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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碼

包公祠位於河南開封，具有近千年的歷史。清明時節走近
包公祠，一種浩然正氣撲面而來。包公名拯，安徽合肥人，
北宋時期著名的清官和政治改革家，以不畏強權、鐵面無
私、秉公斷案、執法如山著稱。在民間，更是被神化為黑面
月牙、日管陽夜管陰的神話人物「包青天」。現實生活中的
包公是一位白面書生，身高1.65米。23歲之前寒窗苦讀，但
一直沒有取得理想中的功名，於是先成家後立業，婚後苦讀
5年，於28歲考中進士。卻因父母年事已高，辭官不做，回
家孝敬父母。39歲重新出仕做官，又因剛正不阿歷盡坎坷，
59歲才受到宋仁宗重用，擔任了第93任開封知府，後來官
至從一品副宰相，可謂大器晚成。
包公祠主要建築由大殿、二殿、東西配殿、半壁廊、碑亭
和大門樓組成。走進氣勢雄壯的正大門，兩邊門柱上一副對
聯引人注目：「公心著在竹帛，千秋共頌赤膽」「正氣被之
管弦，百姓皆呼青天」。對聯跨越千古，充分體現了百姓對
他的愛戴之情。
大殿中央有一尊3米多高的包公坐像，蟒袍玉帶，威嚴端

莊，正上方懸掛着「正大光明」四個字。坐像兩旁陳列着一
些出土的碗、盞、木俑和普通硯台等文物，山牆上有一幅反
映包公政績的彩陶壁畫，壁畫邊的龍鳳圖案，大殿展示了包
公的氣魄和威嚴。
二殿內的包公石刻像拓片，線條清晰，生動傳神，是現實
生活中包公容貌的真實再現。一則包公家訓體現了包公的高
尚品德：「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
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二殿中
間豎立的一座「開封府題名記」石碑，據說是北宋遺物，上
面刻有北宋183位開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
東殿的《鍘美案》蠟像群色彩鮮明、栩栩如生。王朝馬漢
擒拿着陳世美開鍘，公主滿臉怨氣，國太咄咄逼人，秦香蓮
撫着一雙兒女渴望正義，包公手托烏紗帽，大義凜然。這個
故事從小到大不知聽了多少遍，看了多少回，可是望着秦香
蓮渴望的眼神和包公無畏的目光，我的眼淚還是差點掉了下
來。《智鍘趙王》群體塑像則是包公不畏強權、執法如山的
精神體現。
西殿則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展示了包公「端州擲硯」「陳
州查糧」「怒鍘親侄」「重開惠民河」等10個歷史傳說故
事。殿內展示了包公畫像、包公先祖部分畫像、宋代臥榻、
轎子、帽翅、靈璧石等，帽翅的長耳是為防止官員上朝時交
頭接耳而設計的，而當地人說，摸過靈璧石可以包治百病。
包公祠東有一口水井，人們叫它「廉泉」。傳說井裏的水
會因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味道，百姓喝了解渴，清官喝了甘
甜，貪官喝了苦澀難嚥。雖是傳說，我想茫茫遊客中，肯定
也有人不敢去嘗。包公祠坐落在包公湖西畔，我坐在湖堤
上，一陣微風拂過，楊柳依依，微波蕩漾，不由感到透徹心
扉的清爽……

莫高窟中的最美微笑

豆棚閒話

你會微笑嗎？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傻？什麼樣的微笑撫慰人
心，今天就給大家介紹最讓我魂牽夢繞的一抹微笑，它就在敦
煌莫高窟259窟裏。
「他的笑容就是一種啟示」，這句話是「敦煌女兒」樊錦詩

先生說的。據說，每當她在敦煌莫高窟遇到煩惱和困難的時
候，她總會想起來這個獨具魅力的微笑，這個微笑給她一種力
量的啟示。
我呢，每一次去敦煌，都想着去看看它。它在這裏已經1,500

多年了，它沉默無言的微笑中透露着神秘的力量，這是一種垂
眼芸芸眾生，在喜怒哀樂、在愛恨情仇的糾結裏的不悲不喜。
它的微笑中透着內在的慈悲，淡淡的輕鬆，和內化在心中的

喜悅。這種喜悅來自禪定中的感悟，對生命的參悟，還有一種
對精神枷鎖的解脫。這是1,500年前，一些中國人曾經達到的精
神狀態，也是莫高窟259窟想告訴我們的資訊。
奇妙的是，你站在它的面前時，不同的角度會帶給你不同的

交流體驗，神秘喜樂的笑，安祥地面對來來往往的人，或許還
有一點沒有情感波動的平靜。還有什麼呢？如果您有機會親眼
去看它，不妨從不同角度來和它面對面溝通一下。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你看看它的衣服，據說來自於古

印度時期流行的袈裟，中國人後來將這種穿在身體上的衣服形
態稱為「曹衣出水」。
「曹衣出水」據說起源在中國北齊時期，莫高窟的開始歷史
也碰巧開始在北齊。那個時候，從現在的中亞烏茲別克斯坦過
來了一個畫家，叫做曹
仲達。他後來留在中國
生活，帶來一個人物衣
服褶紋繪畫的技巧——
用極細的毛筆，畫出衣
服如薄紗一般的褶皺，
就似衣服剛從水中撈
出，貼身在身體上的質
感，故名「曹衣出水」。
歷史上記載，這位曹
先生後來還做了官，留
下了不少作品，可惜都
沒有留存下來，不過他
的創作風格依然流傳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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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佺

包公祠裏清風揚●良 心

當代「花木蘭」悲劇

文竹風骨

詞度墨香詩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初夏
晉江詩客鞠躬

日麗風和草樹茵，
海山春暮夏初臻。
松姿眷戀瑤池望，
竹影從容野陌親。
十里荷擎雲錦燦，
千絲柳釣玉人淳。
滄桑歲涌清頑垢，
自信神州正氣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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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竹是一種極具觀賞價值的植物，
體態輕盈，如雲似霧，文雅嫻靜，深
受人們的喜愛。尤其是在書房、案
頭、窗台乃至臥室等地方，養上一盆
文竹，一個房間的氛圍和氣質也變得
不俗。
倘若，在客廳放置一盆硃砂盆栽的
文竹，下班回來，一進門便能被它奪
了目光，好一片縈繞不散的青煙，好
一派鮮活的山水！花架要配古銅色
的，成熟別致之中，又不失輕重。文
竹四季常綠，經冬不雕，雖無百花之
艷，卻猶勝花之飄逸。
文竹給人一種靜美。纖細如羽毛之
葉，苗條若山間清泉，遇上開花，花
朵小巧玲瓏，色白如雪，星星點點，
散落在翠葉叢中。通常，養到三五來
年，從孤零零的幾株長成了一片絕佳
的氣象，不聲不響。文竹之花，沒有
野外的桃李之花張揚，卻給人一種嫻
雅和靜氣。別看個頭雖小，花香卻很
濃郁，開得熱烈又安靜，真乃一花綻
放，滿屋生香。
文竹，給人一種穩重之態。文竹的

成長是緩慢的，一年四季中，你甚至
感受不到它的變化，可是它的的確確
又在蛻變着，直到某個瞬間積攢了所
有的勇氣，一剎那的美，足以令所有
人驚艷。這種成長，不被時間和社會
束縛，隨心且自由。單位的辦公樓裏
也養有文竹，這是取文竹的諧音「穩
住」之意，領導希望單位的職員都能
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工作，穩中求
進、穩中求變。
喜歡文竹的人，內心都有一種強大
的定力。獨處時，享受一個人的時
光，可以安靜，可以宣洩，可以在內
心修籬種菊，也可以波濤洶湧，任他
風雨飄搖；面對大是大非，臉上依然
從容，心如止水，臨危亂而不懼，欲
突破於瓶頸，成大事者的君子風範就
在於此。
宅家時，看着那一叢叢文竹，我的
光陰也慢了。人的確要有悠閒的時
光，騰出時間，騰出空間，讓自己的
心魄得以追趕上來，只有這樣，生命
的長度和厚度，才會像酒釀般發酵，
變得濃郁醇香。

●管淑平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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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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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止境
●張武昌

從昆明新聞里社區南僑機工歷史文化牆，到
畹町南僑機工紀念碑英名錄，一張張南僑機工
年輕的面龐英姿勃發，一段段南僑機工歷史文
化和歸國華僑的愛國往事撲面而來。
在南僑機工回國抗戰85周年的2024年8月，
廣東江門市《江門日報》的記者重走滇緬公
路，尋找廣東五邑籍華僑機工鮮為人知的故
事。廣東五邑地區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南
海之濱。五邑，指今廣東省江門市下轄新會、
台山、開平、恩平、鶴山五個縣級行政區。五
邑地區是廣府人的聚居地，海口埠是五邑地區
華人出海謀生的重要口岸，被稱為「廣府人出
洋第一港」。
記者們經過一路實地追訪，最後來到畹町參
觀「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他們發
現，南僑機工中有許許多多廣東人的身影。由
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廣東省在世界各地的華
人華僑人數居全國之首。據最近的不完全統
計，全球華人華僑約有6,000萬。其中廣東籍
（包含客家、潮汕籍）約有2,500多萬，佔比
42.5%，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南洋）。
廣東省的華人華僑不僅在數量上佔據優勢，
還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他們通過投資、捐贈等方式支持家鄉建
設，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長期關注和支
持家鄉的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捐助了大
量社會公益項目。據有關統計資料，在中國抗
戰時期，回國參戰的華人華僑約有5萬人，其
中廣東籍的就有4萬人。回國參戰的來自9個
國家和地區的3,200多名南僑機工中，廣東籍
的有2,000多人（包括原屬廣東的海南），福
建籍有616人，其他省區的有781人。廣東籍
中，梅州籍的有123人，分別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尼、泰國等地，其中馬來西亞籍的
有74人，新加坡籍的有24人，印尼籍的有14
人。
經《江門日報》記者沿滇緬公路深入調查，
初步整理出五邑籍南僑機工有158名。其中祖
籍台山、新會、開平的較多，分別有70人、43
人、28人，鶴山、恩平相對較少，分別有12

人、5人。他們的僑居地主要是新加坡、馬來
西亞、緬甸。抗戰勝利後，五邑籍南僑機工有
小部分南返到他們的僑居地，約有60人就地在
昆明復員，20人回到了廣東。
在廣東籍南僑機工中，有許多非常感人的故
事。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要數廣東台山人李
月美。在3,200多名南僑機工中，共有4位年輕
女性，被稱為南僑機工「四朵金花」。李月美
是「四朵金花」中唯一一位穿着男性軍裝在滇
緬公路上駕駛大卡車搶運抗戰物資的女性機
工。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祖籍現廣東江門台山
市，1918年生於馬來西亞檳城一個華僑富商家
庭，父親李榮基是華僑商人。李月美自幼在檳
城華僑學校讀書，學習成績優異，同時多才多
藝。抗戰爆發後，她積極組織同學參加義演，
上街募捐款物，募集到了不少款項。
1939年2月初，剛年滿20歲的李月美在得知

南僑總會要招募機工回國抗戰的消息，內心激
動萬分。因為她自己懂得駕駛技術，正好可以
回國支援運輸。李月美立刻跑去籌賑會報名，
可是報名處的工作人員卻不同意接收她，原因
是只招收男機工，不招收女志願者。回到家
中，李月美突然想起在學校裏曾學過「花木蘭
代父從軍」的故事，於是她一狠心剃光了自己
的頭髮，穿上弟弟的衣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了李月眉，瞞着父母，趕到另一個報名點再次
報名。她的弟弟李錦榮，也正虛報年齡爭着報
名去參加南僑機工。由於李月美身高1米7，
個子高，嗓門大，再加上結實的身體、剛強的
性格，像個男孩子，順利地成為南洋華僑回國
機工服務團的第一批團員。
李月美到達昆明後經短期軍訓，被分配到總
部設在貴陽的「紅十字總會」當司機。之後她
一直和戰友們日夜奔波在滇緬公路上，負責在
滇緬公路上搶運傷員、藥品和軍用物資。李月
美凡事爭先，風風火火，但寡言少語，鮮與人
親近，因為怕暴露自己的女兒身。可真是怕什
麼，就來什麼。1940年5月，李月美在滇緬公
路上一個急轉彎處不慎翻車，重傷昏迷。正巧
海南籍南僑機工楊維銓等隨後經過，立即停車

救援。戰友們奮力把她從壓扁了的駕駛艙中搶
救了出來，馬不停蹄地送往醫院急救。搶救時
醫生發現李月美竟然是一位女子。眾人無不訝
異稱奇。一個女子在如此危險艱苦的勞作和簡
陋野外生活的一線運輸部隊裏，竟長時間不被
發覺女性身份，簡直有點匪夷所思。李月美真
實身份暴露後，她女扮男裝、回國從戎的故
事，在大江南北傳頌開來，一時間轟動海內
外，無人不讚嘆，無人不敬仰。許多報紙把李
月美稱為「真正現代花木蘭」。國民黨元老廖
仲愷的夫人、著名社會政治活動家何香凝女士
為表彰其愛國精神，特題「巾幗英雄」四個大
字，贈李月美作永久紀念。
傷勢痊癒後，李月美留在「紅十字總會」做

護士，變身為白衣天使。她發揮自己的文藝特
長，以熱情的歌聲鼓舞大家的士氣和鬥志，紅
十字會的營地裏常常能聽到她動人的歌聲。不
久後，李月美與搶救她並在醫院中悉心照料她
的機工楊維銓結為夫妻，生下的兩個兒子取名
為楊善中、楊善國，合起來是「中國」。抗戰
結束後，李月美隨丈夫遷居緬甸。李月美和楊
維銓共生育了10個兒女，為培養兒女成材，李
月美先後將8個孩子送回中國讀書。1954年，
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時，李月美作為華僑代表
受邀參加座談會，並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
當緬甸僑團介紹她就是當年女扮男裝回國抗日
的「花木蘭」時，周總理連連稱讚她為「巾幗
英雄」。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為響應號召回國參加

建設，並就近照料在國內讀書的兒女，李月美
獨自回到中國廣州。令人扼腕的是，她剛回國
「文革」就爆發了，華僑身份的李月美被打成
「特務」。1967年，她被下放英德華僑茶場，
劃為「資本家」「國民黨殘渣餘孽」，連遭批
鬥。她不甘受辱，於1968年8月28日深夜用鐮
刀割腕自盡。她在國內的8個孩子走投無路，
輾轉回到父親楊維銓的原籍海南瓊海投靠親
友。1979年10月，英德華僑茶場為李月美徹
底平反，恢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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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的海洋裏，我們接觸到的只是極少的一部分。活到老
學到老的諺語是人盡皆知的，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學無止境意味着只有學習更多的知識，才能把自己打造成一個
堅不可摧的巨人。
學習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更重要的是為了提高能力，培養

思維，提升自我價值。通過不斷學習和實踐，拓展自己的視
野，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增強自己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有幸參加了清華大學的學習課程，

從此拓寬了我的視野，連續幾年報讀該校持續教育學院推出的
學習課程。
課堂上，老師詳細闡述了在線教育的利與弊，同時也道出了

面授教育的好與壞。人生是一個幸福的旅程，是一種馬拉松式
的長跑，並非短跑，每一個階段均有不同的風景線，要學會欣
賞與分享。「輸在起跑線」這一說法並不恰當，應用持之以恒
的心態來看待人生。
定力與定向非常重要，一個人若俱備這一特質，選定人生奮

鬥的目標，以及保持堅定的意志，一件平常的事能夠做到極
致，就會變成不一般。成功的人需要有創新之心、堅韌之志、
無止之境，做到幹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學習也是如此，行
動、體驗、反思像螺旋式一樣，成為成功的坐標。終身學習有
四個維度，平時學什麼東西都要堅持不懈，同時應清楚知道知
止和境止，盡早找到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在學習過程中也有苦
與樂，學習的目的以及學習是主動性還是被動性亦是關鍵所
在，主動地學習，在過程中便會出現樂的情形，被動式學習便
會覺得苦澀。

我會牢記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校風
「行勝於言」、學風「嚴謹勤奮 求實創新」。
「這世上，無論你怎麼活，都有人說長道短，無論你怎麼

做，都有人指手畫腳。無論你做得多好，總有人說你不好，不
管你有多對，總有人說你不對。沒有不被評說的事，也沒有不
被議論的人。做人難，難稱千人心，難調眾人口。嘴長在別人
的身上，耳朵在自己身上，說不說，是他們的事情，聽不聽，
是自己的事情。生活短暫，沒時間去憂慮別人怎麼說，怎麼
想。」所以，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千萬別再被他人所左右，
堅持選擇正確的方向，勇往直前，學無止境。
不要停留在昨天，昨天的經歷有甜有苦，不要過於顯擺，踏

實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他人的成功是他人的成就，並非屬於
自己。別人成功的經驗只能參考，不能夠照抄照搬。自己的經
歷也是一種閱歷，學校裏可以學到老師傳授的知識，社會上也
可以學到非常多好的東西。文憑是一張紙，有那張紙的人是曾
經努力過，沒有那張紙的人千萬不要灰心，因為你摸索總結的
經驗或許可以超越他們，有些東西是學校裏學不到的。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
知此事要躬行。」要深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條
真理。
從我加入到文化機構以來，從工作中學到了不少東西，自己

每天均與文字打交道，自願接受的與無意間接收的，都在腦海
中迴盪。魚與熊掌未能兼顧，唯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要為
自己而活，活得精彩有意義，不要被他人所左右，刻意去討
好，應該昂首挺胸走好自己選擇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