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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黄真真大学毕
业分配进入泉州文管部门
工作。恰逢文物大普查，黄
真真骑着“凤凰”牌三八大
杠，几乎走遍泉州主要城
镇、村庄和山头，和同事们
对分散在田间地头、密林古
墓、湖岸水塘、古厝旧楼等
地的文物进行登记、测绘、
鉴定。1988—1989 年全省
地下文物专题普查，上世纪
90 年代全省“土楼资源”、

“文革文物”调查以及后来
多次的文物普查，黄真真一
次也没落下。

作为一名女文物工作
者，黄真真不但心细，还胆
大。上世纪80年代初，泉州
市区北门发现一座唐五代
时期的砖室墓葬，作为参与
这场抢救性考古挖掘的唯

一女性文物工作者，黄真真
毫不犹豫地钻入墓室与男
同事一起进行发掘工作。
黄真真回忆，在东岳山一
座明代的糖水灰墓葬中还
曾经挖掘出一具完整的泉
州版“女木乃伊”。那段时
间，黄真真经常和古墓打
交道，她打趣说当时的自
己有点港台剧里“古墓丽
影”的感觉。

正是这些古墓葬的考
古发掘，为泉州许多重要的
文化遗存，带来了重要的佐
证。黄真真印象最深的是，
在泉州市区北郊“少林寺”
遗址周边宋代和尚墓出土

的两个骨灰罐中，其中一个
盖着宋代芒口彩青瓷碗刻
画的4尊武僧像。这一发现
成为南少林泉州历史遗存
的有力佐证。

在担任泉州文物保护
管理所负责人的十余年里，
黄真真和同事们专注于洛
阳桥、安平桥、圣墓三处国
家级文物的系统保护。安
平桥禁止机动车通行，就是
在她任上提出的。黄真真
说，这些文化遗产就像是上
了年纪的长辈，需要后人精
心呵护。泉州申遗成功后，
黄真真更加笃定文化遗产
保护所带来的价值。

如今，虽然已经退休多
年，但黄真真对文化遗产的
热爱从未改变。在不少文
化记者的眼里，黄真真是一
个让人从骨子里敬佩的“大
姐”，平日里，只要记者有需
求，黄真真总是用洪亮爽朗
的笑声说，“那里我知道，我
带你们去。”

“青春就是要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平日里，黄真真
总是乐呵呵勉励年轻人加
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
列中来。她说：“不管是文
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传统文
化的弘扬，都需要靠一代代
人接力完成。”

考古“女汉子”
“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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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泉州文化遗产守护者
感言：青春，就是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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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退休8年，但只要谈起文化遗产保护，68岁的黄真真仍然像年轻
人般充满激情。黄真真说，从毕业开始，她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几十年来，她走遍了泉州每一个县、市、区的重要文物景点，用她自己
的话说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走到了今天”。

黄真真成为文物工作者，还真的颇有戏剧性。年少时，黄真真的人生理
想是当一名医生，1973年，黄真真“上山下乡”时曾经是一名赤脚医生。后来，
恢复高考，黄真真报的是医学专业，可厦门大学历史系调剂专业时阴差阳错
选择了黄真真，从此她和文化遗产的缘分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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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67岁
职业：高级经济师、作家
感言：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

人物：王忠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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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杨江参

“人生如行路，一路艰
辛，一路风景。”南安人王忠
智说，你的目光所及，就是
你的人生境界。可能很多
人都有这种经历，但他却用
散文写下身边的各种变化
和美好，还收获了各种文学
奖。67岁的他，不仅是一个
高级经济师，也是一位在全
国散文诗界有一定影响力
的作家。

王忠智回忆，上小学一
年级时，语文第一课便是

“首都 北京天安门”，在雄
伟庄严的城楼上，毛主席向
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
立了！”那画面，那场景，令
他震撼至今，也为他种下了
文学的种子。

“人生往往都是从偶然
开始，又从偶然走向必然。”

王忠智记得，那是个冬日的
早晨，阳光非常温柔。小学
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王丽端
年轻活泼开朗，她用银铃般
的声音朗读同学们较好的
作文作为范文，“同学们大
家都要努力，如果想去看北
京天安门，要像王忠智的作
文写得那么好”。这句话让
他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从那以后，他对语文课
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可惜好
景不长，恰逢特殊年代，文化
课教材都变了。但他的“天
安门梦”一直都在发酵，语文
课本一遍又一遍地读，还借
来大量的古今小说，通宵达
旦地看。有一次看到半夜睡
着了，竟然推倒了煤油灯，点
着了被子，差点酿成大祸。
恢复高考后，经过一个多月
的日夜复习，他拿到改变命
运的金钥匙，考进福建一所
中专学校，除了专业课的学

习，还自修文学方面课程。
1979年下半年转入工作后，
他坚持在职学习厦门大学课
程，并专修《大学语文》等文
学基础，直至毕业。

“我一直坚持要有好的
题材才下笔。”从 1978年开
始发表文学作品，到 2014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王忠
智先后发表作品数百篇，出
版了三部专著，并不算高
产，这与他的坚持有关。

和很多泉州人一样，王

忠智周末几乎都要爬清源
山。山脚下，有一棵曾经连
根倒下又顽强生根出芽的
榕树，很多登山客都熟视无
睹，却触发了他的情感。“这
棵百年倒榕可能是在一次
台风中连根倒下，竟然又顽
强活下来了。”王忠智的散
文《卧魂》写的是一株度过

“悲欢交织”与“心酸历程”
而后倒卧地上的古榕树，令
人惊奇的是全篇没有出现
一个“树”字，仅以“一位老

人在临摹魏晋风骨”暗喻。
“一条城市道路，把绿

色生态、园林园艺、地方传
统、历史文化等融合在一
起，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
现实中，王忠智是一名高级
经济师，也是晋江一大型民
企的高管。家住泉州市区
的他，晋江世纪大道是他每
天上班必经之路，20年间双
方见证着彼此的变化。所
以，他就把自己对世纪大道
的这种感受写了出来。

“文学是精神支柱，是
兴奋剂，助我抵达温馨的驿
站。”王忠智说，他主业是经
济管理，第一副业是文学创
作。朋友问他，整天忙于管
理企业的繁杂琐事，还有精
力从事文学创作？他把文
学当成生活的调味剂，经济
管理和文学创作，处理好了
相得益彰。几十年笔耕不
辍，他著有《独坐秋山》等诗
歌，散文集四部，13.8 万字
长篇散文诗也即将出版。

高级经济师也有文学梦

王忠智用散文和诗歌写
出身边的各种变化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