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經》中的勞動之美

豆棚閒話

千百年來，古代文學典籍中流傳着許多關於
勞動的詩篇，在字裏行間讚揚了勞動之美、勞
動之樂。詩歌與勞動本就關係密切，而《詩經》
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裏面的很多歌
謠都記錄和描寫了先民的勞動生活。又是一年
勞動節，讓我們從《詩經》出發，品讀千年風
韻，體味先民的勞動風采。
《詩經》裏的歌謠總是在質樸的文字中展露
着生活的情趣。如《芣苢》是一首明快而優美
的勞動之歌，講述了女子採集車前子這件事。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全詩只用「採、有、
掇、捋、袺、襭」六個字，便把田家女子三五
成群，在朗朗晴空之下、錦繡平原之上勞動的
熱鬧景象呈現在讀者面前。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詩經》中不乏
收穫的景致。《良耜》就是秋收後周王祭祀土
神和榖神的樂歌。「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農人將鋒利的犁頭插入土，在向陽的大地上開
始耕田。他們用荼蓼作為肥料，所以莊稼長勢
喜人。時光不負有心人，到了豐收的季節，可
聞「獲之挃挃，積之慄慄」，可見「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割禾的「唰唰」聲在田野四起，
糧食豐餘，家家戶戶的儲糧倉裏裝得滿滿當當。
古老先民在勞動中，經常會通過做夢、祭祀

等民俗信仰來表達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牧歌《無
羊》的最後一小節，記錄了牧人做夢的故事。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牧人夢
見蝗蟲變成魚，龜蛇旗變成鷹隼旗。占夢先生
說前者預兆豐年有餘，後者預兆人丁興旺。這
既給勞動戴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也暗示了勞
動孕育生命，是生命延續的永恒主題。
除了謳歌勞動外，《詩經》裏也對那些損害
勞動的行為進行了批判。比如《伐檀》一詩就
譏諷了不勞而獲。詩中的老爺公子，他們雖然
「不稼不穡」，卻有稅收，有榖吃，糧倉也充
盈；他們即便「不狩不獵」，院子裏也掛滿了
豬獾、野獸和鵪鶉。這是因為他們剝削着下層
勞動者，受農民供養，所以自己能夠「不素餐
兮」，白白吃閒飯。
可以看出，《詩經》的產生既受勞動影響，

也從藝術層面反映着勞動生活。勞動，不僅是
維繫生活的必要手段，也是人們嚮往美好未來、
開創生命奇跡的途徑。

友人最近被一件事困擾：她前
些天下班，停車在路邊與人通電
話，有人敲她的車窗，是一個挑
着竹籠的農村男子，聲稱錢被偷
了，疫情期間到處要通行碼，去
報警求助，門都進不去，想回家
又沒錢買票坐車。她把身上的幾
十塊錢都給了那個男子。雖然她
無法辨別對方的話語真偽，但抱
有一個最質樸的念頭，如果是真
的，就不能讓一個人在異鄉失
助。
過後她跟同事和朋友說起這件

事，卻被嘲笑為「濫好人」，與
其送幾十塊錢給騙子，還不如買
些零食來請眾人吃，大家還念及
你的好處……受到打擊的她，被
卡在了道德理想與現實之間，不
明白以後如果再遇到類似的事
情，還要不要行善？《孟子》
說：「為仁不富。」如果自己真
是濫發慈悲之心，不僅容易被騙
破財，難以富有，還會淪為他人
的笑柄。
我看了她的困惑，雖然不清楚

她遇到的是不是騙子，但知道問
題出在哪裏。很多人的困擾，不
是來自經歷的事情本身，而是想
得太多，或太過在意他人對自己
的看法。我跟她說了一件自己親
歷的事情：20年前，我們一幫朋
友聚會，門口有兩個外地婦女怯
生生地表示，已經兩天沒吃飯
了，想討碗飯吃。
我們有些不知所措，這年頭，

不討錢，只討飯吃的人已經很少
見了。朋友的母親盛了兩碗飯，
又從每盤菜各夾了一些菜，堆得
滿滿的，拿了兩張凳子，讓她們

坐着吃。問她們為何落到如此境
地？兩人說是來此地尋親不遇，
盤纏用完了，在外面張望了許
久，看到屋裏有老人，才壯着膽
子來討口飯吃。
這套說詞，我們聽了有似曾相

識之感。朋友的母親卻用一種無
庸置辯的口吻，讓我們每人拿出
10元錢，湊了一百多元錢給兩人
作為回家的車資。老人的做法令
我們很疑惑。等到兩人走後，有
人說，她們可能是懂得怎樣賺取
同情心的高明騙子，網絡上有名
言：給要錢的一點飯，給要飯的
一點錢。興許她就是這樣的心理
高手。
老人平靜地說，即使她們真是

騙子，你們也不過是每人損失了
10塊錢，但如果確實是遇到困難
的人，就能用最小的代價幫她們
一把，不能因為有人用這種手法
騙錢，就從此放棄了幫助他人的
意願。
事隔多年以後，我才發覺這一

堂人生課受益匪淺。英國劍橋大
學哲學家西蒙布萊克伯恩在著作
《做個好人》裏問，怎樣的人生
才有意義？答案是因人而異——
只要是以自己期望的形式，把社
會行為與目的建立起一種合乎邏
輯的聯繫，就是有意義的。行善
是滿足個人內心的道德責任自覺
意識，成就更好的自己，每一次
善舉，不管結果如何，都是對自
己心靈的一次照亮。而且，那些
畢生致力於善行義舉並能從中獲
取樂趣的人，我相信內心也一定
富有四海，遠遠超出物質積累的
快樂。

◆青 絲

為仁之富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鄭成功與「國姓井」

大山深處的中學校（上）

浮城誌

兩年前的一天，在醫生詩人周光光的診
所，一位中年人招呼了我，看着面容有點
熟悉，卻一時又想不起是哪位故人。當他
報出姓名，問我還想得起來嗎？我不由得
有些驚喜，連說：「怎麼想不起喃，怎麼
想不起喃，我們還是老同學呢。」
生活中的有些「老」，是讓人眷戀的，
如老朋友、老戰友、老同學、老同事、老
哥們，乃至於老首長、老部下等等，這些
「老」們一旦相逢，心情都會溢出幾分激
動。而我和這位中年人，就是41年前的老
同學，他叫張紅兵。
1981年的春天，我到聯合公社中學校82級

1班插班讀書。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
我，沒有插隊當過知青，但插班讀書，也算
帶上一個時代的小小特色了。聯合鄉於我是
外鄉。1979年7月我從共同小學校畢業後，
是考上了本鄉重點中學——紅星公社中學校
的，但第二學期還沒讀完，因為受到校園霸
凌，我不顧父母和老師的勸阻，自動輟學了。
13歲的孩子沒讀書，回到生產隊又能做些什
麼呢？3個月後我萌生了讀書願望，班主任老
師雖然同意我繼續上學，但學校負責人的答
覆是：「學校不是茶館、酒店，想來就來想
走就走。」偏偏那時我的讀書慾望強烈起來。
為了讀書，13歲的少年產生了到外鄉中學校
插班的念頭。去二姐出嫁的村莊撿牛糞時，
我慕名結交了一位家庭條件很好，和老師關
係不錯，年紀和我差不多的朋友，那位朋友
叫邵太金，在他的幫助下，我去插了班。不
巧的是，我在紅星公社中學校讀的是82級，
已經輟學半年多的我，到聯合中學還得讀這
個年級，因為離開朋友邵太金這個班，他也
沒法幫我。
再次進校園，父母是反對的。就在我輟

學的大半年時間裏，土地責任制落實到戶
了，大哥也和我分了家，每學期8元錢的
學費也不是個小數目。可我偏偏固執地要
去念書，為了讀書，我對父親以死相逼。
記得去報名的那天清晨，母親在土灶前燒
鍋做飯。看到我往外面走，母親對我說，
你聽我說嘛，去讀什麼書喲，土地下戶
了，家也分了，把莊稼種好，再過兩年，
也就會有人給你介紹姑娘了呢。我一邊聽

着母親的嘮叨，一邊慢騰騰地往外面走
着。那時候真害怕母親追出來將我拽回
去，但母親到底是沒有追出門來。
父母沒有給我一分錢的學費，這和當初

考上紅星公社中學校，父親賣了皮鞋給我
交學費形成鮮明的對比。朋友邵太金從他
的壓歲錢中借了一元錢給我去預交，班主
任老師也同意以後慢慢交。雖然是在外鄉
讀書，畢竟脫離了校園霸凌，心情還算可
以。但那次插班是跳躍式的，初中2冊沒
有讀完，3冊沒有讀過，直接去插班讀4
冊，數學成績一塌糊塗，偏偏班主任老師
又是教數學的，報名時聽說我成績不錯，
但一次數學測試下來，好感度就幾乎沒剩
多少了。好在我的語文成績和政治成績還
算中等偏上，學習綜合成績也就不至於糟
糕透頂。
家鄉洪雅，聯合鄉是一個山區鄉，山勢險
峻，山道彎彎，林木遮天，坡陡路難。聯合
公社中學校在一個密林深處的半山坡上，學
校周圍有一片斑竹林，竹林裏常有鳥兒鳴叫。
學校大門外是石板鋪的階梯路，大門內有一
個天井，簷柱敦實，雕龍畫樑，房屋古舊，
門窗繡花。據說是當年地主老財的房子，土
改被充公後，先是作鄉公所，後給了學校。
天井兩邊的屋子作為外地教師的寢室和吃飯
的地方，天井正中是一個禮堂，作為學校開
會學習的地方。穿過天井爬上坡去，半山坡
上有兩排房子，每排房子有兩間教室，教室
外面有一塊草坪，供學生玩耍，教室西面有
一個由冬水田填充起來的籃球場，是進行體
育活動的地方。教室不算破舊，但配備了桌
椅板凳。
學校裏有五六位教師，將近300名學

生。教師只有兩名是本地人，其餘都是外
鄉調來的。校長戴着一副眼鏡，文質彬彬
的，給人很儒雅的感覺。教師們多才多
藝，敬業愛崗，對待學生和和氣氣。學校
的學生來自於山區，衣着樸實，言語簡
單，學習認真。同學之間交流不多，男女
同學不會交流。雖然同學之間也會打打鬧
鬧，但打架鬥毆的事情很少發生。學生們
早上挎着書包從家裏帶着一盅米飯去，中
午在學校食堂的大鍋裏蒸熱吃後，伏在課

桌上睡一會兒午覺，下午上完課放學後，
各自回家。
比起到紅星公社中學校讀書來，我每天要

多走幾公里山路。天沒亮就起床，吃了早飯
走到朋友邵太金家，約起他一起上學。邵太
金的父母、姐姐和哥哥都對我熱情。記得有
一次，去上學的路上，天忽然下起大雨來，
全身都被淋濕了。到了邵太金家，他的母親
拿出他的衣服要我換了，我見天氣晴了，不
換，老人家誠懇地說：「這是太金的舊衣服，
你穿回去嘛，不用還了的。」雖然年少不懂
事的我最終還是沒有換下濕衣服，但老人家
的那份真情，令人感動。冬天日照時間短，
有時剛剛放學天就黑了，就在邵太金家吃飯
住宿，第二天再去上學。
在聯合中學82級1班讀書時，還有兩個

同班同學給我印象很深。一個是張紅兵，
因為他送了一本課外書籍給我。張紅兵那
時候在班上是很讓人注意的。高高的個
兒，白皙的皮膚，乾淨的衣服，一雙眼睛
總是充滿着友善的目光，屁股後面經常有
一兩個小跟班。據說張紅兵的父親在縣電
力公司上班，家裏境況比一般人好得多。
我和張紅兵的交往始於一本課外書籍。那

個時候吃飯都成問題，學費還要賒賬，家裏
哪還有錢給我買課外書籍呢？偏偏我又特別
喜歡讀課外書，不管什麼書，到手即讀。有
天我發現張紅兵的書包裏有一本藍色花邊的
《修辭知識》，放學的路上試探着問他借來
閱讀，他爽快地答應了我。喜歡作文的我覺
得這本書對我寫好作文用處很大，又小心翼
翼地問他可不可以送給我，不料他仍然答應
下來，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歡喜。這本書我保
存了41年，現在還放在我的書櫃裏。雖然書
邊已經磨損不少，但內容完好無缺。翻開書
來，書裏勾勾畫畫，還有不少文字批註，足
見少年時我對這本書的喜愛。自然，這本書
也記載了我和張紅兵的少年友情。張紅兵初
中畢業後，去河北張家口當了幾年兵，退伍
回來恰巧遇洪雅縣電力公司招工，通過招考，
進入電站工作。張紅兵的妻子在砂石場上班，
家裏育有一兒一女，女兒已當母親，開着一
家超市，兒子剛剛大學畢業，有着溫馨的家
庭和圓滿的人生。 （未完待續）

井為何物，盡人皆知。井也有姓，知者不多。
鄭成功當年屯兵東南沿海時，為解決將士們飲水
困難而開挖的水井，後人飲水思源，稱其為「國
姓井」，意指「國姓爺」開挖的井。閩南一帶，
但凡鄭成功軍隊重要駐地，便有「國姓井」。單
是廈門島，就有鼓浪嶼上「國姓井」、延平公園
內「國姓井」、廈大映雪樓後「國姓井」、高崎
村中「國姓井」等。其中，除了少數還在正常使
用外，多數已成為與鄭成功有關聯的歷史遺蹟。
「國姓井」，一邊繫着鄭家軍，一邊連着老百

姓。今年是鄭成功逝世360周年。六個甲子過去
了，鄭成功依然活在炎黃子孫的心中。那日，我
懷着對鄭成功的尊崇之情，特意走近位於集美街
道潯江社區尚南路1號歸來園南部20米開外的那
口「國姓井」，懷想、追思鄭成功。當我來到歸
來園大院前，向門衛說明來意後，一位中年人指
了指左前方說：「就在那邊的路下方。」我照其
示意，穿過一座小花園，在尚忠路口旁，一個方
形水泥井台赫然入目。井的一側，立着一方「文
物保護」的石碑。抵近觀察，發現邊長約90厘
米、高約60厘米的井台四周，都有「國姓井」三
個魏碑浮雕。因為不再使用了，井口加鎖鐵欄
蓋，一棵從井壁上生長的小葉榕，俏皮地探出
「頭」來，似在訴說它與鄭成功有關聯的故事。
鄭成功（1624－1662）是福建泉州南安人，祖

籍河南固始。明末清初軍事家，抗清名將，民族
英雄。因蒙隆武帝賜明朝國姓「朱」，賜名成
功，並封忠孝伯，世稱「鄭賜姓」、「鄭國
姓」、「國姓爺」，又蒙永曆帝封延平王，稱
「鄭延平」。鄭成功治軍嚴明，且經常親身督
戰，身先士卒，視死如歸。永曆七年（1653），
清軍圍攻福建歷史上四大商港之一、位於今龍海
市海澄鎮西南九龍江下游江海匯合處的海澄鎮。
鄭成功為鼓舞將士，從廈門親臨海澄，登上炮台
督戰。清兵炮火齊發，部將合力將鄭成功拉下炮
台。鄭成功剛剛離開，清軍的炮彈正好落在鄭成
功的座位上，「空座」旋即被擊得支離破碎……
廈門，是鄭成功歷史活動的重要舞台，他一生

中最重要的時光是在廈門度過的。順治二年

（1645），清軍攻入江南；之後不久，鄭成功率
領父親舊部，在中國東南沿海抗清，成為南明後
期主要軍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襲、包圍清
江甯府（原明朝南京），終遭清軍擊退，憑藉海
戰優勢，固守泉州府的海島廈門、金門。順治三
年（1646）秋，清兵進攻福建，隆武帝被生擒，
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掌握隆武朝廷軍權，在漢
奸洪承疇的勾引下，率兵投降了清朝。鄭成功反
對父親降清，率領部下先在廣東南沃島起兵，繼
而挺進廈門鼓浪嶼，順治七年（1650）佔領廈
門、金門兩島。之後與清軍展開不斷的戰鬥，逐
步收復了福建漳州、泉州地區，並控制了北至浙
江舟山，南至廣東潮惠的東南沿海地區。
1659年夏，鄭成功率水師10餘萬北上，經舟

山溯長江，連克瓜州、鎮江等城。7月圍攻南
京，誤中清江南總督郎廷佐的強兵計，折兵回廈
門。翌年，清軍分三路進攻廈門，被鄭成功擊
退。鄭成功在堅持抗清的同時，又與侵佔我國領
土台灣的荷蘭殖民者展開長期的鬥爭。順治十八
年（1661）率軍橫渡台灣海峽，翌年擊敗荷蘭東
印度公司在台灣大員（今台灣台南市境內）的駐
軍，收復台灣。1661年4月，鄭成功率領兩萬餘
名將士跨過海峽，經過8個月英勇戰鬥，於1662
年2月1日收復了被荷蘭殖民者侵佔達38年之久
的中國領土台灣。天妒英才。鄭成功收復台灣5
個月後，因操勞成疾，不幸逝世，時年38歲。
時至今日，在閩南和台灣，還流傳着歌頌鄭成

功的故事與傳說：明朝永曆九年，鄭成功偕同夫
人董氏從廈門鼓浪嶼回到故鄉石井。一天早上，
鄭成功登上泉州南安鼇石山，站在「筆架凌空」
石旁，眺望五馬江景色。忽然，石井鎮裏傳來一
陣鬧哄哄的聲音。原來，故鄉大旱，田地龜裂，
莊稼枯黃，滴水如油，鄉親們靠着牛嶺山麓那口
小小的石井，從早到晚輪流提水。是時，數千鄭
家軍在此駐紮，飲水、燒飯成了一大難題。心急
如焚而又無計可施的甘輝提督和叔父鴻逵，想要
撤離石井，另擇操練場地。鄭成功得知後，語氣
堅定地說：「石井素有『海都』之稱，乃是屯師
練兵之勝地，千萬撤不得！」當鄭成功連忙和董

夫人來到大祠堂後，只見甘輝和鴻逵被鄉親們團
團圍住，面前石埕上，排着一桶桶、一缸缸清清
的井水，紛紛要鄭家軍收下。
眼見父老鄉親如此擁戴鄭家軍，鄭成功既感到

盛情難卻，又頓覺心情沉重——單靠那口小小的
石井，無法解決軍民飲水難題。鄭成功獨自漫步
海灘，苦苦地思索着。當他走到岸邊相思樹下
時，忽然發現有成群的螞蟻在爬行。鄭成功喜上
眉梢，趕快解下束腰玉帶，把蟻窩圈了起來，立
刻召甘輝提督帶一隊兵士前來，他胸有成竹地
說：「從本藩玉帶所環之沙地挖下，必有清泉
水。」果然，掘開沙地，不及五尺，一股清涼的
泉水從土層裏冒了出來。於是，將士們驚訝而又
欣喜：這莫非國姓爺是東海神鯨轉世的，束腰玉
帶是天上神仙的寶貝。鄭成功聽後淡然一笑：
「螞蟻爬行疊窩，只有淡水淡地方能發現，若是
鹹水鹹地，螞蟻則難以生存。並非本藩玉帶有什
麼神力能迫使龍王獻出淡水，實為沙地之下有淡
水源頭，一經打開即噴湧而出。」自從在海邊沙
地上開鑿出這口井後，鄭成功覺得故鄉不乏淡水
源泉，便發動鄭家軍兵士，在故鄉各處尋源打
井。數日之內，接連挖出幾十口水井，眾鄉民得
到啟發，也紛紛仿效，從而解決了飲水、灌溉的
難題。後來，人們就把鄭成功指導開挖的那口
井，稱為「玉帶環沙國姓井」。
「國姓井」的傳說，以鄭成功在家鄉訓練士兵

準備東征的歷史事實為背景，附會在舊時沿海人
民生活中最常見、最不可或缺的水井上，構成了
一則表現人民擁戴鄭成功和鄭成功愛護老百姓的
動人故事。一口口十分平常的水井，因與鄭成功
的事跡聯繫起來，就顯得不平常了。那天，離開
「國姓井」前，我特意俯下身子，透過小葉榕的
縫隙，但見清澈的井水，平靜如鏡，悄無聲息。
觸景生思，懷想無限。「飲用國姓水，不胖也要
美」的民謠，和着當年鄭家軍士兵打水時的歡聲
笑語，由遠而近，若隱若現，在耳邊響起……

◆羅大佺生活點滴

◆徐堃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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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忠厚老實的人，善良於他們是做
人的根本。他們用一言一行為我樹立了良好的
榜樣，讓善良的家風在我這裏得到傳承。
小時候，家裏生活拮据，主食多是高粱和
玉米麵。但每逢年節和爺爺奶奶生日，母親都
會想方設法給他們準備禮物。
有一年中秋，母親手裏實在沒錢了，於是
領着我，去山裏刨了一天的藥材，帶到街上賣
了錢，給爺爺買了一瓶酒，給奶奶買了兩斤月
餅。
如今爺爺已經到了耄耋之年，和叔叔嬸嬸
同住，父母總會抽空去看看爺爺，陪他坐一會
兒，聊聊天。每逢年節或爺爺生日，母親總早
早叮囑我們，要給爺爺準備禮物。
父親懂一些建築知識，會看圖紙和做預算，
瓦工手藝也非常好。從我有記憶開始，誰家修
房建屋，都會找父親去參謀一下。從房子的位
置和戶型的設計，到用多少料，應該怎麼建，
父親永遠衝在前面，盡心盡力去幫忙。父親從
沒考慮過請一天假扣多少工資這種事情，他甚
至覺得，能為鄉親們做點兒什麼，是件特別值
得驕傲的事。
誰家有個紅白喜事，母親都主動去幫忙。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年臘月，鄰居二娘家
娶兒媳婦，因為媳婦娘家是外地的，來了好幾
十人送親。她家只有三間房，還騰出了一間來
做新房，沒有辦法招待這麼多人。母親不忍看
着二娘着急，就把這些人請到了我家，把為過
年準備的蘋果、桔子、花生和瓜子拿出來招待
他們。還囑咐我看好爐子，把屋裏弄得暖和點
兒。

那天，這些人在我家呆了整整一天，將果
皮果殼扔得到處都是。
二娘到我家來接客人時，看到滿地狼藉，
非常不好意思，想留下來幫忙收拾。母親笑着
拒絕了：「你都忙了好幾天了，今天兒媳進了
門，能踏實睡個好覺了，送完客人就早點兒休
息吧。我這自己收拾一下就行，不費什麼事。」
父母一直信奉並堅持着善良，他們與人為

善，孝順老人，友愛鄉里，勤勞能幹。這些品
質，早已融進了我的思想，根深蒂固，成為了
我行走世間為人處世最基本的準則，我也將這
份善良傳遞給了女兒。
女兒過十五歲生日時，她同學彤彤告訴我

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她們一起去市裏，公交車
上人非常多，女兒堅持把座位讓給一位剛上車
的老爺爺，老爺爺起初謝絕了女兒的好意，女
兒堅持扶老爺爺坐下來，告訴他自己馬上下車
了，然後擠過人群，站到了車門的位置。彤彤
說她很佩服女兒。我用滿含柔情的眼神微笑着
看着女兒，將她垂到臉頰上的一縷碎髮拂到耳
後。
女兒靦腆地對我笑了笑，說：「我怕老爺
爺知道我要站一路心裏有負擔，才騙他的。」
「女兒，你是媽媽的驕傲，我為你善意的謊言
點讚！」我由衷地說。
看着紅暈慢慢爬上女兒白淨的臉龐，我滿
心歡喜將她擁入懷中，吾家有女，正走在成長
的路上，而且走得很好，純真、善良而美好。
善良是最好的家風，是最深的情，最真的
好，它足以讓我們擁有一份穩穩的幸福，抵擋
世間一切殘酷，讓心有了歸宿。

善良是最好的家風
◆張曉傑來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