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挏（dòng）：推 引 ，撞 击 。《说
文·手 部》：“ 挏 ，推 引 也 。”段 玉
裁 注 ：“ 推 ，各 本 作扌雝。”王 筠 句
读 ：“ 盖 撞 挏 之 器 重 ，须 两 手 抱
之 ，故 曰扌雝。须 往 来 推 引 ，故 曰
引 也 。”清 赵 翼《同 北 墅 漱 田 观
西洋乐器》：“连挏椌楬底，频擽
鉏铻脊。”

本 地 闽 南 话 ，“ 挏 ”（lonɡ 阴
入），义同。如：“你挏门做哪回儿？”

按王筠句读所说，因这推、撞
的器物重，须两手抱着，然后前后
推动而使撞击。这和寺庙里的撞钟
一样。

不过，本地话中，所用器具并
不都是重而大，如用细棍子等也
行。且上下撞击也可叫“挏”（lonɡ

阴去）。如：“你下底直头挏，挏有也
无？换我挏觇看啊。”

从词义上看 ，当同“撞”，但
“撞”音乖，“挏”则音近，因此，本地
话，应以“挏”为本字。

又“挏”，方言。自上掷下。章炳
麟《新方言·释言》：“福州谓自上掷
下曰挏。”

本 地 闽 南 话 ，“ 挏 ”（lonɡ 阳
平），义同。如：“伊井里救人，你无
凑脚手，还挏石头落井里，要害死
两个人，盖枭獍啊！”

这一义的“挏”，也常用于双手
将条状物自上而下地直放落下来。
如“你将竹篙儿挏落来楼脚”。

在本地话中，“挏”用法有所扩
大，这属于词义的扩大。

挏挏
⊙⊙郑通郑通和和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古 悟 理古 悟 理古 悟 理

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漳 州 方 言州 方 言州 方 言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人 轶 事人 轶 事人 轶 事

走廊文化文化1010
专副刊部 电话:0596-2599851 责任编辑：陈志宏 E⁃mail:mnrbwhb@E⁃mail:mnrbwhb@163163..comcom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朱
买
臣
休
妻

—
—

故
事
与
传
说
解
读
之
二
百
三
十
八

⊙

张
亚
清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识 窗识 窗识 窗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城 遗 迹城 遗 迹城 遗 迹

诚信继鳌堂 红色文化扬
⊙林建新 文/供图

位于龙海市白水镇金鳌村澳
内社的继鳌堂始建于 1935 年，落
成于 1937 年，为爱国华侨杨南离
先生所创建，是典型的闽南农村家
族聚居之所。继鳌堂是该社杨氏家
族祖祠的堂号，村社家族源于金鳌
杨氏，寓意该社杨氏家族不忘其渊
源。继鳌堂选址讲究，坐落位置左
高右低，左边（为“左砂”）为玳瑁山
脉之“畓 (音 duo，多)仔山”，右边

（为“右砂”）为南溪流域之“前溪”，
背靠（为“靠山”）玳瑁山支脉鳌山，
面向（为“朝山”）东园莪浪山，气势
雄伟。

继鳌堂占地约 2000 平方米，
为前后二进的平房建筑，依山面
水，主体建筑前有庭院，再往前围
墙外有一个专门开挖的椭圆形自
流池塘。大宅坐落朝向与大多数闽
南家宅祖祠相迥，坐南朝北，独树
一帜。整体建筑以“同”字形布局，
与中国传统的三进三落、逐进升
高、讲究等级尊卑的传统民居有很
大的区别，在闽南地区很是罕见。
大宅主人杨南离先生可能是有意
藉此以体现当时自己积极支持与
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对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社会和谐、天下
大同观念的推崇贯彻。

“两进”主体建筑依次为“继鳌
堂”（祖祠）、“四知堂”（佛堂）。前者
体现了中华民族重本尊祖的传统
理念，表达了对先人的追思缅怀之
情，后者正屋客厅是主人待客、休
憩之所。继鳌堂后进正厅取名“四
知堂”，也是杨姓堂号，出自其先祖
杨震。东汉名士杨震任东莱太守
时，路过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为
感谢当年杨震举荐之恩和准备拜
托其日后多加关照，深夜携重金造
访被杨震所拒。王密误以为其在客
套，便言：“暮夜无知者。”杨震非常
生气，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何谓无知？”王密自讨了个没趣，狼
狈而归。“四知”遂成为千古美谈。
杨 震 的 后 人
即 以 此 为 堂
号，告诫世代
子 孙 清 廉 从
政 、洁 身 自
好。

此外，继
鳌 堂 里 所 悬
挂 的 书 法 作
品 和 楹 联 也
极具特色，处
处 体 现 了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和 寄 寓 着 杨
南 离 先 生 对
子 孙 后 代 的
殷殷之情。如继鳌堂正门两侧楹联为“继统追源建高堂而彰有德，鳌宗复振隆
祭祀以表征诚”。它不仅仅是藏头诗，也蕴含着祖先耿直廉洁的道德风范。东
侧厢房楹联为“继续蕃衍方徽裕后，鳌头独占始见先前”。四知堂的门联为“澳
畔兰花秀，内庭桂子芳”。其他厢房的门联还有“门墙多古意，家世重儒风”“五
云蟠吉地，三瑞映华门”“澳畔多芳草，内庭聚精英”等等。而四知堂内的佛堂
正中观世音菩萨画像边挂有一副对联，上书“四知传家永，三公世泽长”。四知
堂内两侧所挂书法作品都是继鳌堂落成后，杨南离的一些友人所书赠，其中
大多寄寓着友人对杨南离先生高风亮节、为人清高的赞誉，并且把其对家人
的家训也隐匿其中，如“修德行仁须谨记，良言数句教儿曹”“安常守份人之
本，不犯科条乐自然”“循规蹈矩无差失，应对谦恭益友朋”“义路礼门基础在，
贫而无谄富无骄”等等，语重心长，谆谆告诫。

杨南离先生早年在南洋主要从事为南洋华侨寄钱、寄物和信函或护送亲
人来往的“水批”生意，因讲究诚信，深得侨胞信任，也因此积累了后为从事革
命所利用的丰富人脉。这可在其书于四知堂大门两侧的“南国营商躬行信义
方能满载而归荣故里，离乡雅操手续完全始得同胞洽望贺新基”楹联中得到
充分印证。此楹联不仅巧妙地将“南”“离”二字嵌入句首，又清楚昭示了主人
诚信为本、信义至上的营商理念和处世之道。

大宅左侧厢房为“善养斋”，“善养”取自《孟子》中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
然之气”。右侧厢房为“可乐居”，“可乐”取自《左传·襄公三十年》“德行可象，
声气可乐”。屋中对联多数以“澳内”和“继鳌”藏头，偶有以杨南离先生名字拆
分藏头，都是杨南离先生及友人的杰作。厢房“秋圃”的楹联为“继统扬名丈夫
所愿，鳌头可望男子当然”。善养斋的门联为“善修明理性，养成浩气道”。可乐
居的门联为“可以享天伦，乐其中情味”。

左厢房后侧为农舍，主要用于放置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另有一处为马
厩，现已拆除）。整个建筑工艺精湛，做工讲究，虽历经八十余年风雨仍保存较
为完好。此外，由于杨南离先生早年往返南洋经商，故在生活设施配套上，也
大胆引进了先进的西洋文化、南洋文化，如建水塔，配浴室，厕所安装带有化

粪池的马桶，种植有取自南洋
的极具观赏价值的百年针柏
等，极大改善了起居环境和卫
生条件。

继鳌堂在大力传承弘扬
祖先廉洁诚信文化的同时，也
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养成红
色文化特质。继鳌堂在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就是漳码厦中
共地下党支部的秘密据点和
地下交通站，陶铸同志曾寄居
于此指导闽南地下革命。包括
彭冲在内的一些地下党员、进
步青年和爱国华侨，都曾借道
继鳌堂转移到乌山、粤东等革
命根据地。

杨南离及其子孙均为进
步华侨，先后为革命做出过重
要贡献。杨南离先生自清末开
始下南洋，便与反清志士颇有
交往。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
多次在南洋发动华侨为辛亥
革命和抗日战争捐款捐物，甚
至经常利用水客身份掩护遭
受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中共
地下党员及青年进步分子远
渡南洋避难。

杨南离子女中有 4 人为中
共地下党员。杨南离的二子杨
新容在大革命时期即为海澄
县地下党员，曾参与厦门、海
澄等地的革命斗争，后因遭国
民党反动派追捕，便与战友在
父亲杨南离的协助下秘密前
往南洋避难，以发展华文教育
为掩护，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
动和抗日救亡活动。他曾三次
募集捐款汇交八路军驻穗办
事处，还发起成立“文化先锋
队”，建立“民族解放大同盟”

（后改名为“抗日民族解放大
同盟”），其本人担任总支总书
记兼西爪哇支部书记。他还积
极推动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
的友好关系发展。1951年 8月，

被印尼当局
逮捕后驱逐
出 境 回 国 。
杨新容在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历 任 第
二、三、四、
五届全国政
协 委 员 、全
国 侨 联 委
员 、福 建 省
人 大 代 表 、
厦门市政协
常 委 、厦 门
市侨联副主
席 等 职 ，被
誉 为“ 红 色

华侨教育家”。
此外，长子杨欣木因在东南亚一带支持配合二弟杨新容的抗日活动，被

日寇拘捕后失踪。四子杨新友曾任金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负责掩护过往同
志或伤病员，并从事地下党组织通讯及医疗器械采购转运工作。五子杨新田
早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与新加坡“昆兴企业有限公司”转运橡胶
等战略物资回国，因此曾被英殖民政府羁押，后返回国内从事贸易工作，并重
新登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历任龙海县侨联主席、县政协常委、县人民委员
会委员等职，为侨联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幼女杨如意抗战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夫婿曹国经、四哥杨新友一
起在海澄、白水一带从事地下活动。抗战胜利后，其与夫婿受组织秘密委派参
与接收台湾工作，以后留在台湾任教直到去世。

杨欣木次子杨玛罗，抗战时期出生于印尼，在父亲失踪后随母亲归国
就读，学成之后先后担任过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兼
书记，曾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校长、福建省优秀专家、福
建省劳动模范、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并曾担任过福建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归国侨生
的典范。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杨南离先生和他的子女们也都先后离世，只留下这
座历经沧桑而又充满革命印记的闽南传统院落伫立在九龙江南岸玳瑁山下。
近年来，在白水镇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杨氏后人的携手努力下，继鳌堂的功能
规划总体上有做了一些安排，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初步的保护和修缮。院
落的后山已经初步建设成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将先人们弘扬的廉洁诚信
的古训与当今的廉洁从政、诚信守本理念巧妙结合，也创造性地将杨氏先人
的传世家训、爱国情怀和立党为公的革命精神有机融合，已成为我市罕有的
初具规模又颇有特色的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南洋华侨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廉
洁从政和诚信守本文化的大展台，是独具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文物和教育价值。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期的官员。他出身
贫寒，以砍柴卖柴为生，到 40 多岁了还是
穷光蛋一个。但他博览群书，喜欢诗文，每
次扛柴上街，人家是高声吆喝“卖柴呵卖
柴！”他却像唱歌一样地朗诵着诗文。路人
见他不卖弄柴火却卖弄诗文，常对他翻白
眼甚至冷笑。老婆崔氏跟在后头帮他卖
柴，见他柴火经常卖不出去又备受人家羞
辱，几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依然我行我
素。崔氏感到跟他这个“土书呆”丈夫早晚
会饿死，便提出要离婚。朱买臣劝她说：

“算命先生说我到 50 岁就可以大富大贵，
你还是跟我再忍受几年吧！”崔氏不信他
鬼话瞎说，强迫他写下休书，断然离他而
去改嫁他人。

老婆丢了，朱买臣“砍柴市上卖，独行
歌道中”的习性依然不丢，生活依然贫穷。
有一天他上山砍柴，遇上崔氏跟她再嫁的
丈夫上山扫墓。崔氏见他饥寒交迫，念起当
年夫妻之情，动了恻隐之心，把扫墓后的供
品送他填饱饥肠。朱买臣由于满腹经纶，几
年后经乡人推荐，果然咸鱼翻身当上老家
会稽郡太守。进城就职那一天，朱买臣在马
车上看到崔氏和她丈夫在路边做苦工，便
停下车叫人带崔氏前来询问，知道她生活
依然清苦，不禁想起当年她在扫墓时送供
品让自己充饥的一幕，便带她夫妻俩到府
衙后园安排他们居住，并供给三餐伙食。崔
氏虽然生活安逸，但想起当初未能与朱买臣同甘苦、共患难，感到后
悔不已，羞愧难当，竟悬梁自尽。朱买臣见景悲伤不已，便拿出银子叫
她丈夫妥为安葬。

朱买臣休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的是崔氏因嫌弃朱买臣改嫁他
人，见朱买臣当上了高官后，又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破镜重圆，被朱买
臣泼出一盆冷水，说你如果能把这盆水收回来我们就复婚。崔氏见复
婚无望，后悔不已加上羞愧难当而自尽。这个故事还被改编为连环画

《覆水难收》和多种传统戏剧上演。
同是一个朱买臣休妻，却出现两个版本；同是一个朱买臣，却呈

现两副面孔。但据史料分析，朱买臣被迫休妻后，因夫妻一场，先是受
前妻供品充饥之恩，当官后因思念旧情懂得关照前妻，前妻因羞悔交
加而自寻短见这个故事较为真实。而所谓朱买臣对前妻崔氏“覆水难
收”的故事，显然与民间传说中姜太公对无情前妻马氏“覆水难收”的
故事雷同，显得过于绝情而不够真实。但不管崔氏是自觉羞悔还是被
辱羞悔而自尽，两个故事都在告诉人们同样的道理：一是做人应当懂
得同甘共苦，不能因爱富而嫌贫；二是处事不能因短视而好走极端。
崔氏是个世俗的女人，但不是邪恶的女人，但她过于世俗，看问题只
看眼前不懂得看长远，只看表象不懂得看本质，遇到挫折后又好走极
端，终于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对于她如此结局，人们只能送她一声
哀叹！

任何一个在学术上取得重大
成就的学者，无不有着严格的时间
观念，有着严格的自我管理能力，
朱光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大哲学家康德对时间管理之
精确已经家喻户晓了，其实，朱光
潜 先 生 也 和 康
德一样，朱老有
着严格的作息时
间，几点起床、几
点外出散步、几
点开始看书、几
点开始创作……
都安排得井井有
条、一丝不乱。了
解他的人，去拜
访他的时候，只
要看看是几点，
就能知道他大约
在哪里、在做什么。在朋友眼中，朱
老的作息时间就像时钟一样准时。

朱老惜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
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浪费，以此来保
证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因为经常有
一些人登门拜访他，使他无端地浪
费了一些时间，他就想了一个办
法，他家中本来有书房，但他不在
家中的书房里看书或写作，而是到
图书馆找一间隐蔽的小屋子，藏在
里面看书、写作，让别人找不到他。

朱老对时间的珍惜，还表现在

从来不说废话上面。他是一个沉默
寡言的人，从来不和别人闲聊，即
使是必须说话，也言简意赅，没有
长篇大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每次说话不超过三句，文学翻译家
罗大冈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件有趣

的事，有一回在
杭州开会，他和
朱老同居一室，
有一天，他故意
找了个话题，想
逗 引 朱 老 打 开
话 匣 子 ，“ 我 说
我 在 法 国 文 学
上 感 兴 趣 的 只
是两个极端：一
方面是抒情诗，
另 一 方 面 是 文
学评论。至于小

说、戏剧等等，一般不太感兴趣，因
为觉得在那些领域中，文学的艺术
意味不够精湛，不够结晶，不够浓
缩。朱先生想了一下，回答说他完全
有同感，他的爱好也如此。我正等着
他接下去发挥，他为什么有同感、如
何有同感……可是他的话已用两句
说完了，连第三句都节省了。”

正因为有着如此严格的时间
管理，朱光潜先生才能成就一番辉
煌的事业，其学术成果才能在美学
界大放异彩，终成一代美学大师。

朱光潜先生的
时间观念

⊙唐宝民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人口众
多，自古以来，不同地方、不同民族
的语言各异。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
言的统一，在社会上大力提倡和推
广“雅言”“官话”。

《论语·述而第七》就说：“子所
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辞海·雅言》条解释说：“雅言，古
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
称。”也就是说，“雅言”就是

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在意义上
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孔子是古代
的大教育家，据说有弟子三千，来
自四面八方，如果他用山东方言教
学，肯定有很多学生都听不懂，于
是，他就采用社会上通行的“雅言”
来授课。

春秋战国时期，为便于各诸侯
国官方、民间的正常沟通和交流，
周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

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和语
音训练，统一文字和发音标准，以

“达其志，通其欲”。此后历代封建
王朝都不遗余力地推广“雅言”和

“官话”。
清代雍正年间，颁布“圣谕”，在

福建、广东两地成立“正音书院”。所
谓“正音”，意思就是要矫正语音，要
求这两省的举子必须用“官话”词
语，不许用方言词语。据俞正燮《癸

巳存稿》之“官话”条载 :“雍正
六年（1728 年），奉旨以福建、
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
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
贡 、监 、童 生 不 谙 官 话 者 ，不 准 送
试。”也就是说，福建、广东两省的考
生，八年之内必须熟练掌握“官话”，
能听会写，否则，就不能参加各级科
举考试。将是否掌握普通话作为科
举考试的先决条件之一，足见雍正
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的决心
和力度。

清代福建学生不懂普通话不准考试
⊙王东峰

朱光潜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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