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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涵泳朱子文化，共赏福韵书香”——
福建省第六届“正谊杯”古诗文大赛决赛在福建省图
书馆正谊书院举办，20位通过全省初赛、复赛脱颖而
出的选手参与赛事比拼。决赛现场选手们通过满庭
芳、浪淘沙、破阵子等环节比拼，决出赛事一、二、三
等奖。最终，董洋获得大赛一等奖。

本次大赛自今年3月举办以来，全省各级各类图
书馆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大赛吸引全省44家图书
馆及相关单位参与赛事承办，5000余位选手通过线
上或线下形式参与赛事比拼，12.8万人线上参与了
赛前经典诗文知识排位赛及朱子文化、福文化专题
线上推广活动。大赛特别录制《福建省第六届“正谊
杯”古诗文大赛朱子文化海外传播篇》宣传片，邀请
美国朱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朱立业向国内外读者进行
赛事宣传。 （木子）

“无风才到地，有风还满
空。缘渠偏似雪，莫近鬓毛
生。”唐代雍裕之的《柳絮》，
描写了一幅暮春时节柳絮飞
舞的美丽景象：没有风柳絮
才飘落到地面，一旦有了风
它就会漫天飞扬。轻轻袅袅
好似雪花飘落，谁也不希望
它粘上自己的头发。

暮春时节，柳絮纷飞，漫
天的柳絮轻舞飞扬，飘在花
间, 落进田野, 把春天的繁
华尽情演绎。洁白的柳絮，
又令多少文人墨客纷纷盛
赞。

“飞时如雪聚成毬，长是
随风不自由。便使化为萍去
后，烟波无限更飘流。”这是
宋代释元肇的《柳絮》。“絮雪
纷纷不自持，乱愁萦困满春
晖。有时穿入花枝过，无限
蜂儿作队飞。”这是宋代韩琦
的《柳絮》。“随风弄日碎春
云，扑户穿帷恼杀人。底事
飘扬少拘束，爱将豪纵去酬春。”这是宋代
姜特立的《柳絮》。这几首柳絮诗，从不同
的角度，写出了柳絮飘飞的盛况和盛景，读
后如临其境。

柳絮是晚春最美的风景。“谁收春色将
归去，慢绿妖红半不存。榆荚只能随柳絮，
等闲撩乱走空园。”唐代韩愈的《晚春二首·
其二》，一幅晚春的景象：是谁将要把这春
景收回去，红红绿绿的花草已是半开放半
凋谢了。一阵风过，榆荚随着柳絮在空中
到处飘荡游走。

飘飞的柳絮亦让人感时伤春。唐代杜
甫的《绝句漫兴九首·其五》：“断春江欲尽
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去，轻
薄桃花逐水流。”都说春江景物芳妍，而三
春欲尽，怎么会不感到伤感呢？拄着拐杖
漫步江头，站在芳洲上，只看见柳絮如癫似
狂，肆无忌惮地随风飞舞，轻薄不自重的桃
花追逐流水而去。

词人笔下的柳絮更是美妙绝伦。宋代
朱淑真的《恋花·送春》：“楼外垂杨千万
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犹自风前飘
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绿满山川闻杜
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把酒送春春
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楼外垂杨千条万
缕，仿佛要拴住这大好的春光。只有柳絮
仍然在风里飘飞，随着春风要看春归向何
处？

宋代谢逸的《踏莎行·柳絮风轻》，以柳
絮飘飞衬托出思妇离情的愁苦：“柳絮风
轻，梨花雨细。春阴院落帘垂地。碧溪影
里小桥横，青帘市上孤烟起。镜约关情，琴
心破睡。轻寒漠漠侵鸳被。酒醒霞散脸边
红，梦回山蹙眉间翠。”

清代曹雪芹在一部红楼梦里就写了许
多柳絮词。如，《唐多令·柳絮》：“粉堕百花
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飘泊
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
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
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百花洲上柳
絮像粉末随风飘落，燕子楼中杨花的芳香
仍然残留。一团团的洁白柳絮互相追赶着
结队成球。漂泊不定就像人那样命苦，难
合难分也没有用处，再不要说过去的风
流！草木好像也知道忧愁，这样年轻怎么
就白了头。可叹这一生、谁舍弃了你谁又
把你来收！跟着东风走，春光也不管，任凭
你到处漂泊，怎忍心使你长久地逗留！还
有一首《临江仙·柳絮》，也写得应情应景：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
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
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
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珠帘绣户迟迟日，柳絮梨花寂寂春。”
暮春时节，在古诗词里欣赏飘飞的柳絮，去
挽留一份最动情的春意！ （魏益君）

“沙园学舍”
百年侨校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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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南网报道 4月20日—
22日，由厦门大学音像文献中心
精修的影片《香魂女》在第十三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经典修复单元”
连续展映三场。影片由音像文献
中心厦大——爱奇艺电影修复联
合实验室修复，主要由厦大电影
学院师生与爱奇艺团队完成。

在谈及本次精修使用的人工
智能修复技术＋人工修复的工艺
时，该片导演谢飞提到：“（本片
的修复）非常干净，画面也清晰、
漂亮。数字技术使得传承百年的
电影，特别是一些经典电影，用它
们最好的视觉、听觉质量跟观众
再次见面，使电影有了新生。AI
给我们扩大了视野，这是好的。
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是运
用这些技术和手段，表现我们人
类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创造
人类文化艺术情感的精品，这是
我们一定不要忘掉的，不然AI就
会战胜我们。”

据悉，本次精修的影片《香魂
女》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经典
修复单元”唯一的内地作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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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清泉在南安蓬华镇华美村村口汇聚成溪，由南至北，
在古厝中穿行而过。走过水泥桥，一座异域风情的闽南大厝
映入眼帘。白墙黑瓦、拱形石门与墙体的曲线造型相呼应，一
汪溪水环绕而过，颇有“小桥流水人家”之境。

华美村，偏居南安西北隅，当地流传着“华美人分布亚非
洲，全国各省有”的民谣。据统计，华美侨属占总人口的85%
以上，海外人口是家乡人口的5倍多。也因此，村内有着百来
幢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各种南洋风格的老房子。其中，一
座菲律宾风格的侨校，历经百年，至今回响。

1909年，旅菲侨亲洪万宗、洪志荣、洪景荣等提出倡议，将
华美村沙园的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祖宅地建成校舍。2年
后，一座融合了菲律宾风格的闽南传统大厝落成，人们为其取
名“沙园学舍”。大厝内设有20多间教室，护厝有宿舍和办公
区。自此，华美学子们的琅琅读书声穿过刻着“入德之门”“出
入是门”的照壁和青石门，响彻整个村庄。

这所学校自筹建起，就被人寄予厚望。1909年，举人洪禹
川辞弃七品之官，归任一校之长。洪景荣带头捐出巨资，一呼
百应。一时间，从海外邮寄而来的经费源源不断。这些资金

用来供养师生、添置教学设备。华美人兴学之风轰动一时，沙
园学舍也因此成为华美近代教育起源地，最高峰时有上百名
学生就学。

在他乡逐梦的华侨，不管离乡再远，仍心系桑梓。1928
年，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舍已无法容纳众多学生。得知此
事，海内外侨亲集资4万多银圆，为师生另盖起了上万平方米
的新校舍。然而，沙美学舍的“生命线”并未因此停止，经村人
细心修缮，这里还陆续成为医院、粮仓、政府办公室、华美中学
学生宿舍及闽南工农游击队活动地……如今，更是成为网红
摄影打卡地。2023年，沙美学舍入选福建省第二批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名录。

百年时光悠悠而过，越来越多的华侨后代旅居海外，而历
经沧桑的古厝依旧屹立在老地方，静待游子归来。

（韩惠彬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