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闽南地区，流行这样
一句俗语：“七月半鸭，
八月半芋”，说的便是
农历八月的芋头美
味又营养，而八月
十五中秋节吃芋
头是闽南地区特
有的风俗。

中秋前后是
芋头成熟的时候，
古代泉州人将其列
为中秋的必食品。听
长辈们说，地瓜是金黄色
的，而芋头是白色的，被闽台一
带称为“包金包银”。另外，

“芋”在闽南语中和“路”“护”谐
音，方言谚语中有“食米粉芋，
有好头路（工作）”的说法。此
外，芋头往往是一个“芋母”就
能种出一窝的“芋子”，人常言

“芋子芋孙”，谐方言音“护子护
孙”，因此，中秋团圆时吃芋，还
有着庇护子孙、人丁兴旺大团
圆的美好寓意。

因为芋头含有一种黏液蛋
白，这种黏液会让人皮肤发痒，
因而处理芋头的时候需要特别
小心，尽量减少肌肤直接触
碰。闽南人吃芋头的方法多
样，可煨可炸，可蒸可煮，可甜
可咸，香糯可口。粉糯的口感、
清甜的芋香，让人一想起，心里
便是满满的幸福感。追求原汁
原味的闽南人，经常将芋头切
块不加任何调料直接上蒸屉，
蒸熟了的芋头冒着滚滚热气，
口感细软。好甜的朋友将其蘸
上白糖食用，绵甜香糯，是大人
小孩都非常喜爱的一道食品。
以芋头为食材的闽南特色小吃
不在少数，做法丰富，口味也各
有千秋。在安海三里街头，有
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老店——芋
圆川。这家店的老板，利用芋

头制出芋头的周边食品，芋泥、
芋圆、芋卷、芋饼……人气最
旺、名气最大的当属芋泥。在
闽南宴席中，它经常作为一道
重要菜肴上桌，因为口感香甜
绵软，深受年轻人以及小朋友
喜欢。而芋圆也是该店的王牌
产品，老板告诉笔者，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得等到春节前夕才
会制作芋圆。闽南人过年要敬
神明，也要给亲友乡邻随礼，芋
圆 是 个 不 错 的 选 择 。“ 芋 丸
（圆）”与“遇缘”谐音，于是有人
说，“吃芋圆，会遇缘”，食物谐
音带来的趣味性在民间可以说
是无处不在。除了这些，在晋
江深沪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中
秋吃糖芋。闽南有一句俗语，

“吃芋才不会众人妒”，闽南语
的芋头与妒忌谐音，意思是不
容易发生口角，人缘比较好。
糖芋吃起来像蜂蜜一样甜，口
齿留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
更加甜蜜，因此象征多子多福、
团圆美满的糖芋成为中秋佳节
的必备菜品。而“深沪糖芋”也
在2016年获批成为中国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陈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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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泉州”
大型情景文艺演出精彩亮相

9月15日，“遇见泉州”大型
情景文艺演出在泉州歌舞剧院
首演，再续一场“遇见泉州”的千
年不了情，精彩的演出赢得现场
观众热烈的掌声。

“欢迎你到泉州来，刺桐花
红花正开；欢迎你到泉州来，
古城新貌新风采……”一曲欢
快歌舞《欢迎你到泉州来》拉
开整场演出的序幕，紧接着戏
曲《梨花争妍古城春》、情景歌
舞《福船四海》、南音《百鸟归
巢》等 10 余个节目接连上演，
最后一曲《世纪远航》将演出
推向高潮。

“这场演出有泉州市近年
来创作的舞蹈精品《人偶情未

了》、有上过央视春晚的《百鸟
归巢》，也有新创作的女子群
舞《永不凋零的春天》，较好地
展示了泉州市文艺传承创新
的最新成果。”演出艺术总监、
泉州市闽南歌舞传承中心主
任黄金锡说，除了本地节目，
还邀请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
表演杂技与舞蹈《梦幻迦陵频
伽》、新疆艺术剧院表演舞《摘
葡萄》，促进海上丝绸之路与
陆上丝绸之路文艺交流。

这场演出将于9月26日起
进行常态化商业演出，力争打
造成为世遗之城的新文化名
片，让更多人了解泉州、爱上
泉州。 （陈嫣兰）

中国有一句俗语“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与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
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
有各的不幸”有异曲同工之处。每个家庭
都有一些不为旁人所知的难事，每个家庭
都有别人所不同的悲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在滚滚红尘里，在芸芸众生中，周而复始

着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日子，这里有欢笑，这里
有泪水，这里有拼搏，这里有数不尽的悲欢离

合，也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在石
狮的千家万户中，同样有不少需要帮助的
家庭，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学子，也有病床
上等待救助的病人。医院的设备需进一步
更新，无法预料的紧急灾情需要支援，孤寡
残弱的社会服务机构需进一步扩大与提
升，需要社会爱心人士携手同心。

慈善是对人类的热爱，为增加人类的福
利所做的努力。通过救济、援助或者捐赠等
手段来达到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或增加人

类的福利。“守望相助，扶危济困”融入中华
民族的血脉中。如今，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中
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正是真正的大义。

慈因大爱东风泽惠，善自心中众志成
城。

石狮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善举济
世的传统美德。石狮市慈善总会自2001
年成立以来，汇聚社会各界慈善力量，志愿
者挺身而出，捐献公益事业，救助弱势群
体，在全社会汇聚力量，为民生保障、社会

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石狮人足迹遍
布五湖四海、世界各地，事业蒸蒸日上。但
不管身在异地或旅居海外，一颗热忱之心
总是装着故乡，“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血浓
于水的情怀筑就了石狮这座温暖的城。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这首歌唱出所有人的心声，
唱出了人们的无私奉献，唱出需要帮助的
人们的希望，唱出大爱无疆。狮城·慈善，
大爱·中华！ （洪亚怀）

泉州应邀参加东亚文化之都
城市特色非遗展示活动

近日，“齐聚文都 多彩非
遗”东亚文化之都城市特色非
遗展示活动在哈尔滨开幕，泉
州市作为首届“东亚文化之
都”应邀参加此次活动。

“齐聚文都 多彩非遗”东
亚文化之都城市特色非遗展
示活动为期一周，来自泉州、
青岛、长沙、绍兴、温州、济南
等 15 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非
遗传承人齐聚哈尔滨，近百项
非遗精粹集中展示，进一步搭
建文都城市非遗交流、互学互

鉴的桥梁，在彰显优秀传统文
化魅力的同时，激发文都城市
的发展活力，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
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

泉州市艺术馆精心组织了
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参加本
次展示活动，各地嘉宾和广大
游客与来自泉州的非遗传承
人现场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
闽南文化韵味和泉州非遗魅
力。

（陈嫣兰）

20世纪20年代后期，泉州移居
菲律宾人数急速增加，他们依靠同
族的血缘、同乡的地缘等关系作为
纽带，在异国他乡组成各种各样的
社团，奉行故乡的伦理习俗，以历史
文化传统道德为规范，成为侨社之
间相互扶持的工具、与故乡沟通的
桥梁，有的在家乡设立办事处或对
口组织，并筹集活动经费，为菲律宾
侨社及家乡作贡献，在近现代史上
产生深刻的影响。上图是旅菲深沪
聚福社于1930年 7月14日写给深
沪聚福社的信。

信中夹有一张华丰信局汇票的
现银250元，由该社理事詹廷团先
生从菲律宾带回家乡，面交深沪聚
福社负责人。信中除申明社规账目
规定的手续外，该社内部所产生的
意见之事亦由詹廷团先生回乡面
陈。

詹廷团先生回乡之旅，因家事
缠身，一住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数
封与詹廷团先生有关的侨批及其内
容所提故事，都诉说着20世纪30年
代菲华侨社的人情世故及家国情
怀。

深沪港阜乡人及詹姓族人先
辈，清代已往菲律宾谋生，后人牵连
血缘、乡缘之纽带，互相提携往菲从
事商业、农业、杂工等各种职业。初
到异域，寄人篱下，筚路蓝缕。历经
艰苦奋斗，各有千秋，有人潦倒街
头，沉沦一生；亦有人以一技之长，
勤奋努力成为小康，甚而发家致
富。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动荡不安，
许多港阜青年远避海外。詹廷团与
胞弟詹廷秋，堂弟詹廷复、詹廷耀，
内兄陈取培、陈取硕，表亲粘芳安、
吴永君，结拜兄弟陈永海，以及陈永
海的胞兄弟陈永萱、陈永钿和陈琼
林等诸多亲朋好友，港阜各姓乡人，
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先后抵
达菲律宾谋生。旅菲港阜乡侨人数
不断增加，成为爱国爱乡的重要力
量。

港阜各姓乡人一贯重视教育，
为进一步培植青年人才，1924年在
原有碧山小学的基础上创办深沪公
立培青学校，并联络旅菲乡侨参与
办学，暂借詹氏宗祠作为校舍，成立
董事会资助及管理学校。1925年，
旅菲港阜乡人于菲律宾马尼拉成立
旅菲深沪公立培青学校董事部。詹
廷团、陈取培、陈琼林、詹侯唐、陈而
奢、陈而江、詹廷机、陈取龙等11位
乡人担任首届董事，詹廷团出任常
务理事，积极捐资支持家乡教育事
业。

培青学校创校不久即被改制为
私校，经费全数由校董会筹措，后来
港阜乡侨成立旅菲深沪港阜联合会
及培青学校校友会，共同资助用于
学校经费。

詹廷团热爱桑梓、和睦乡人，在
菲历经艰苦奋斗，首先在詹廷发（詹
杉个）铁厂当伙长（厨师），练就纯熟
烹煮之技，成为侨社有名的伙长，收
入日渐丰盈，一些乡人跟随詹廷团
在各大公司或餐馆烹调佳肴，深得
拥戴，为腾出时间参与乡会事务，提
携表弟粘芳安作为副手，协管厨
务。旅菲深沪聚福社成立，詹廷团
被推举为理事。 （陈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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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南地区，人们喜欢用丰
盛的食物来庆贺重要的日子，
无论是红白喜事，均设宴待客，
俗称“办桌”，客人赴宴则被称
为“吃桌”。如乔迁新居设的宴
席就叫“入厝桌”，孩子满月、周
岁设的宴席则称为“满月桌”

“度晬桌”等，闽南人从出生到
去世都要经历多场宴席。“办
桌”习俗在闽南地区既代表闽
南人对美食的讲究与追求，也
代表闽南人对重要纪念活动与
日子的仪式感。由于宴请得多
了，便衍生出“办桌”“吃桌”的

规矩。
在清代台湾方志中可见“家

有喜事及岁月时节，宴客必丰”
“肴罄山海”的记载，由此可以看
出，闽台地区的宴席之“壕”。闽
南临海，宴席自然以海鲜为主、
肉类为辅。除了在酒店直接开
席宴请，很多人还会在自家宅院
搭建临时厨房，请来有名的乡厨
烹制菜肴，虽然环境比不上星级
酒店，但是所用食材、热闹程度
绝不亚于酒店。有些厨艺好的
师傅，还要提前好几个月才能预
约上。

闽南民俗爱好者王碧霞
告诉笔者，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宴请的菜品一般以炒芋
圆、肉夹包、糯米饭等这些粗
饱菜肴为正菜，后来生活水
平提高了，宴席上便有了红
膏蟳、海参、东星斑、大鲍鱼
等珍贵食材，而传统的小吃
名菜也不断推陈出新，得到
大家的青睐。食材精挑细
选 ，出 菜 的 顺 序 也 非 常 讲
究。在闽南结婚宴席上，食
材可谓是日常所有宴席中最
好的，其中不乏“头甜尾甜”
之说，意思是头道菜是甜品，
最后一道菜也以甜品结束，
寓意甜甜蜜蜜。婚宴上的菜
品和食材数量一律为双数，
表示新郎新娘出双入对，菜
名也多用“龙”或“凤”等字
眼，以祝福男女双方相伴相
随、长长久久。宴席中间是
海鲜、肉类穿插而上，一般清
蒸鱼是正菜的最后一道，象
征着有头有尾。

再如寿宴，闽南的寿宴
有个说法是“男做九，女做
十”，如男性今年 69 岁，就做
70 岁的生日，女性则在 70 岁
当天做 70 岁的生日。这是
由 于 古 时 观 念 重 男 轻 女 ，

“九”音同“久”，寓有长寿之
意，因此有了“男做九”的说
法。而且做寿还有个说法，
即做寿年年有，所以不像周
岁宴那样严格——必须满周
岁当天举行，寿宴可根据宴
席主角等具体情况适当延
后。

除此之外，基于闽南人
对于先祖和传统的敬重，每
年的“佛生日”“普渡日”等节
日都要摆宴席，敬重神明也
敬重人。久而久之，在泉州
的宴席中产生了一些民间惯
例。

可以说，泉州人的一生
从 宴 席 开 始 ，而 以 宴 席 结
束。不同的宴席各具不同的
习俗特色，体现出泉州人对
社会、家庭伦理的重视和讲
究。 （陈嫣兰 郭雅霞）

南南
闽闽

深沪詹氏家族与
家乡教育事业

中秋前后的
这一口香甜软糯

舌尖上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