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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地区大人小孩皆知的

一句谚语“讲话着（dioh 得）算

话”，意思与“言必信，行必果”相

同，“言”字旁加个“亻”就是，一言

既出，驷马难追。所以“信”是信

实，“果”是坚决，意思是说出来的

话一定要算数，行动起来一定要

坚决。话是讲出来的，如果讲出来

的话，做不出来，就不算话。得算

话就是“凡出言，信为先”。儒家力

主言行一致，多做少说，故子曰：

“古人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人不轻易说话，是因为担心自

己的行为做不到而感到羞耻。

为什么“讲话着算话”？闽南

话的另一句谚语“一句话，三斤六

重”，说明一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老祖先认为，我们的舌头是三寸

之舌，三寸之舌能悬三斤六两重

的言词，很形象地说明话一说出

来是掷地有声，很有分量，就像成

语所说的“一言九鼎”。“鼎”古时

候都是用青铜做的，很重，鼎是国

家权力的象征，用“一言九鼎”来

比喻，可见说出来的这句话太有

分量了。

当然用“一言九鼎”来形容说

话很有分量，那一般指有一定地

位和身份的人，说不定是党和政

府的领导或首长，金口玉言，说出

来的话事关大局，若不能兑现，就

会被群众说为“纸上谈兵”、“开空

头支票”，甚至会影响党和政府的

形象，权力越大，讲出来的话影响

就越大，跟我们一般人说的“人微

言轻”不一样。

“讲话着（dioh 得）算话”的

另一层意识是提醒我们千万不

能随便答应别人自己做不到的

事情，一旦对别人做了承诺，无

论大事或者小事就一定要做到。

因为承诺是一件严肃之事，这是

为人处事的原则，必须说到做到，

而不能说归说，做归做，言行不一

致。古时候孔子的学生曾参为兑

现他妻子对孩子的承诺而杀猪

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认为

妻子既然对孩子说：“你不要跟

我们去，回来杀猪给你吃。”那

就要兑现，不能像妻子所说的是

骗小孩的，如果这样，以后连亲

生父母的话都不可信，那怎么教

育小孩呢？父母是小孩的第一个

老师，小孩是以父母为榜样，父

母说话不算数，怎么能让小孩今

后言而有信？父母骗小孩子，小

孩子就会去骗其他人。

既然“说话要算话，一句话三

斤六两重”，那我们平时说话就要

谨慎。在与人交往中，说话要委婉

些，语气不要太重，没有把握的话，

道听途说的话不要轻信乱说，特别

是有些人不愿提的事情，不要揭人

家伤口，不要在别人伤口上撒盐，

伤了人家自尊心，影响了朋友间的

感情，若说了中伤别人的刻薄话，

严重的话还会伤了对方的命。我们

是个和谐的国家、和谐的社会，要

注意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语言修养。

“空嘴哺舌 （kang cui boo

zih）”即空口说白话，以致人们之

间互不信赖，就像孔夫子说的“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指

“讲话不算话”，就好像大牛车没

有绑轮，小马车没有绑键，是没有

办法拉着向前走的。所以说话算

话，言行一致，提高诚信显得更加

重要，它不仅能改善党群关系、干

群关系、同事关系、家庭关系，而

且能促使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言为心声”、“讲话着算话”值

得大家躬行实践！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林宝卿

从时光深处走来
“别看针线绵密，珠子细小，

但这珠绣却有着百年历史。”说起

珠绣的历史，谢丽瑜如数家珍。

谢丽瑜是厦门珠绣的非遗传

承人，1957 年出生并成长于鼓浪

屿。这座小岛中西交融、开放包

容、充满了艺术气息的特质，也深

深影响了她的性格和人生。“几乎

可以说，厦门珠绣就是海洋文化

带来的产物。”谢丽瑜表示。清末，

厦门已成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

之一，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鼓

浪屿岛上教会学校应运而生，学

校的手工绣制课程为以后驰名海

内外的厦门珠绣技艺奠定了特有

的手工绣制技巧。

闽南亦是中国著名的侨乡，

清末民初，海外华侨回乡探亲时，

带来了用玻璃珠点缀的绣花衣

饰，厦门民间制鞋艺人从中受到

启发，尝试在鞋面上用玻璃珠子

绣出各种花鸟图案，从此，珠绣艺

术在厦门这座海岛城市生根发

芽。

上世纪 20 年代，大同路几乎

成了珠拖一条街。连接鹭江道与

新华路，大同路由于靠近轮渡码

头，地理位置上佳，加上它毗邻邮

局、海关等重要机构，其时为厦门

最繁华的商业街。谢丽瑜介绍，那

时候多以家庭手工坊的形式出

现，有不同分工，“由于纯手工，一

天下来最多只能制 20来双”。

曾在历史高光处
上世纪 50 年代，厦门珠拖生

产合作社将散落于大同路上的珠

绣坊进行整合，从而开始了珠绣

拖鞋的规模化生产。到了六十年

代，厦门皮件鞋帽厂建立，珠绣合

作社并入其中，珠拖成为该厂的

一个车间。

1975 年，刚 18 岁的谢丽瑜被

分配到当时的厦门珠拖厂，在这

里，她亲历了厦门珠绣最繁荣鼎

盛的时期：厦门两大创汇大户之

一，外贸订单接不完，最多时远销

亚欧美 58 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作为厦门珠绣设计工艺

员，谢丽瑜也设计了众多脍炙人

口的佳作。其中，厦门风光系列中

参与设计的《鼓浪春潮》作品，参

加全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百花奖

首届展览、评比中获银杯奖；她设

计的水晶牌珍珠拖鞋，在 1989 年

7 月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

金牌奖；她设计的珠绣包装盒，作

为首届全国包装设计评比会福建

省入选参评两件作品之一；她为

厦门珠拖厂设计的“水晶牌”商

标，在国内众多参与作品中脱颖

而出，被国家轻工部选中，自此厦

门珠绣拖鞋终于有了自己的商

标。

从此之后，她在珠绣的路上

越走越远，上世纪 80 年代，厦门

珠绣迎来发展顶峰。在 1989 年 7

月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

上，该厂生产的水晶牌珍珠拖鞋

荣获金牌奖。

回忆往事，谢丽瑜显得激动

而骄傲，“曾经一个意大利订货商

还特别安排团队在这里，由于东

西方骨骼不同，我们的靴型他们

穿着不合脚”，谢丽瑜解释道，“但

又对珠拖爱不释手，于是安排他

们也参与到我们鞋垫的造型设计

中。”

重回大众的视野
曾经的辉煌没有一直持续。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在计划经济

与市场经济的变革中，厦门珠绣

拖鞋厂开始减产，最终于 1995 年

停产、关门，厦门珠绣慢慢萎缩，

濒于消亡。

被称作“日本手工匠倾听者”

的盐野米松曾说，没有手工业之

后，才知道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

之间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

产品，使用起来是那么的适合自

己的身体，还因为它们是经过手

工艺一下下地做起来，所以它们

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也让使用

它的人感到温暖。

厦门的珠绣亦是如此。机器

无法替代，只能纯手工一针一线

绣制，多一粒珠，少一粒珠，就差

之毫厘，失之千里。

珠子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海

外，像意大利、捷克这些先进的玻

璃珠产地，作品的构图也有着几

何图案等西方元素，但作品体现

的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

化，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使厦

门珠绣的作品别具一格，带有东

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体现广集

博采的厦门精神。

一直到 2007 年，厦门珠绣被

认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

项目，并经谢丽瑜老师等人十多

年来的坚守与传承，厦门珠绣艺

术才开始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非遗青年计划
国家重视传统文化产业，

2007 年，厦门珠绣重新引发社会

关注，并于当年被列入福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时已退

休的谢丽瑜被政府相关部门找

到，几经周折，她又找到原来厂里

的同事，并租了房间，数人一起为

恢复珠绣艺术的传承、发展而努

力。

用谢丽瑜的话来说，不管过

去还是现在，珠绣都可说是厦门

响当当的“城市名片”。2009 年，

她受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非

遗大展上，一位从新疆地质矿产

学院退休回到北京的 87 岁的老

奶奶，当她看到摊位上展出的厦

门珠绣作品，非常激动，原来老奶

奶是厦门人，对珠绣情有独钟，看

到熟悉的物件，勾起了她的家乡

记忆。

重拾珠绣技艺十余年来，从

珠绣拖鞋，到精美挂图，从服饰包

包，到文创产品，全新的珠绣艺术

作品层出不穷，奖项接踵而至。一

针针，一线线，虽无法缝补珠绣往

日辉煌，却都倾注了守艺人的热

爱与不舍。

但鲜花与掌声的背后，依旧

是技艺传承的举步维艰。谢丽瑜

希望有更多人能为这门工艺静下

心来。此外，要真正使珠绣工艺发

扬光大，不是个人力量所及，需要

政府部门和人们给予珠绣更多关

注和适当投入，“毕竟，一个人坚

持着，真的很累”。

（陈磊 来源：海峡导报 图片

来源于网络）

2010 年 6 月 12 日，惠灵顿市长率团访问厦门，珠绣挂图《厦门风光》作

为礼品赠送给市长

在黑色丝绒布的映衬下，无数细

小的玻璃珠静静闪烁着光芒，如同夜

空中的点点繁星。

灯光照射，它们愈加呈现出缤纷

的熠熠生辉，角度挪转，眼前又变幻曼

妙优雅、华丽动人的光影效果。

走进厦门珠绣起起伏伏、跨越百

年的故事里，才发现，从起源至风靡，

到后来的销声匿迹和如今的坚守传

承，这门“针尖上的艺术”，几乎成为老

一代传统手艺历史轨迹的典型代表。

厦门珠绣手工技艺是闽南海洋文

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其设计从传统吉

祥纹样到现代抽象图案应有尽有，尤

其善于反映厦门本地风貌和海洋文化

艺术。有别于其他国内绣种，厦门珠绣

的图案独具绚丽幻彩的视觉效果和立

体浮雕的触觉效果。

2021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有关情况，厦门珠绣、惠安石雕（影

雕）、传统香制作技艺（福建香制作技

艺）、民间信俗（延平郡王信俗）等项目

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