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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黃小梅

出身「寒門」能有機會逆襲嗎？ 古城遺恨
2024年阿里巴巴全球

數學競賽決賽入圍的名單揭
曉，全球共有802位選手脫
穎而出，在這份名單中，共
有39名大陸的初高中學生入
圍，前一百名中佔了4位，
其中中專女生薑萍名列12

名，初中生鄧樂言名列26名。
這本來就是一場入圍比賽而已，還需

要6月22日進行決賽，8月份才公佈正式的比
賽結果呢。這是一個不設學歷門檻的比賽，
只要你有興趣，你都可以報名，至今已經舉
行六屆，吸引著全球數學高手的加入，大部
分的國內選手清、北畢業或者博士生。而
中專女生薑萍的脫穎而出，引起了巨大的爭
議。

今年7歲的姜萍來自農村，出身寒門，
父親今年67歲，年輕時出外打工，沒什麼學
歷，現在年紀大了，就回鄉種田。姜萍考上
高中，卻因為學費的問題選擇沒去讀。後來
通過大她三歲的姐姐的介紹，通過減免一部
分的學費，進入中專讀書，通過自學高數兩
年，得到好老師指點，這次比賽預賽脫穎而
出。

消息一出，網上輿論爭議不斷。分成
兩派：一方面是所謂的專家、公知的質疑，
說是姜萍的成績是作弊的，提前拿到考試題
目，是「槍手」所為；另一方面把她列為草
根逆襲、勵志的典範。

著名作家方舟子就對姜萍的成績提出
了質疑，懷疑她的成績作假，認為她根本不
懂高等數學。

更有一名北大碩士趙斌，數學競賽的
金牌教練發文，因為阿里巴巴數學競賽不同
於其他國際比賽，它是開卷考試，也就是參

賽選手在答題的時候可以查詢相關的資料，
或者求助於他人也是允許的。

為了證明的質疑是對的，趙斌在6月17
日發文，以自己參賽的親身經歷「現身說
法」，闡述了比賽的難度。

在文中，他表示道，自己曾經參加過3
次「阿里數學競賽」，而且有2次都在決賽
中拿到了「優勝獎」的好成績，所以，對於
比賽規則，他再熟悉不過了。因為是開卷
的，所以選手完全可以找一個數學「大神」
幫忙答題，然後將答案抄下來，署上自己的
姓名然後提交。 

他更是直接質疑姜萍連考試的題目都
看不懂，更是直言質疑姜萍成績「造假」的
「幕後人」就是她的數學老師王閏秋。他想
要博眼球和吸引流量，於是找團隊「策劃」
了這場「鬧劇」。

於是趙斌提出他願意出500萬與姜萍對
賭七初賽作弊，質疑姜萍連初賽的題都看不
懂。有人甚至出一百萬賭姜萍不敢參加決
賽。

而 阿 里 巴 巴 大 賽 組 委 會 為 了 回 應 質
疑，在這次決賽中，監控360度無死角，保
證比賽全程公平，也就是說，姜萍在6月22
日的比賽中是處於直播的狀態下。

據評委介紹，決賽題目的難度相當於
博士資格考試。面對著質疑，姜萍選擇了沉
默，她並沒有站出來澄清，而是全心全意地
投入到決賽的準備中。不管最後的結果如
何，在這次的熱點上，它是不是在提醒我
們，在網絡時代，保護個人隱私，尊重他人
的努力，管好自己的口德，讓我們靜靜地看
到一個17歲的女孩的努力與優秀，真心祝福
「寒門」能出「貴子」！

(06/24/2024)

覆巢之下無完卵，一代
忠臣遺恨福全古城，歲月潺
潺，幾人懷舊幾人愁？

福 建 省 晉 江 東 南 部 的
福全古城，始建於明代洪武
二十年，由江夏侯周德興受
命於明太祖朱元璋而建造。

盛夏，穿過高大的迎恩門，踩著整潔的石
板路，沿著玫瑰紅底色的路標方面，我們
朝著蔣德璟的故居緩緩而行。

蔣德璟是明朝入閩開國授御守閩福全
古城千戶蔣旺的後裔，父親蔣光彥，進士
出身，為人耿直，有武功政績，後棄官返
鄉歸養。蔣德璟從小耳濡目染，為他後來
成為明朝一代著名的政治家打下堅實的基
礎。

蔣德璟於明熹宗朱由校天啟二年榮登
進士，時值宦官魏忠賢極受寵信，權傾朝
野，結黨營私。蔣德璟深知民之國本，直
言力諫，有心匡救，他體恤民眾，不願依
附權勢，以致仕途遭受排斥，直到罷官。

朝代的沒落，潮起潮湧，百姓們往往
是這種陣痛的轉嫁者。崇禎皇帝朱由檢執
政時，聽信楊嗣昌的增兵、增響策論，致
使百姓民窮財盡，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定因
素，蔣德璟不斷上疏奏本，力陳利弊，懇
求皇上體恤民情，只可惜不能為崇禎皇帝
所採納。作為崇禎十五年的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崇禎十六年的戶部尚書及太子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蔣德璟竭盡所能，在
崇禎十七年三月，作了最後一場辯論後，
引罪去位，留於京宿會館。直到崇禎皇帝
上吊自殺，為他扶靈發喪。

滿懷失落的蔣德璟回到了家鄉福全古

城，古城號稱「百家姓，萬人煙」，閩南
的海風拂平不了他惆悵的內心，憂國憂民
始終在他的腦際縈繞。回想自己的理財治
兵之道，犯顏苦諫，如今都成了一場空，
山河破碎，誰主沉浮？

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召蔣
德璟入閣，然而，此時大勢已去，蔣德璟
已難力挽狂瀾，他深為內疚，自陳三罪，
沒有入閣。翌年唐王朱聿鍵立於福建福
州，稱隆武帝，蔣德璟入召，一代忠臣對
匡復明室仍盡忠盡節，可惜足疾嚴重，懇
求罷離回鄉。是年，隆武帝在汀州遇害，
風雨飄搖的時代末日，兵荒馬亂，滿腦忠
君思想的蔣德璟，悲憤交加，涕沾不食，
以示盡節，死於家中，另有記載是吞金自
殺。

歷 史 不 會 因 為 人 的 絕 望 而 逆 流 或 停
滯，蔣德璟空有滿腹經綸，濟世雄才，清
軍的鐵蹄還是把他的夢想和努力碾成了齏
粉。面對國家的殘垣斷壁，一地雞毛，胸
中的鬱結不斷膨脹，家鄉福全古城已撫慰
不了他那顆滾燙和受傷的忠心，蠟炬成灰
淚始干，絕食是他最後的選擇，死亡是他
忠君的節操。有多少故事能重頭再來？有
多少悲情能不復重演？古城的海風在嗚
咽，一縷英魂在古城飄蕩，蔣德璟走了，
帶著滿腔的幽恨追隨皇帝去了……

我 站 在 蔣 德 璟 的 故 居 前 ， 故 居 的 大
門有白色的鐵柵門上鎖著，幾株籐蔓爬上
牆頭，門前台階及小石埕上，一簇簇的小
草以頑強的生命力，爭前恐後，青翠欲
滴，一隻小花貓面對陌生人的造訪，依然
不慌不忙地守在台階上，似乎在守護著什
麼……

賀彥豪

吉祥尚卿
「耿耿清香崖菊淡，依

依秀色嶺梅如。經冬結子猶
堪種，一畝荒園試為鉏。」
當驀然想起蘇轍《詠茶花》
的這幾句詩時，我就乘坐在
去安溪尚卿鄉的車上。

冬 日 的 陽 光 像 慢 慢 地
展開來的折扇一樣照射到寬闊的公路，照
在車窗上，只見溫暖的光芒，隨著急馳的
大巴車在身後上下飛揚。泉州市作協組織
的安溪尚卿采風采訪活動，在和煦的陽光
朗照下，前往這個被稱作「中國滕鐵工藝
第一鄉」的古鎮，車子沿著蜿蜒的公路行
走，進入尚卿，只見山上林木蔥翠，山中
霧海流光溢彩；層層梯田，簇簇茶樹圍繞
山間，彷彿似一幅懸掛在天邊的水墨丹
青。在城裡呆久了，這樣的景色，一旦闖
進人們的視線，讓人有一種如詩如畫的感
覺。

安溪尚卿格美茶花文化公園位於風景
秀麗的翰卿村格美山麓，方圓千畝，園中
栽植的名貴樹種達一萬餘棵，遠遠望去，
似一團團緋雲，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恍如
仙境。走在茶園小徑，山坡上漫山的茶樹
迎風傲立，那滿樹怒放的茶花,爭奇鬥艷，
絢爛多姿；走近細看,有的花朵向上盛開，
如同燦爛的笑容；有的花朵低垂，似少女
含羞的臉頰。我走近一棵盛開的茶樹，掐
了一瓣花朵，聞一聞，一股淡淡的清香撲
鼻而來，讓人心醉。陪同我們參觀的台灣
園藝師說：「這種茶花叫香水茶花。」就
在凝眸間，格美的香水茶花，讓我感覺它
是一朵奇妙無比的花，它的花香襲人，與
其他花朵更讓人愛不擇手。不知誰叫我擺
好姿勢，於是，在茶樹旁留下美好的瞬
間。

陪同我們參觀的鄉黨委書記汪禮才指
點滿山茶樹，胸有成竹。他說，「格美茶
花文化公園是以宗教和茶花文化為主題，
規劃佔地面積500畝，由鄉賢廖清江先生
為主捐建。現已完成觀音寺、觀音文化廣
場、登山道，山上種植名貴茶花500畝1萬多
株；其中樹齡百年以上茶花樹3000餘株。
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要將這裡建成群眾
休閒旅遊樂園。」眺望半山腰，一尊十幾
米高的觀世音菩薩雕像巍然屹立，備顯尊
嚴，喻為著佛光普照，福佑宏澤。我想，
不久的將來，這裡將變成一處不可多得的
旅遊景點。

尚卿山鄉的峰巒疊嶂被冬日的陽光照
耀著，茶花文化公園、茶葉莊園沉浸於蒼
茫翠綠之中。登臨此地，目睹此景，好一
派大地的恩典呵！

在 五 閬 山 麓 ， 我 們 看 到 譽 豐 國 心 茶
葉莊園，徐徐展開的一幅青綠茶山美麗畫
卷，遠山的茶樹，近處的茶廠，整座山洋
溢著大興土木的建設之中，蜂蝶的飛舞，
採茶的忙碌，早已淹沒在採摘茶葉收成時
節的丰姿中。

泡 一 杯 國 心 茶 ， 品 一 品 茶 的 馨 香 ，
「細嚼花須味亦長，新芽一粟葉間藏。」
據譽豐國心茶葉有限公司張總監介紹，國

心茶產於五閬山，處於東徑117度，北緯25
度，方圓百里無任何污染源，氣候溫潤，
四季分明，日照短，且早晚雲霧籠罩，能
提高茶葉中所含的茶胺酸及可溶氮等人體
有益成分。他還告訴我們，國心茶從茶樹
培植、茶園生產管理、到精製生產，真正
做到「看得見的健康」，是一種健康生態
的時尚茶飲品。尋思之下，我才知道創造
品牌經典內涵，越是理解種茶人的艱辛。
走在茶園小徑，滿目蒼山翠綠，雄偉的五
閬山迎迓著鮮麗的朝日，輕爽地微笑起
來。此時，漫天的霞光，像潑墨一樣點染
整個山峰，然後慢慢地從山上抹到山下，
山腰間的樓房，通往茶廠的小道，也漸次
在晨光中被清晰地描畫出來。

在 制 茶 車 間 ， 一 座 偌 大 的 廠 房 ， 我
們看到一些先進的制茶設備，儘管我們來
的不是採茶季節，但可以想像那火熱的制
茶勞動場面：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將經過曬
青和晾青後的茶青倒入「搖青機」進行搖
青，鮮葉在搖青筒中進行碰撞、散落、磨
擦運動，轟鳴的搖青機在工人的操作下，
像在演奏勞動進行曲一樣令人陶醉。經過
殺青後的茶葉包在特製的布裡，利用「速
包機」把整個茶葉緊包成球狀進行揉捻，
茶球在緊包的狀態下在揉捻機中滾動，
裡面的葉子受到擠壓會慢慢形成「顆粒
狀」，從葉狀到顆粒狀的神奇之作全在這
裡，當然每一道工序都是要經過很多遍的
操作。其實，每個環節都很重要。一個環
節出差錯，就不能成好茶。制茶的這種情
境，讓我想起余姚詩人黃宗羲的《制新
茶》：

簷溜松風方掃盡，
輕陰正是採茶天。
相邀直上孤峰頂，
出市都爭谷雨前。
兩筥東西分梗葉，
一燈兒女共團圓。
炒青已到更闌後，
猶試新分瀑布泉。

勞動之餘，制茶人用瀑布泉泡上一杯
瀑布新茶，品嚐自己的勞動果實，該是何
等的愜意與滿足呵！

短 短 的 幾 年 ， 是 什 麼 精 神 和 力 量 ，
使這個被稱作「中國滕鐵工藝第一鄉」的
古鎮有這麼大的變化。耳聽為虛，眼見為
實。我們沿著寬闊的村道一路走來，我看
見村路邊停了許多裝貨的大貨車，青洋
村的村長告訴我說，這幾年，村民除了種
茶，還發展了籐鐵工藝生產產業，是黨的
十八大精神和富民政策，讓沉靜的山鄉煥
發出一泒勃勃生機。  

血 紅 的 夕 陽 ， 在 雲 朵 霞 片 中 徐 徐 下
沉，四周黛綠的群山，變得一片棕紅。當
我們依依不捨地離別尚卿鄉的時候，透過
車窗，眼前是一幅嶄新的山村剪影，此時
我看見一張張古銅色的臉龐洋溢著微笑，
如今，誰還敢說農民不是人呀，現在農民
都富拉！他們是土地爺開銀行——錢通神
路。我從心裡祝福你；吉祥尚卿，美麗鄉
村。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唐明霞

風日晴和人意好
 ——讀甘國棟《山河卷帙》
讀 萬 卷 書 、 行 萬 里 路

一直是我心之所向，但囿於
俗務，哪一樣都未能完成。
因此，對旅遊類的書文有特
別的興趣，一拿到《山河卷
帙》這本書，心裡就充滿了
小小的激動。

《山河卷帙》是甘國棟的一本旅遊
散文集，寫他和夫人、家人、朋友、同事
到各地旅遊的沿途所見所感。第一輯「魂
系阿壩」和第二輯「情寄山水」主要贊自
然風光美。第三輯「靈蘊中國」主要寫城
市及人文景觀。附錄「筆錄域外」兩則文
章，寫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的
旅行。

甘國棟於1961年底到阿壩州工作，從
此，扎根阿壩，直至退休。因此，他對阿
壩的情感，又濃又儼，他對阿壩的山水，
格外鍾情，為阿壩的旅遊宣傳不遺餘力，
「魂系阿壩」中的13篇文章，篇篇精品，
俱在《阿壩日報》上刊出過。其中，寫金
川的就有4篇之多，《金川梨花美》《夏游
「世外桃源」》《金川紅葉美》《金川情
人海》。

作者從事語文教學多年，丘壑自在胸
中，如庖丁熟悉牛的身體那樣熟稔   行文佈
局，因此文章架構遠近間搭、高低得體，
文風流暢自然，毫不滯澀，且作者腦海中
好詞佳句無數，信手拈來放到文章裡，那
些美麗的大好河山，便如畫卷般展現在讀
者的面前。在《金川梨花》裡，寫梨樹，
「那高大、成排的梨樹，枝葉相交、相
擁，形成了一個長達一百多米的廊道，彷
彿是一座張開雙臂、熱情擁抱四方賓客的
迎賓長廊；抬頭仰視，但見碧空如洗，那
掛滿枝頭的一朵朵、一簇簇梨花，彷彿是
鑲嵌在蔚藍天際的耀眼的星星；收回視
線，可見陽光透過樹蔭，將斑駁的光點投
射到快速行駛的一台台車輛上，一時間銀
光閃爍、跳躍……」在《金川情人海》一
文中，寫遠景，「遠處的高原山巒此起彼

伏，綿延不斷，峰頂和山坡上的積雪分外
耀眼，彷彿著意展示其聖潔與美麗；透過
樹叢，特色鮮明的藏寨若隱若現；黃色的
草地上，依稀可見凌寒猶未凋謝的或藍或
白的花兒，稀疏的灌木叢和枝幹蒼虯的樹
木生長於其中，不知名的紅彤彤的果子點
綴其間，格外顯眼；一群犛牛正悠閒地啃
食已漸枯黃的草」，作者並不滿足，繼而
想像盛夏時節此地的美麗景觀，「海子水
面寬闊，海水更加湛藍，水面平靜如鏡。
兩岸森林蒼翠，草地綠草如茵，花兒競相
開放，牧民辛勤勞作，牛羊成群，艷陽高
懸，天空湛藍，白雲飄動，水鳥覓食，海
子畔遊人如織……」

作者醉心於寫景，濃墨重彩，跟隨作
者的筆墨，讀者也便醉在了這多姿多彩的
自然風光裡。

雖是旅遊文章，但從那些字裡行間，
我們能讀出，作者重情重義、夫妻伉儷情
深、子女孝順、孫輩和樂。

甘國棟的老家在四川省（現重慶市）
忠縣，《忠縣石寶寨》《故鄉「川東」》
兩文，是作者對故鄉的情感表達。回故
鄉，總是和夫人一起，攜子女孫輩十幾個
人，浩浩蕩蕩，那份遊子戀鄉的情懷在作
者的文字裡一覽無餘，「每當憶及祖孫三
代跪拜在祖先墓前緬懷先輩、寄托哀思的
動人情景，總是感慨萬千」。作者出遊，
總是與夫人孫乾香一起，他們遊覽了祖國
的大江南北，祖國的山水也同時見證了他
們之間那深厚的感情。

風光之外溢出的點點滴滴的溫潤情
懷，與那美麗的自然風景融於一體，讓這
些旅遊散文更有一種「風日晴和人意好」
的動人之美。

認識甘國棟老師三年有餘，見面次數
不多，五六次而已。

甘老師和孫老師都是話語不多的人，
他們面容慈祥，溫溫和和地微笑，輕言細
語地說話。看著他們，我常想，歲月靜
好，就是如此了。

蘇麗莎

紅包文化
星期六不用上班，倍感

輕鬆，正與外子閒聊時，突
然樓下傳來一陣吼叫聲，撞
門聲音震耳欲聾，開門瞭解
情形，原來是2樓的吳先生
與一樓的王太太為了糞化爐
清理費用而鬧得不可開交，

其實兩人早就有心結，原由是王太太在多年
前曾經趁白天公寓的人多半外出工作時，僱
用工人將一樓的公用圍牆拆為已有，等晚
上鄰居陸續回家時，生米已煮成飯，當時，
吳先生曾率先呼籲鄰居聯名向市政府投訴，
豈料王王太太因與有關單位的官員有交情，
送了個紅包，有關單位的官員因此沒有下令
王太太要拆除違建，日子一久，此事不了了
之。

同事說，早年台灣還沒有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之前，要順利到某醫學中心住院開
刀，送紅包是免不了的，且是有一定的行
情，如今，即使有全民健康保險，紅包文化
仍然存在，未能完全消失。

單身的女同事平日早出晚歸，很少看
電視，她不想再裝有線電視，豈料，拆除了
有線電視台以後，原有的無線電視節目，即
使是裝了戶外天線，畫面仍然是模糊不清，
原因是所有的有線電視在送出紅包給政府有
關單位，獲得壟斷整個市場，變相強迫民眾
要裝第四台。

紅包文化惡習在許多政府機關已行之
有年，若不加以揭發及制止此陋習的蔓延，
勢必助長政府官員的貪污風氣，姑息養奸，
最大受害者是弱勢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