起暖流，因为这
意味着学费和家庭开支有了着落。
每当坐在这些长条凳上，我们都能感
受到那份来自长辈的关爱与温暖。

在广东沿海，像木麻黄这样的
针叶树木并不多见。木麻黄，这种
生长在沿海盐碱地上的普通树种，
以顽强的生命力著称。父亲从不抱
怨生活的艰辛，只是默默地付出。
他那粗糙有力的大手，是大海和土
地赋予他的印记；他那深邃坚定的
眼神，是岁月和风雨给予他的智慧。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但他
的身影、声音、笑容，依然清晰地浮
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站在林边，凝
望着那些曾经承载着父亲希望和汗
水的木麻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
情感，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暖和
力量……

端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首，
也是重要的贡品和藏品。今故
宫藏砚千余，以端砚为最多。乾
隆尤好端砚，且多有题跋，曾盛
赞端砚“既盛既绵珍宝晋，周南
大雅意兼斯”。特别是《题唐褚
遂良端溪石渠砚》说：“淑躬克践
润为德，持己无惭式以方。独笑
咸亨竟昏懦，那思执手付文皇。”
这是比德如砚，突出端砚人格化
的道德品性。乾隆比德如砚的
观念，其实正源自褚遂良对其所
藏端溪石渠砚的题铭：“润比德，
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
宝之，斯为良。”在砚文化史上，
可谓开创了一种比德如砚的传
统，而以端砚为嚆矢，诚属端砚
文化之幸，也是肇庆文化之幸。

自唐以后，端砚逐步成为四
大名砚之首，州郡守官借进贡之
机巧立名目，还向民间加倍索取
端砚，借以交结朝中权贵。故包
拯治端州时，明令不许向民间多
取一砚，自己更以身作则——相
传他任满准备回京，启航不久江
面即风浪大作，详查发现是随从
偷偷收取了一位老砚工所赠端
砚。包拯得知后，立刻将其投
江，风浪随即平息。包公掷砚的
故事，把比德如砚的传统上升到
砚德与人德合一的新境界。

因此，在明末时，当肇庆的
一位年轻人罗生，手持一块据说
是渔民网获、包公当年所掷的端
砚，去请国中四大高僧之一释德
清题跋时，德清“抚摩良久，喜而
叹曰：‘神物隐显，固自有时。得
欣赏者，亦非偶尔。’语曰：‘至诚
可以贯金石。’”这位高僧不仅毫
不怀疑，还认为其所以重见天日
不朽人间，乃是“包公心光能焕
发于此”！他不止于题跋，而且

“书《心经》一卷以付罗生”。
入清之后，杭世骏为肇庆太

守吴淞岩所作《端溪砚志序》中
说：“昔宋包公拯知端州，尝兴斯
役，不取一砚而归，史表其清
介。夫自宋迄今，前后之守端州
者不知更历几人，守端州者之有
事开采者又不知更历几辈，而今
之称颂人口者，独一包公。继包
公而后，其可以信今而传后者，

舍吾淞岩莫与也。亲民守土之
吏，宝是砚而用之，举笔而辄思
山灵，不敢爱宝以衣食斯民之
意，则砚虽小物，岂无关于治
道之大乎？”“砚虽小物，岂无
关于治道之大乎”——这一句
将端砚德性与州郡长官德性的
辩证统一，上升到了“治道”的新
高度，也是将端砚文化提高到了
一种新境界。

从比德如砚，到砚德人德合
一，是端砚的一种历史文化传
统，而拟砚如人，则使这一传统
更容易与端人的道德文化品性
结合起来，相互彰显，共同建
构。譬如于敏中《西清砚谱》中
录有文天祥的玉带生砚，乾隆皇
帝专门为其作砚歌一首：“玉带
生，端人也，事文丞相为文墨
宾。神工踏云割寒玉，追追琢琢
虬盘绿。曾为信国席上珍，墨渖
犹疑血泪哭。乐作午潮事已非，
玉带生从信国归。海滨战衅门
生散，玉带生为信国伴。嗟尔玉
带生，我独叹尔卓尔皓洁，胡为
乎却笑褚渊犬不如。”这首诗不
仅表现了文天祥的高尚品德与
忠贞气节，也通过拟砚如人的方
式，彰显了端砚以及端人的坚贞
不屈、忠诚慤朴。

最为精妙的当属明代陈师
所作的《石文侯传》，开篇先点出
端砚即显端人的耿介性情：“君
姓石氏，讳居黙。其先肇源于越
南之罗浮，后衍于诸峦，派于端
之羚羊峡，故君世为端州人。性
耿介坚实，不事华藻，隐居蒙茸
山泽中。”结尾则借外史氏之口，
以易经《十翼》“介如石，贞吉。
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之语，表彰端砚力压文房四宝另
三宝之高德，最后以“侯固知道
者哉”作结，将其升华至更高的

“道”的文化层面。此文当以署
名文嵩的《即墨侯石虚中传》为
本，北宋苏易简又将其收入《文
房四谱》，南宋高似孙的《砚笺》
中也有收录。如此自宋迄清的
一种文脉渊源，也从另一侧面体
现了端砚的德性与肇庆民性的
相互建构，洵属肇庆文化史上的
精彩一面。

海岛木麻黄

凝望着那些曾经承载着父亲希望和汗水的
木麻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

□陈又新

从比德如砚，到砚德人德合
一，是端砚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

□刘昱林

端砚的德性与肇庆民性

桐城村因桐城铺湾而得
名。

清晨。桥边湾从夜的寂静
里渐渐醒来，知了早已站在高
高的树梢，对着初秋的季节歌
唱，声音是那样的清脆高远，令
人振奋。太阳缓缓地从东方那
座小山的顶端，穿过厚厚的云
层跳出来。天边的红云慢慢
地散开，变淡，镶上金色的花
边，就这样，云朵簇拥着太阳
的光辉，欢乐地来来回回妖娆
地舞蹈。太阳探出头来将金
色 的阳光洒满 乡村的庭院 。
院里的柿树弯着腰，挂满枝头
的柿子镀上一层金色光圈，稀
稀疏疏的树叶随风摇曳着，仿
佛 遮掩保护着 青涩的眷念 。
院子里停放的小轿车也被镀

上一层金色，衬托出乡村的祥
和。蓝天上洁白的云朵，一团
团地如潮水般涌来荡去，又似
草原上的羊群，悠闲自在地放
牧，如一张洁白的大毯在天上
飘着。

中午，天上的云朵渐渐散
开，露出湛蓝的天空，深邃高
远，如同一面宽阔的镜子照着
眼前这美丽的桐城村的房屋、
树木、路和大片的荷塘。此时，
烈日更加炙热，那座横跨铁路
的人行天桥 ，被这夏 天的太
阳晒得发烫 ，与不远 处的那
两个涵道的荫凉和迎面吹来
的风形成鲜 明的对比 ，阳 光
下村委会门 前的红旗 ，随 风
飘动。汽车经过时发出的响
声 和 着 火 车 呼 啸 而 过 的 气

息，相互交错糅合在一起，奏
出和谐的乐章。

枫香树突然间显得沉默，
少了清晨风中的那份活泼，安
静地伫立在村子的中央，抑或
是小憩，抑或是思索，就这样回
忆着过去，遥想着未来。每一
片叶子都紧紧地相互簇拥着，
聚成一团深浅相间的青绿，在
风来的时候，左右摇摆。

傍晚时分，天边的红云越
积越厚，彤红的晚霞从淡红，深
红缓缓地变换着颜色，直到太
阳没入云层深处，消失在地平
线 ，天边挂起无边无际的夜
幕。桐城村的晚霞最美，夕阳
金黄的光线，散落在树上，房屋
飞檐上，村中小院的围墙上。
特别是村后的千亩湖，夏荷撑

开绿色的华盖，一朵朵鲜艳的
荷花，粉的，白的，红的，在绿
色的旷野里摇曳，像是在用绿
色在渲染。霞光为荷叶染上
一层薄薄的红晕，如矜持的情
窦初开的少女，脉脉含情，亭
亭玉立。柔和，羞涩的样子，
即使远处的山峰也为之生出
无限的遐想。

沿着桐城村休闲步道散
步，欣赏着路旁随风轻轻摆动
的柳枝。偶尔，传来火车风驰
电掣穿过时巨大的声响，短暂
地打破这乡村的安静，这喧闹
的响声转瞬即逝，很快又恢复
平静。铁路旁的芦苇郁郁葱
葱，一路上感受到乡村空气的
清新，风吹来荷花的清香，沁人
心脾……

偶尔，传来火车风驰电掣穿过时
巨大的声响，短暂地打破这乡村的安静

□文闵东桐城村的秋天

为响应《广东省工艺美术
保护和发展条例》中“工艺美
术进校园”的呼吁，赋予孩子
们因“双减”政策重新获得的
闲暇时间以更丰富、更积极的
意义，2024 年 6 月，广东第三
届少年儿童手工艺创大赛正
式启动。大赛自启动以来，获
得了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和
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次大赛旨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弘扬工匠精神与
培养儿童民族文化自信心，汇
聚了一大批来自全省7至15岁
儿童、青少年的智慧与创意。

大赛主题涵盖了传统文
化、红色教育、科技创新三个
方面，广泛征集体现岭南文化
的人文历史风貌、民俗风情和
特色文化的手工文化作品共
计428件，成功入围决赛的参

赛作品有 105 件。在为期数
月的征集与评审过程中，许多
童 心 巧 手 的 精 彩 作 品 被 看
见。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孩
子们的独特视角，以及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表达。

其中，林子馨的陶艺作品
《龙的传人》和廖靖尧的手工
粘土作品《广东名饼博物馆》
获得特等奖。

10 岁的林子馨向记者介
绍道：“这件作品把龙分成了
3 段，表现了巨龙在云中腾
飞、若隐若现的感觉，龙头坐
着一个小男孩，表达的是年
轻人要继续传承‘中国龙’的
精神。”

他说，制作的过程并不是
那么顺利，“有的部分提前裂
开了，当时龙的尾巴也掉下来
过，本来以为这件作品会完成

不了，但几次修复以后感觉
成品还不错”。在数次失败
后成功完成这件作品，让林
子馨颇为自豪。

同样 10岁的廖靖尧则用
粘土和其他材料“搭建”了一
座博物馆。“岭南地区的鸡仔
饼、杏仁饼、老婆饼和盲公饼
被称为‘四大名饼’，我就发挥
想象力做了一个微缩型名饼
博物馆。博物馆里包括制作
点心的工作区、售卖文创公仔
的文创区，我还精心制作了象
征着‘步步登高’的旋转楼梯，
参观者来到二楼品尝区可以
现场品尝美味点心。”

活动当天，身穿马面裙的
廖靖尧详细地向记者介绍自
己的作品，钟爱传统文化的她
希望通过自己的巧手与巧思
让广府文化传播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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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 日，“一鹭
归 来—— 旅 澳
画家邓国祺重
彩花鸟画广州
展 ”将 在 陈 树
人纪念馆举行
开幕式及学术
研 讨 会 ，展 览
至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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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创手工
粤创越美

广东第三届少年儿童
手工艺创大赛圆满落幕

日前，由广东省妇女联合会指导，广东省工艺美术
协会、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等
单位承办的“童创手工·粤创越美”广东第三届少年儿
童手工艺创大赛落下帷幕。大赛的颁奖仪式和获奖作
品展览均在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经专家评委的最终评审，本次大赛决赛中，评选出
特等奖2名、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
最具创意儿童手工文化作品奖共6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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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赛主办单位
在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为本次大赛优秀获奖作
品举办展览，为公众展现孩
子们巧手筑梦的最新成果。

展览现场，一件件获
奖作品如繁星般点缀在展
厅的各个角落。从细腻入
微的手工剪纸到栩栩如生
的陶艺作品，每一件作品都
承载着孩子们的童真向
往。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
孩子们的艺术天赋与创造
力，更传递出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与传承。

本次大赛获奖作品
中，也不乏一些极具创意
与深度的佳作。有的作品
巧妙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
科技相结合，创造出令人
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有
的作品则深入挖掘岭南文
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细腻
的手工艺表达了对家乡的
热爱与眷恋。这些佳作不
仅赢得了专家评委的高度
评价，更在广大观众中引
发了强烈的共鸣与赞赏。

此次展览作为广东第
三届儿童手工艺创大赛创
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与表
彰。展览将激发更多儿

童、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与热爱，推动传统手
工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同时主办方期待更多孩子
们加入这一充满创意与乐
趣的世界中，用自己的双
手创造美好未来。

手工是物质和精神、
实用和审美、技术与艺术
完 美 结 合 的 形 态 ，在 社
会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的 今
天 ，承 载 着 民 族 文 明 与
智慧的传统手工的价值
尤为凸显。主办方希望
通过本次大赛培养孩子
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兴 趣 ，激 发 孩 子 们 对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的 创 新 思
维 ，提 高 动 手 能 力 和 创
造 能 力 。 同 时 ，这 也 是
一次追求心灵美育的过
程 ，启 发 孩 子 们 用 心 发
现，创造传统工艺之美。

大赛主办单位坚持将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通过
儿童手工方式让孩子对传
统工艺美术文化进行创
新传承，让工艺美术的种
子根植在孩子的心灵深
处，为培养他们的自主创
造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尽
一份力。

姓名

林子馨

廖靖尧

曹智

黄浠

王隽灵

李凯楠

陈徽行

邓筱雅

魏羽涵

谢宇轩

汤欣熹

邓泳文

罗钰彤

梁珞雯

唐卓然

陈子韩

罗哲熙

叶蕙瑜

许芷程

谢雨潼

严舒扬

赵丽敏

刘宋祎一
刘宋祎贝

刘敏晴

袁璟

陆文禧

杜可莹

曾弘晞

袁子煜

付茗澄

罗芝凌

朱珉陟

钱乐嵘

汪艺霖

何颂琛

孙浩霆

管玥彤

作品名称

龙的传人

广东名饼博物馆

乐在其中

岭南醒狮之风生水起

粤韵

核舟记

啾太郎

碧荷戏水

狐狸与乌鸦

佛山功夫

赤炎鹿

赏荷

夏日

醒狮

氹氹转，菊花园

乐在其中

雄鸡唱晓

橘祥如意

可爱的小猫

九天揽月

高明扎狮

高明角仔宴

鱼跃龙门

和谐社会

心之所向

旗开得胜

庭院球赛

岭南叠影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粤榄粤点

岭南民韵

大漆对镯

蓝绘华章，共庆盛世

端砚

我爱大湾区

金心雄鸡

鱼跃龙门

参赛主题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科技创新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红色教育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创作形式

陶艺

手工、粘土

陶艺

广彩

铜凿剪纸

榄雕

潮彩

陶艺

陶 艺 结 合
粘土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粘土

手工

潮彩

潮彩

藤编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陶艺

染 色 立 体
剪纸

围屋模型

榄雕

粘土

大漆漆艺

蓝晒

手工

剪纸

陶艺捏塑

陶艺

奖项

特等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童
真
与
创
造
力
的
集
中
展
示

颁奖现场

优秀
获奖作品
展览现场

特等奖
作品：廖靖
尧《广东名
饼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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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广场祝福广场祝福广场
锦洪广告 电话：020-8756 6523、136 2224 4208

2024年12月24日 农历十一月廿四日

结 婚 启 事

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囍

于公历2024年12月24日正式结

为夫妇。

特此登报，喜告亲友，亦作留念。

新郎 刘文祥 新娘黄新秀

“童创手工·粤创越美”
广东第三届少年儿童手工艺创大赛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