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的那首
《乡愁》，蔡鹤立会背。那既是经典的魅力，也是情感的共鸣。
“朗诵时，我眼前常常浮现那些时光沉淀的家书，我体味着
长辈们的思念之情。点点滴滴都在诉说着团聚的渴望。”

“90后”台籍青年蔡鹤立是芗城区政协委员、台盟芗城
支部副主委。“我是半个漳州人半个台湾人。虽然生在漳州，
但我曾外祖父是台湾澎湖人。”蔡鹤立这样自我介绍。

在蔡鹤立捐赠的族谱《漳龙衍派郑家世系族谱资料》
中，记录了漳州龙溪（今龙海区）和台湾澎湖郑氏家族繁衍
情况。“族谱是台湾的亲人 1990 年整理编印的，寄过来漳
州。”蔡鹤立说。族谱收录了姓氏源流、堂号、世系表、族人生
平事迹等资料。“其中明确记载漳州龙溪古县社郑氏家族于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 669年）由河南南迁入漳，再于嘉庆
十六年（1811年）迁往澎湖。”

据族谱记载，一小部分族人，即蔡鹤立的高外祖父（郑
贤贞女士的祖父）及其胞兄两家于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
后，为避难举家迁返祖籍地龙溪古县社。归来繁衍的一百年
间，人才辈出，涌现了民国最后一任龙溪县县长郑墨西、文
人郑炳中（耿庸）等名人。

在芗城区档案馆馆长钟海峰看来，这份族谱弥足珍贵，
彰显了漳州与台湾根脉相连、亲情血浓于水，“自1987年两
岸恢复民间交流以来，澎湖郑氏陆续来漳寻根问祖、探亲访
友，和漳州郑氏宗亲互动频繁，两岸宗亲情谊进一步增强。”

在档案馆查阅这批新征集到的家书，记者仿佛穿越时
空。十封信函纸张泛黄，或商议家族要事，或通报家人境遇，
或邀约相见相聚，亲情、家国情流淌于字里行间。“早期几封
书信还是从香港由朋友代转的。”蔡鹤立的外婆郑家薇说。

甲午中日战争后，郑氏族人的一支从澎湖迁回漳州龙溪
古县社。郑之蕃、郑之屏兄弟便在漳州出生、成长、娶妻生子。

1947年，郑之蕃含泪与母亲、兄弟道别，携妻幼移居澎
湖发展，留下年仅三岁的女儿郑贤贞及儿子郑竹溪。

时光荏苒，郑之屏一家和郑之蕃一双儿女在漳州生活了
数十年。在台湾的郑之蕃隔海遥望，频频思念远在海峡那端
的亲人。他尝试着托付香港的亲友辗转寄信给漳州的亲人。

上世纪 80年代末，两岸开启民间交往，家书可以搭船
过海峡了。亲情巨流涌起，一封封家书蹁跹而至。郑之蕃寄
给弟弟郑之屏的家书内容既有对童年往事和双亲的追忆，
也有对弟弟生活起居的问候和关心。“小弟：我们虽然离开

那么久，聚少别多，但是我这一颗心，仍是时常系念着你们，
关怀失散在两地的一家人。父母亲过世已经这么久了，回忆
起来，双亲慈爱祥和教养仍显现在我心中，我们弟兄小时候
形影亦就在眼前……想说的话很多，但我又怎好多说，怎样
才能说得清楚，愿你能体会我的衷心，我俩是一起长大的，
手足情是永远坚定不移的……”

郑之屏的女儿郑家薇说，父亲和伯父分隔两岸近 40
年，但兄弟情谊履霜冰弥坚，“父亲生前这几封家书就放在
他的枕头下，时不时拿出来反复翻看。”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1988年，郑之蕃回
到阔别 41年之久的漳州。当时兄弟俩都已 70多岁高龄，相
见时抱头痛哭，约定来年再见。可惜第二年郑之屏因病逝
世，兄弟俩再无缘续话。

当年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附有一张郑之蕃和妻子的照
片。那是郑贤贞第一次知道父母亲的长相。

1985年，郑贤贞和弟弟郑竹溪，与父母亲约定到香港相
见。团聚现场拍下一张合照：一家人围坐一起，其乐融融。

那一幕是郑贤贞老人难忘的时刻。在老人生命的最后
阶段，她决定将父母亲留给她的念想——7封家书、19张两
岸家族照片捐献给芗城区档案馆。

郑之蕃给女儿郑贤贞的信中写道：“青女，你本来身体
并不太好，为了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忍着大热天会不会太辛
苦，虽然这是一份额外的收入，但要在不妨害到生活健康才
成”“青女宿疾未愈，我很放心不下，慢性病最好看中医，善
调养……”

“信函纸张泛黄，信件却仍保存完好。内容不乏父母对
在漳子女的健康、孙辈学业的关心，以及关于家产分配、新
屋购置等家中大事的意见和建议。”芗城区档案馆馆长钟海
峰告诉记者，当时78岁高龄的郑贤贞老人回顾起这段跨海
探亲的往事，诸多细节仍记述清晰。“好在往后的数十年间，
两岸关系缓和，同胞往来频繁。郑贤贞曾多次赴台湾探亲，
与久违的父母兄弟，享天伦之乐，聚手足之情。”

“一湾海峡，演绎人间多少悲欢离合。外婆说，以前经常
在等着从台湾寄来的信，一家人的心总是悬着的。而如今，
两岸交流紧密，合作共赢处处生机。对我而言，浅浅的海峡，
不再是走不出的乡愁，而是施展理想抱负的人生舞台。”蔡
鹤立说。

☉本报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郑文典 张龙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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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陈志达、母亲郑小端不慎遗失孩儿陈
瑾韩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I350535613，现
声明作废。

▲母亲方秀玉不慎遗失第一孩儿方嘉民的
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Ｏ350969020，现声
明作废。

▲父亲方灿裕、母亲陈灿雯不慎遗失第一孩
儿 方 心 萌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
R350720742，现声明作废。

▲父亲方灿裕、母亲陈灿雯不慎遗失第二孩
儿 方 培 洋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
R350484713，现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东铺头街道办事处杨国萍
面馆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期至
2024 年 11 月 21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6020115909,声明作废。

▲龙海市浮宫碰卿食杂店不慎遗失龙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04月24日核发的食品
流 通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SP3506810950001668，现声明作废。

▲陈添丁不慎遗失福州大学1992届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的四年制本科毕业证书壹本，证书编
号：（92）毕证字第1336号，现声明作废。

▲陈添丁不慎遗失福州大学1992届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的四年制本科学士学位证书壹本，证
书编号：920510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碧湖城市广场 2#办公楼装修工程总承包项目（EPC）工程（建设

单位：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建海峡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3日开工，2021年11月8日完成竣工验收，
工期合计9个月零5天，该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均已结清并足额发放
完毕，未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形，现对工资发放情况予以公告，公告
期自2022年11月18日至2022年12月19日，如有异议，请联系：贺彬，
联系电话：15960189293，联系地址：碧湖城市广场2#办公楼装修工程
总承包工地项目部。

举报投诉电话：龙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96-6101006
龙文区建设局：0596-2128106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7日

公 告

原址在漳州市市后村腾飞路262号房
屋，现拆迁安置于漳州市芗城区益民路
116号益民花园安置房4幢D07号，漳州市
芗城区益民路 116 号益民花园安置房 10
幢 404号。今游荣德、游荣山、游亚萍申请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
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
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游荣德、游荣山、游亚萍
2022年11月17日

声

明

原址在芗城西桥北京路 15号房屋，地段号西南 205-
3，拆迁面积超出原产权证面积，现拆迁安置于芗城区江景
花园19幢307号，芗城区江景花园1A幢08号，芗城区江景
花园7幢D02号（店面），芗城区江景花园5幢203号。今黄
贤、黄志明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
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
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贤、黄志明
2022年11月17日

声 明
原址在北京路15号、博爱道33号房屋现拆迁安置于

芗城区江景花园9幢401号。由林国镕、欧瑞琴于2004年
1月9日转让于黄志明。今黄志明申请上述安置房转移登
记，由于转让方林国镕、欧瑞琴死亡，现按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
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
本人将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志明
2022年11月17日

声 明

风和日丽，市区江滨路沿
线的三角梅开得正艳，与街景
相融，成为城市中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记者午间行摄偶遇这
么一只“喵星人”：它独自欣赏
着美景，悠闲的样子非常治愈。

“喵星人”也有自己的审美
与品位。你看，它闻一闻落叶的
样子好像人类在闻花！它的精神
世界也是丰富的：愿意花时间驻
足于美景之中，放松身心、悠游
冥想……试想我们更多人行色
匆匆，有谁会耐下心来独自欣赏
呢？其实，我们缺少的不是鉴赏
力，而是内心的一份纯真。

猫咪或许也能即兴吟出属
于它的诗吧？很遗憾，此刻的我
只能用镜头偷偷记录它可爱的
模样，对它理解的“自然美”却
不能解读。

记者 许文彬 摄影报道

三角梅花开正艳
“喵星人”呆萌“打卡”

本报讯（林 惠 卿 许 林 川
王惠生）11 月 16 日，漳浦县深土
镇车敖村林贵聪，将一面写着

“见义勇为、品德高尚”的锦旗，
送到绥安镇查岭村救命恩人王
旱河手中，感谢他在危难时刻奋
力相救。

11 月 8 日下午 3 点左右，家
住乡下的林贵聪来到县城西湖
公园游玩，在公园南大门的西湖
潭岸边休息时，不幸癫痫发作，
掉入西湖潭内。此时，刚好路过
的王旱河听到呼救声“有人落水
了，赶快救人”，立即上前查看。
只见有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年
轻人在水中挣扎着，时沉时浮，
极其危险。53岁的王旱河二话不
说，冲过去，全然不顾身上带着
的手机、钱包会浸水，“扑通”一
声扎进水中，快速游到离岸 3 米
远的林贵聪身边，将林贵聪拦腰
抱住，拖着他慢慢朝岸边游去。

在寒冷的潭水中，年过半百
的王旱河要救起肢体抽搐、意识
不清的林贵聪着实不易。救援过程
中，王旱河多次被对方抱住双手，无
法动弹，两人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
但王旱河没有放弃。他拼尽全力抱
着林贵聪把他往岸上拖，足足奋斗
了十几分钟，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林
贵聪带到了岸边。此时的王旱河体
力也基本耗尽，在岸上几位好心人
的帮助下，大家用绳子绑住林贵聪
的腰部，将他拉上岸。事后，王旱河

看到林贵聪被 120 接走了，这才全
身湿漉漉地离开现场。

林贵聪出院后，多方打听，苦苦
寻找给他第二次生命的救命恩人。
几经周折才从好心人发的抖音视频
中找到了这位救人不留姓名的恩
人。

王旱河勇救落水者的视频被发
到抖音平台，许多网友赞他是“无名
英雄”。王旱河淡然一笑：“换成其他
人看到了，也会施以援手。”

他 冲入潭中救起落水者
他 几经周折寻到恩人

11月 12日晚，第 35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现场星
光熠熠，众多知名导演、演员出席。值
得一提的是，有三名来自漳州的街舞
达人亮相金鸡奖红毯。他们协同其他
地市舞者带来的《光影造梦》霹雳舞
获得观众阵阵喝彩。昨日，记者见到
了这三名街舞达人：李天生、许俊龙
和郑苏奕。

“10月底接到通知，11月初赶赴
厦门进行集体排练，前后准备不超过
10 天。”郑苏奕说，他们三个都是漳
州舞法S街舞俱乐部的老师，代表角
斗舞仕受中央电影频道和中国体育

舞蹈联合会的
推荐，第一次
参加如此高规
格的活动。

颁奖典礼
上 ，《光 影 造
梦》是第二个
表演的节目，
也是五个节目
中唯一的舞蹈
节目。节目主
题是致敬电影
幕后工作者，
呈现他们的工
作和奉献。“此
次集结省内各

地霹雳舞的顶尖舞者。虽然大家有着
扎实的舞蹈功底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但每个人的跳舞风格迥异，导致排练
伊始的配合度和默契度都有所欠
缺。”有着 14 年舞龄的李天生说，大
家非常重视此次演出，每天中午1点
开始排练，到凌晨近3点才结束。“赶
来参加排练之前，我刚结束一场比
赛，跟腱已有损伤，结果来厦门第二
天，跟腱直接肿了。”许俊龙忍痛坚持
排练，深夜休息之时，自己按摩冰敷，
尽可能减少疼痛。

有着近 20 年的舞龄，还是一名
顶尖赛事DJ的郑苏奕，目前经营和
街舞有关的传媒文娱公司。“在排练
过程中，由于过度训练头撑动作，我
的头皮不慎流血化脓，但还是咬牙坚
持了近一星期，直到顺利完成演出。”
在登上这次舞台前，郑苏奕已有四年
没有专注霹雳舞领域，重心偏向从事
赛事 DJ（给街舞比赛配乐）这项工

作。按他的话说，顶着期待和压力硬
着头皮上阵的他，只想竭尽所能把最
好的舞蹈呈现给大家。

开演前，李天生、许俊龙和郑苏
奕还体验了一把走红毯的“明星”滋
味。在现场众多媒体的镜头前，他们
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在金鸡奖的背
景板前留下帅气的pose。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街舞
秀《光影造梦》。”在主持人的介绍下，
节目拉开帷幕。表演者通过霹雳舞的
各种舞蹈动作，把电影拍摄现场搬上
舞台，丰富流畅的编排带来一场赏心
悦目的视觉盛宴。

表演只有短短不到3分钟，但这次
金鸡之行，给漳州三名舞者留下深刻的
记忆。“舞台效果很震撼，感觉很过瘾。”
李天生笑着说，金鸡奖这次特别为霹雳
舞打造一个专属节目，很开心能够参与
其中，让更多人认识霹雳舞。

☉本报记者 李润 文/供图

漳州三位街舞达人亮相金鸡奖红毯

▲郑贤贞（右）生前和郑家薇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蔡鹤立捐赠台湾亲人整理
编印的《漳龙衍派郑家世系族谱
资料》

◀芗城区档案馆征集收到郑氏家族后人捐赠的一批书
信和照片

“迁台记忆”里的族谱、家书：

纸短情长 历久弥新
今年 9 月，芗城区

档案馆在征集“迁台记

忆”档案文献时，收到台

湾澎湖郑氏家族后人捐

赠的一批珍贵档案。其

中涉及族谱、书信和照

片等。

救人现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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