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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

道）「來了，稍等。」葉清桃款款走
來，如同從漆畫中走出的女子，色彩
雖不醒目，卻散發㠥令人舒適的氣
息。這位選定鼓浪嶼的漆畫家，每年
作畫不超過5幅，不徐不疾的語調與步
伐，十餘年未變，配合㠥她珍藏心中
的琴島生活。
2001年從福州大學設鼓浪嶼工藝美

院畢業後，葉清桃便憑借作品《秋林》
在首屆全國漆畫展中拿下了銀獎。
「名氣出去後，生計便不成問題。」葉
清桃沒有回漳州家中，也沒有選擇到
更大的城市發展，而是心滿意足地留
在鼓浪嶼，原因很簡單：「這裡的節
奏適合我。」
漆畫是極其需要耐性的藝術。從定

製木板、勾勒草圖、貼蛋殼到著色、
打磨，一幅不大的畫需要耗上好幾個
月時間。葉清桃的作息表從正午開
始，洗漱簡餐後開始一天的工作。心
情好的時候，她會持續作畫到深夜。

色簡技繁磨性情
「漆畫的原料是漆樹汁液加工的天

然漆，原始色彩只有紅黃藍和幾種綠
色，更多的是通過製作出肌理來表達
畫面。」工作室裡兩個大盆中裝滿了
掏空內膜的鴨蛋殼和雞蛋殼，畫中的
建築表面和人物皮膚，經常以壓碎的
蛋殼黏貼後打磨來表現。
葉清桃十分喜愛這樣的「磨洋工」，

除非是好友相托，否則她極不願意接
下需要趕工的畫作。「漆畫讓我的生
活更慢了。」她自語道：「只有鼓浪
嶼才納得下我這般的慢。」
葉清桃的工作室位於島上的公平

路，只有20多個門牌號的小路兩旁佈
滿了施工的腳手架。「都在改建家庭

旅館。」原本緊鄰工作室的別墅也在09年改建了，
葉清桃只好在10分鐘路程開外的筆山路另租一間房
作為生活居所。
就是這短短的10多分鐘路程，葉清桃至今仍感到

不適應。「現在十點以前一定回來。」堆滿建築材
料的路面和施工隊伍，侵蝕㠥她心中的安全感。

無奈搬遷又遇盜
最讓她無法釋懷的是，去年夏天竊賊光顧新居所

後，辛苦從各地搜羅來的作畫素材和以前的作品，
隨㠥電腦一併消失。「那是我至今最珍貴的記憶。」
在不斷迫遷的日子裡，葉清桃開始擔憂將來可能

再租不到房子了。閒暇時間，她做得最多的事情，
便是帶上相機，拍下一棟棟古宅從破舊不堪到翻新
得看不到一絲過去的過程。「我工作室旁邊的教會
講道場也在改建，過程我都拍了下來。」葉清桃正
在㠥手整理，然後畫下鼓浪嶼正在逝去的記憶。

■爬滿蔓籐的工作室外，葉清桃和她的漆畫《鼓
浪嶼金瓜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

■明朝「潘尚書府第」破舊，小吃店、廁所等環繞
四周，料難以申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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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潘尚書府第」申遺堪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秀月 廈門報道）窩

在老市區破舊民居裡的賴厝埕扁食，藏身鼓浪

嶼街角的黃勝記肉鬆和葉氏麻㡆，這些廈門民

間小吃的「金字招牌」顧客盈門，但「只此一

家」的傳統經營模式，卻成了桎

梏老字號們傳承發展的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南早報》報道，「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誕辰2582週年紀念日上，來自泉州市多所高
校、小學的300多名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共約1000人，冒
雨在清源山風景區老君造像前，吟誦老子《道德經》部
分章節。
今年10歲的楊同學就讀於泉州實驗小學二年級，他在

父母的陪同下趕到清源山，參加現場的吟誦活動，感受
傳統文化的氛圍。楊父說：「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孩子親
身感受中華傳統文化，把書本中學到的理論，與現實生
活相結合。」

紀念老子誕辰
泉千人誦《道德經》

香港文匯報訊 據福建之窗報道，福州東大路一隻2歲
的小鷯哥，在主人的調教下，不光能說中文，還能說英
文和簡單的法文，發音也非常準確，在當地「鳥兒才藝
大比拚」賽中頗為搶眼。
鷯哥的主人李先生說，家人一進門，這隻名叫可可的

小鷯哥就會用不同腔調說「爸爸」、「媽咪」、「你好」。
李先生每天早晨都要收聽英文廣播，並教可可一些簡單
的單詞，都是標準的英式發音。李先生的女兒教給牠的
法語，也能說上一兩個詞。
更令人稱奇的是，可可還能與主人進行對話。每到晚

上八九時，李太太問可可「要做什麼」，可可便會告訴大
家「睡覺了」。

福州2歲鷯哥
能說地道中英法語

鼓浪嶼龍頭路三岔口總是人潮湧動，絡繹不絕的遊
客在這裡放慢腳步，只為等候一份麻㡆。擁有百

年歷史的葉氏麻㡆口味絕佳，成為中外遊客上鼓浪嶼必
買的小吃。別看此處的葉氏麻㡆只是小小的流動攤位，
但生意一點都不差。一個攤位每日銷售量約數百粒，旅
遊旺季可達上千粒。人氣如此之旺，歷史如此之久，然
而葉氏麻㡆的發展仍停留在小攤車上，實在很不可思
議。

家庭經營成本低
葉氏麻㡆創始人葉成屋之子葉建佳表示，縱然手中有

「中華老字號」這塊金字招牌，仍無意擴張開店。麻㡆每
個售價只1元，難以支付昂貴的店租。若要到豪華地段開
裝修漂亮的門店，成本將大幅攀升，最終還得轉嫁給消
費者。「如果每個漲到5塊錢，好多老主顧都要被嚇跑
了。」葉建佳說，葉家一直延續傳統的家族經營方式，
目前中山路上的分攤也是由葉家人在經營。
與葉氏麻㡆一樣面臨擴大經營難題的廈門老字號小

吃，還有賴厝埕扁食、黃勝記肉鬆和浮嶼大同鴨肉粥。
他們都是廈門有口皆碑的地道小吃，但其店面狹小破舊
與其遠揚在外的名聲不相匹配。說到升級店面擴大經
營，這些老字號的掌櫃人總是頭疼不已：自身無本錢開

分店，加盟者送錢上門卻又放不下心。

為保品質拒加盟
記者了解到，多年前，廈門部分民營老字號小吃通過

開放加盟擴張，最終卻因為加盟者不守信用、偷工減料
導致名聲敗壞。對此，老字號的傳承人仍心有餘悸。賴
厝埕扁食老闆黃國寶表示，至少有數百人意向加盟，但

自己全部拒絕。「我們老字號這塊金字招牌是幾代人用
貨真價實換來的。但加盟者沒有這份感情，用外面買的
原料替代老字號配送的原料，導致口味變差，不僅流失
老主顧，也很難吸引新客人。」
舊城改造的步伐加快也令黃國寶憂心。「如果拆遷到

了很遠的地方，人流不能保證。但是要在原址買店面，
恐怕我們也負擔不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秀月 漳州報道）昔日的尚書第
如今淪為無人整治、雜亂不堪的民宅和店面，其他石構
件散落一地，令人惋惜。位於漳州市的「潘尚書府第」
是明英宗時尚書潘榮的府第，據載，潘榮曾受英宗之命
到琉球冊封「琉球國王」。其府第雖被列為漳州第一批文
物保護單位，但卻得不到有效保護。

保護不力 破舊不堪
附近的住戶稱，「潘尚書府第」不僅房屋破舊，小吃

店、廁所等更是環繞其周圍。公共廁所更是公然建在
「潘尚書府第」的前庭院，嚴重破壞該文物本來的結構。

記者了解到，「潘尚書府第」是申遺項目「海上絲綢
之路」的待選遺址之一。但如今的破敗景象估計很難通
過專家學者的考察。漳州市文管辦主任楊麗華表示，文
管辦每年獲撥的修繕經費很少，因此很多文物都得不到
妥善的修葺。

失眠57載 聽「紅歌」才能入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南網報道，家住廈門同安的吳大

爺已有57年的「失眠史」了，為了入睡，他想盡辦法折
騰自己，甚至拿鐵皮箱壓自己，最後發現只有聽一些慷
慨激昂的愛國歌曲才能安然入睡。

失眠緣起幾元補助
吳大爺房裡有1個DVD、兩個收音機、1個MP3，他

的催眠曲不是搖籃曲，也不是輕音樂，都是些慷慨激昂
的愛國歌曲，比如《東方紅》、《延安頌》、《大浪淘沙》
等等，按他自己的說法都是些「大鳴大放」的歌。

談起失眠往事，吳大爺記憶猶新：「失眠是因學校拒
絕給我補助開始的。」吳大爺說，當年他在泉州師範學
院讀書，因為家裡窮就向學校申請補助，「其實也就是
兩三塊錢」。可學校說他兄妹多，不但沒有給補助，老
師還狠狠地批評了他。從那天起，吳大爺看見床鋪就害
怕，為了入睡，他試過用毛巾捂額頭，甚至用鐵皮箱子
壓自己，直到筋疲力盡才能勉強入睡。
廈門市仙岳醫院陳進東副主任醫師分析說，聽「紅歌」

入睡其實是一種心理暗示而已，通過專業治療，吳大爺
這種入睡的「壞習慣」可以慢慢改正。

■老字號多數僅此一家，別無分店。店面雖又小又舊，但仍吸引無數顧客慕名而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秀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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