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侨乡视线 3 版

八方侨讯

编辑：王绮蓼 邮箱：785800399@qq.com 2024年11月29日 星期五

中国侨网讯（浙侨联）日前，第二届

中国（浙江）世界华侨华人新生代创新

创业大会项目选拔赛（简称第二届侨创

赛）国内赛区晋级赛收官，共决出 16个

参赛项目进入复赛。

据了解，国内赛区晋级赛以“项目

路演+评委互动”的方式进行，依次在浙

江-杭州（11月 12日）、长三角-上海（11

月 15日）、京津冀-北京（11月 18日）、

大湾区-深圳（11月 20日）举行。各赛

区均有 12个项目参与路演，分为高新

组、成长组 2个组别，选出每个组的前 2

名晋级复赛。

“这次参赛经历是一次难得的成长

契机。虽然只有几分钟的路演时间，但

前期的筹备过程与评委的宝贵建议都

让我受益匪浅。”某位参赛选手说。

据悉，11月 22日至 27日，第二届侨

创赛海外赛区晋级赛分别在亚太赛区-

香港、欧洲赛区-比利时布鲁塞尔、澳洲

赛区-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赛。

侨创赛一睹华侨
华人新生代风采

中国侨网讯（福统）日前，福州市委

常委、福州市海外联谊会会长黄建雄率

福州市友好交流团访问马来西亚。

访问期间，交流团一行出席了第十

一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与参会榕

籍社团代表座谈，共叙乡情，向大家介

绍近年来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优

异成绩，邀请侨胞及侨界新生代来榕参

加“第二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并就福

建省华侨博物馆建设向海外乡亲发出

涉侨展品征集倡议。

交流团还与马来西亚榕籍乡贤、华

文媒体代表进行互动交流，就人才交

流、华文教育、对外宣传等领域深入探

讨并达成了多项共识，同时举办了“福

传四海智汇东南”福州——马来西亚人

文交流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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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讯（郑江洛）11月 27日，79

岁的马祖高级中学前校长陈善茂携 45

名马祖乡亲到福州琅岐金砂村参访，并

参加当地陈氏宗祠落成典礼。

自宋代起，陈氏一族由河南迁入福

建，沿闽江繁衍；其中一支长栖福州琅

岐，去得远的，则跨越海峡，迁至马祖、

台湾。120多年前，陈善茂的曾祖父陈

昌顺为了打鱼方便，移居马祖。陈善茂

说，儿时，母亲曾带着他，往返马祖、马

尾两地走亲访友。

为让更多族人记得归乡之途，三十

多年前，陈善茂凭借辗转寄来的陈氏族

谱，在马祖走家串户，采集族人信息。

八年前，他与琅岐镇劳团村共同启动新

族谱的修订工作，并于去年完成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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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落的兴衰，道路交通是其根本的

命脉，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血管。路相连则物

相通，人员往来便利，人们聚众而居，经济繁

荣，文化兴盛，比如柏柳村。作为石马岭古

道一个起点，因为有宽大奇绝的古道存在，

才成就了历史上繁荣一时的古柏柳，而今日

被冠于“中国白茶第一村”的美誉，历史在此

埋下根脉，经过岁月积淀而终成正果。

石马岭古道位于点头镇柏柳村境内，因

“山上有巨石危如立马”而名之。《方舆纪要》

（卷 96）有关福宁州中记载石马岭在北百三

十里。《福鼎县志》对此有更周详的记述：“山

以铁障山、石马岭二者最高……石马岭高傍

五区管阳南山。俗传马有神异，能瞰西乡之

粟，乡人凿其口乃止，即此岭也”。早在北宋

绍圣四年，石马岭便修筑成官道，距今逾千

年。古道起于柏柳村横溪桥，止于管阳镇南

山，全长大约四十华里，呈南北走向，由块

石、条石或碎石砌筑，石材取于方圆山地，路

径依山体走势往返上下，路基坚实，台阶间

隔不高，路面一米五见宽。这么长一条古道

在山上曲折、蜿蜒和盘旋，在当时自然条件

艰苦和人力物力困难的情况下，修建者必用

心良苦，花费巨大心力才能做到。但主持修

筑者是谁？史书上并无记载，当地人也不得

而知。

虽如此，我仍然愿意想象，或许彼时五代

十国时期，正值中原衣冠南渡之后，众多族

姓南迁入闽，安居于点头境内的边远山区，

他们为生活所计，开荒种地，将中原农耕文

化和技术带来，助力农业生产，而后逢山修

路、涉水架桥，将当地物产山货，诸如稻谷、

茶叶、竹笋、瓜果等手提肩挑运往山外，因此

便有了这一条古往今来的石马岭古道。

石马岭古道成就一座古老繁华的柏柳

村。早在一千多年前，先民们就在此种植茶

树，采制茶叶，初时是野生茶，俗称菜茶，当

地人叫作“粗茶婆”。彼时柏柳旧名浮柳，村

中古道北连石马岭，南达店头及白琳等地港

口码头，是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一个重要交

通枢纽。石马岭古道是这条茶马古道最艰险

的一段路。据说以前茶客、挑夫等，要上石

马岭古道，必下榻店铺林立的柏柳街，以便

第二天有足够力气翻越石马岭。遥想当年夜

幕降临，过往商旅陆续聚集而来，挑夫铁箍

拄杖撞击声，客店、酒馆、饭庄和米粉店的叫

卖声、阉猪口笛声、挑货郎拨浪鼓声、赶牛贩

羊的吆喝声，南腔北调混杂在一起，不绝于

耳，这场景是何等热闹！因此，柏柳街曾流

传一首民谣：“通街茶酒米粉味，彻夜羊蹄驮

脚声”，正是当年“柏柳街”街面繁华、市井百

态的真实写照。柏柳村是福鼎大白茶的原产

地。早在明清时期，因为茶业繁荣而形成

“柏柳街”，街面店铺林立，茶香、酒味和米粉

香气弥漫，彻夜听到茶马古道上马蹄声。据

《梅氏宗谱》记载：肇基始祖梅仲文于北宋仁

宗朝景佑年间，从浙江景宁大漈迁徙梅山，

称“处士”。柏柳梅氏发祥始祖是十八世宗

公第三子顺公，梅伯珍是柏柳派第三十三世

后代，生于清光绪元年，即公元 1875年，字步

祥，号筱溪，一生行茶商，他是第一个把福鼎

白茶行销到天津、香港、南洋等地的福鼎茶

人，名闻闽江，榕城人尊称“梅伯”，也是一个

从晚清到民国时福鼎较有成就的茶人。数十

年后，他的孙子梅相靖作为福鼎第一位荣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茶制作技艺

（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

随他（祖父）学习制作白茶，沿袭家传古法，

坚守传统制茶工艺，对工艺流程精益求精。

作为中国白茶第一村，这里的茶叶以汤亮、

香高、味甘、形美而闻名。制茶大师梅相靖

老人更是以白茶制作技艺获得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并以阳光萎凋、木

炭烘焙为主的百年白茶制作技艺于 2011年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得多年前，我曾参加本地户外活动走

过石马岭古道。那一次我从管阳南山方向一

路往东南行来，沿途山岭石阶缓缓下行，放

眼四周，山地青黄不接，大片茶山翠绿无比，

阵阵山风拂来缕缕茶香，偶遇采茶农妇，手

臂挽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满是新采的茶叶，

可见银白相间的毫毛，本地人称为白毫银

针，是茶叶种类中的上品。当我再次踏上石

马岭古道，已是甲辰年仲秋一个天色放晴的

午后。沿途所见田野飘香的稻谷已经收割，

采过白露茶后的茶园依然苍翠如故。起点从

素有“中国白茶第一村”美誉的柏柳村横溪

桥开始，一条飘荡千年茶香的石马岭古道，

犹如一道人间彩虹横亘在大山之中。此刻古

道上除了我们几个人探访者，看不见有什么

行人在走动。设想千百年来，从这条古道上

走过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是南来北往赴任的

官员？还是十年寒窗苦读赶考的学子？亦或

是肩挑茶叶的挑夫与手提山货的乡亲？从横

街桥到石头桥村原也是一段古道。古道蜿蜒

盘旋，一路茂林修竹，绿荫匝地，古韵盎然，

景观令人流连忘返。从石头桥上马坪亭，古

道沿山间盘桓而上，时而蜿蜒，时而盘旋。

当我们登上位于石马岭上中段马坪亭，原有

一座茶亭，建于清代，现已成小寺院。当年

茶亭内设座凳椅子、茶桶茶缸，守亭人每天

施茶，供行人痛饮消渴，这是民间禅茶文化

的真实记录，不仅是一处别样风景，更是心

怀善念的里人为过路行人提供的一个歇脚

点。当你在烈日下一路从山脚一直艰难跋涉

地登至岭上，当一碗不浓不淡、泛着金黄茶

色的温热茶汤入口下肚时，那一股沁人心脾

的茶香清流一般消解了这一路鞍马劳顿与疲

乏，过不了多久，那股因疲惫不堪的而消散

的心力又重新回到身上。此处地势渐趋平

缓，回首面南方向，茶园层层叠叠，茶树在秋

光下流翠溢彩，阵阵秋风中茗香扑鼻，秋日

大放光彩，展现一幅茶乡因茶而美的繁荣景

象。

如今，石马岭古道静静蜿蜒在山间，与之

相伴的是国家茶树良种福鼎大白茶的原产

地，还拥有深厚的茶文化历史。在漫长农耕

文明历史中给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带来

了机遇，也为沿途百姓迈上幸福生活，与外

面世界互通有无打开了方便之门。历史在发

展，石马岭古道时代在进步，这条曾经兴旺

发达的茶马古道，连接闽浙的通衢大道，随

着国家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建成及动车组的开

通，正身处式微而边缘化的境地。如何再现

昔日荣光与风采，已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一

项事关弘扬传统文化的再造工程。从古道上

走过的人，无论是赶路回家，还是出门在外

去闯荡，没有一个人不是铆足了劲，拼着命

赚钱过日子的，更有奔赴远方为了一个心愿

或志向，他们曾在风雨中走过，也曾在炎炎

烈日下奔波，不停的是他们的脚步，不灭的

是他们的梦想。 □ 董欣潘

千年茶道石马岭

马坪亭古石碑。

石马岭上马坪亭前一段古道，依然保持完整。

石马岭古道从马坪亭旁一路延伸

向北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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