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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先想赢先
想输”这句闽南俗
语，并非是不想赢
只想输的意思，而
是说人们不论干什
么事，都不会事事
一帆风顺，所以在努
力争取成功之时，还
要考虑如果万一失
败了要怎么办？这是
一种忧患意识，一种
超前思维。

军事家打仗当
然都想打赢，但战
场上瞬息万变，万
一 形 势 对 自 己 不
利，要从哪里撤退，
从哪里突围，这都
要有预案，才能求
得主动。商家做生
意当然都想赚钱，
但商场如战场，万
一生意亏本了，要
从哪方面去开拓，
去谋求生存，也都
要未雨绸缪，才能不至于破
产。世界上不懂得“未先想赢
先想输”的大概只有赌徒，见
钱眼开只想赢不想输，见利
眼红不惜倾囊豪赌，一旦输
了血本全无，卖房产有之，卖
老婆有之，当乞丐亦有之。

有些人虽然懂得“未先
想赢先想输”的道理，但经常
被胜利冲昏头脑。三国时期
的曹孟德是一代枭雄，几回

靠他的机敏和智慧
化险为夷，到他成
为一方霸主时，便
率领千军万马下江
南，欲一举剿灭孙
权、刘备而一统中
国，还想顺手牵羊
夺取江东大乔、小
乔两大美人，来个

“ 铜 雀 宫 深 锁 二
乔”。由于他踌躇满
志，意在必夺，在飘
飘然之中被周瑜、
诸葛亮火烧赤壁而
狼狈败逃，在华容
道与关云长狭路相
逢，要不是关某讲义
气放他一马，他“锁
二乔”不成，还将成
为阶下囚。

由“未先想赢
先想输”的俗语，又
想起一个民间故事：
某公过渡，见船上人
满，心想如半途沉船

怎么办？忽见船头一船板，心
想如万一沉船，可抱那船板浮
游求生。船至江中果然沉船，
他急抱船板而游，还救周围人
同游。周围人问他：“我等不知
船头有板，你怎先知而抱之？”
他说：“我在上船时就见板而
想到万一。”看来，“未先想赢先
想输”，超前意识，有备无患，应
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心存
的理念。

阅读书报，不时可见“巾
帼”这一名词，尤其每年“三·
八”国际妇女节前后，这一名词
便出现得更为频繁。记得我年
少时，有一次参加灯谜会，我蒙
中了一条谜面为“统一中国”的
字谜，谜底是“帼”（意为“帼”字
加个“一”，便成为“中、国”）。但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帼”的深
刻含义，及至年长，方知“巾帼”
常被用于古今妇女的代称，如
称女能人为“巾帼英雄”“巾帼
豪杰”等。光知道“巾帼”不行，
还须弄清楚“巾帼”的来历、典
故和故事。

的确，对于不少人来讲，
“巾帼”这个词是比较陌生的。
为何“巾帼”可作为女子的代
称？原来，巾帼是我国古代妇女
的一种假髻，它用金属做成框
架，外裱黑色缯帛以代头发。使
用时直接戴在头顶，再绾以簪
钗。因只用于妇女，故引申为妇
女的代称。唐代元稹《酬乐天东
南行》诗中就写道：“椎髻抛巾
帼”。这是说，南方女子头上光
是梳个发髻，不戴头巾和发饰。
正因为巾帼是女子佩戴的东
西，所以古代有人将巾帼送与
男子以示羞辱。《三国志·魏志》
中记载，诸葛亮出斜谷，屡向司
马懿挑战，但司马懿却避而不
出。诸葛亮无可奈何，便派人给
司 马 懿 送 去 了“ 巾 帼 妇 女 之
饰”。一来以此发泄心中的愤
懑；二来借以嘲弄司马懿没有
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三国演
义》第 103 回 《上方谷司马受
困，五丈原诸葛禳星》中对这段
史记有一段描写：“孔明自引一
军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战，魏
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
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
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懿
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
之衣并书一封。懿拆视其书，略

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
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

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
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
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
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
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司
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
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

在明末著名书法家、理学
家黄道周（号石斋）生身故乡福
建东山岛，有一副当年黄道周
撰写的、嘲讽司马懿祠的妙联，
这副妙联就借用到《三国志·魏
志》和《三国演义》的典故。据民
国稿本《东山县志》名迹志记
载：“司马祠，在古嵝山下。俗传
此神甚灵，有人祈祷，即幞头出
字。黄石斋先生少时戏题一联
于上云：‘巾帼遗羞，当年尝怕
诸葛计；幞头出字，今日方知司
马 灵 。’其 神 像 遂 蛀 ，庙 亦 废
圮。”此联来历有此传说：一次，
黄道周手捧《周易》，边踱步边
阅读，不知不觉走到离他家不
远的古嵝山。抬眼便见善男信
女来来往往，走近一看，不知何
时这里冒出个“司马懿祠”，里
面香火呛人，香客有的磕头跪
拜，喃喃祷告；有的抽签问卜，

“嚓嚓”作响；供桌上摆放一个
仿三国时期司马懿所戴幞头雕
刻的签筒。黄道周越看越气，就
对众信徒说：“这司马懿，论忠
义不如关公，讲计谋逊于孔明，
怎堪享受人间烟火和供果？”回
到书斋，他构思片刻即拈笔吮
墨，写下这副讽联贴到司马懿
祠，说来也怪，这副充满辛辣味
的谑联贴出后，“科普”了“巾帼
遗羞”这一典故的由来，唤醒了
人们对司马懿的重新认识，妙
联一时不胫而走，引人品评深
思。不久，司马懿祠也就香火冷
落了。

现今，“巾帼”这一妇女饰
物早已没有使用，作为专用名
词，它成为新时代妇女的尊称
和借代，文艺作品中还经
常可见“巾帼”芳影。

石斋妙联赏“巾帼”
⊙展 华 文/供图

古代妇女巾帼头饰

闽南古县诏安，素有“沈半县”之
称。全县六十万人口中，沈姓大约占有
十六万之多，遍布城乡各处，整片整村
的较为集中。

诏安沈姓人口之多，大大小小各种
沈氏的家庙或宗祠自然也就不计其数。
作为沈氏后人，在访遍全县各地沈氏的
祠堂后，我终于来到了诏安沈氏最大的
家庙——飨保堂探访了，这是诏安沈氏
的总祠堂，所以又叫沈氏大宗祠。

南诏沈氏家庙（飨保堂）位于县城
南诏镇东城村地界，从县城中山路西段
拐进九户市场便到了。所以，飨保堂在
民间，一直以来又被叫做九户祠堂。现
如今，因为拆迁的需要，九户市场也被
拆掉了，祠堂前变成一个大埕，显得很
开阔，整座祠堂坐北朝南，面向南山，更
是气势非凡。

这是一座具有典型的闽南建筑艺
术风格——重檐悬山顶的古建筑。在沈
氏家庙门前右侧立着的石碑，充分显示
这是 2013 年 1 月 28 日由福建省人民政
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石碑上
雕漆着七个金色大字“沈氏家庙飨保
堂”，闪闪发光。

整座家庙占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
屋顶是各种古装人物造型的剪瓷雕，墙壁
上的浮雕是麒麟献瑞、龙凤呈祥的图案。
在家庙前的两侧，各挂着一块金色牌子，
上面写着朱红大字，左侧这块是“沈氏诏
安源流研究会”,右侧这块是“沈氏诏安宗
亲联谊会”，这一切无不显示，这座家庙在
诏安沈氏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的重要性，
乃诏安沈氏之根。

家庙大门上是四个金字的门匾“文
献世家”，乃浙江尚书沈宗敬题赠，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大门两边是一对抱石
鼓，大门的两扇门上都是红底金字，左
边是“春暖梅园秀”，右边是“风和俎豆
馨”；两侧边门也是红底金字，左侧是

“祖德宗功”，右侧是“敦宗睦族”。还有
两个巷门，俗称“子孙门”，左巷门门匾
黑底金字“崇德”，门扇红底金字“入孝
出悌”；右巷门门匾黑底金字“象贤”，门
扇红底金字“左昭右穆”。

进入家庙大门，抬头一看，门楼之
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长方形牌匾“沈氏
家庙”。整座家庙内部由门楼、天井、两
廊、拜亭和大殿组成，门楼和大殿，面阔
三间，进深三间，梁架斗拱为一斗三升
式。一般来讲，规模较大的宗祠，都属

“五门二十四柱”结构。“五门”指一个大
门、两个边门、两个巷门，“二十四柱”是
指连同门前两柱共二十四根石柱，这是
最完整的结构了。然而，这座沈氏家庙
却有“五门三十二柱”。

家庙里共有十二盏宫灯，两廊和拜
亭各挂四盏，天井里摆放着三角梅等盆
景，拜亭上一个铜制大香炉，上面三个
红漆大字“飨保堂”。石柱柱础有圆形、
方形、八边形。

据家庙里的碑记记载：沈氏家庙飨
保堂，明朝万历初年建于城内，明末清
初毁于兵火，清朝康熙年间重建于东城
村。

从天井走上拜亭，从外到内，石柱
上依次挂着三副黑底金字的木匾联。第
一副木匾联是“姬开梅圃十三户；门向

南山第一峰”，第二副木匾联是“光州一
脉源流远;梅圃千秋世系长”，第三副木
匾联是“伊洛发源深由固始入漳南奕世
簪缨永耀;梅塘垂业远溯隆兴迄当代四
时俎豆常新”。这些对联都是沈氏在全
国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所题写。

这些木匾联的大意，已高度概括
了诏安沈氏的由来。

西周文王本姓姬，沈姓由姬姓演
变而来，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有个沈
国。闽南一带之沈姓，多由中原河南发
展而来。从东汉到东晋年间，沈姓的一
支从北方移至浙江吴兴，从东汉到隋
朝，沈氏名人基本上出自浙江吴兴，“吴
兴发祥”便成为诏安沈氏的郡望，墓碑
上也是这么写的。到了唐初，开漳圣王
陈元光带领中原众姓府兵来闽南平叛，
这当中便有漳州沈氏开基始祖——沈
世纪。

沈世纪原名沈彪，字世纪，是陈元
光部将之一，因作战勇敢，唐高宗又赐
他“勇”字，故又名沈勇。他祖籍河南光
州固始，他的先祖已迁至浙江吴兴，他
的高祖便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古四声的发现者沈约。沈约其时已移至
浙江吴兴。

沈世纪随陈元光入闽后，便分镇南
诏堡，他的后世又开基衍生到闽南和粤
东各地。南宋孝宗又加封他为“武德
侯”，因此，“武德侯沈祖公”的称呼便一
直沿用下来，成为百姓喜爱他的专有名
称。现如今，诏安沈氏的“请祖公”活动
已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武德侯”沈世纪虽是诏安沈氏的
“祖公”，但诏安沈氏公认的、沈氏家庙
飨保堂供奉的一世祖，却是南宋隆兴年
间，从本省清流到诏安择居的沈楸。沈
楸被诏安沈氏尊奉为开基一世祖，他的
后世又再分衍四大房头，即观音山房、
东沈房、歧山房和桔林房，这四大房成
为诏安沈氏四大流派。其中，观音山房
又衍生五房；东沈房和歧山房各衍生两
房；桔林房又衍生四房，这样总共十三
户。这便是“姬开梅圃十三户”的由来，
所以历来叫“九户市场”或“九户祠堂”
都是不准确的。

从拜亭到大殿，悬挂着两条横幅，
分别是“祖德留芳”和“敦宗睦族”，大殿
上安放两张长方形的大供桌。供桌后的
神龛里供奉着沈氏一世至二十世先祖
的神位牌。神龛上悬挂的牌匾便是这家
庙的堂号了——“飨保堂”，黑底金字，
是由沈氏宗亲、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沈
裕峰少将题写，他是西浒人。堂号两侧
还悬挂着两幅红底金字长幡，左侧是

“飨神惠众开基诏邑先宗南宋留辉范”，
右侧是“保国安边平寇岭南始祖初唐建
伟勋”，各取第一个字便是“飨保”之意。

这座家庙最大的特色是牌匾众多，
除“沈氏家庙”和“飨保堂”两块牌匾外，
整个大殿内林林总总还挂着二十六块牌
匾，都是黑底金字。这么多的牌匾，在全
县各姓氏宗祠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大殿左侧的木屏门上，共悬挂五
块牌匾，依次是“期颐馀庆”“父子都督”

“总兵”“钦点刑部主事”“忠直义士”。其
中“期颐馀庆”是乾隆皇帝为百岁老人
沈起龙夫妇颁发的祝寿匾，当年乾隆皇

帝还赐“祝寿诗”一首。
在大殿右侧的木屏门上，也同样悬

挂着五块牌匾，依次是“进士第”“父子
科第”“一门五世大夫”“四世大夫”“三
世都尉”。其中“进士第”是清朝乾隆年
间大学士纪晓岚为沈长泰所颁。而“父
子科第”“四世大夫”诉说的是清朝初期
山河村沈宝善一家几代人科举得中的趣
事，而“三世都尉”所讲的是清末民国初
湖内村名人沈瑞舟一家几世风光之事。

在大殿左面墙上悬挂着八块牌匾，
其中四块大横匾，四块竖匾，这四块大
横匾中，三块是“进士”匾，一块是“武进
士”匾。第一块“进士”匾是单独为南宋
沈启承而立，他便是诏安沈氏一世祖沈
楸的祖父，也是诏安沈氏第一个考中进
士的人。第二块“进士”匾为明朝三个沈
氏先贤而立；第三块“进士”匾为清朝六
个沈氏先贤合立。而那块“武进士”匾是
为清朝四个沈氏先贤合立。四块竖匾，
一块是“忠臣”匾，那是为纪念南宋末沈
子真坚决不事元而立。一块是“探花”
匾，是为南宋沈廷辅而立，沈廷辅就是
诏安一世祖沈楸的父亲。另两块竖匾都
是“武特用”，“武特用”即“武进士”之
意，此乃宋元时期的称呼。其中一个“武
特用”就是元朝时桔林祖沈英福。

在大殿右面墙上，同样也悬挂着八
块牌匾，四块大横匾，四块竖匾。四块大
横匾中，两块“父子进士”匾和两块“少
将”匾。两对“父子进士”分别是明初洪

武、建文年间的沈汝龙、沈惟直和明万
历、天启年间的沈鈇、沈起津，其中沈起
津是著名画家，对“诏安画派”的形成起
了很大作用。两块“少将”匾，一块专为

“飨保堂”堂号题写者、西浒宗亲、当代
少将沈裕峰而立，另一块为民国时期诏
安海、陆、空共十位少将合立。四块竖
匾，依次是“总兵”“中将”“监察御史”

“提督学政”，其中“中将”为两位国民党
陆军中将合立，一位是抗日名将沈向
奎，仕渡人；另一位便是民国初少将沈
瑞舟的儿子沈鸣阁，父子皆将军！另两
块竖匾的主人都是明朝时西沈人，现在
西沈宗祠里也有这两块竖匾。这两位可
是省部级官员，其中“监察御史”的主人
是明万历的沈汝梁，专门弹劾、查办朝
廷官员；“提督学政”的主人是明天启的
沈兆甲，他是进士出身，封建社会里，这
是省一级管教育和科举的官员。

这些牌匾，在全县各处沈氏的分支
祠堂里，也都有，在这里是汇总。

目前，全县有四个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分别是西潭镇的山河村、桥东镇的
西沈（浒）村、金星乡的湖内村和深桥镇
的仕江村，这四个村全都姓沈，这是沈
氏先祖祖德的发扬光大，更是值得骄傲
的荣耀！

一块块牌匾，背后是一个个精彩的
故事，是一段段动人的传说，这一切，无
不在激励着沈氏后人，继承先祖遗德，
催人奋进！

探访诏安沈氏家庙—飨保堂
⊙沈益群 文/供图

民国那一批学术大师们，之所以能拥有渊博的学识，
和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很大关系，从他们的背功上，就
可以看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记忆力十分
惊人，讲课时需要引用的资料典故，不用看书、张口就来。文
学家梁实秋先生当年曾听过他的课，梁实秋先生在回忆中这
样写道：“先生（梁启超）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
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
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
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
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辜鸿铭先生的背功也十分了得，据女作家凌叔华回
忆，有一回，她正在家中，辜鸿铭与梁伯一起回来，还没坐
下，辜鸿铭就把手中的一本英文版的《失乐园》递给凌叔华
的堂兄，说道：“我要你听听我背得出《失乐园》背不出。梁
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
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然后，辜鸿铭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背
诵起来，凌叔华挨着堂兄，用手指着那本书一行一行地对
照，结果辜鸿铭真的把几千行的《失乐园》全背下来了。

陈寅恪先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娴熟到了惊人的地
步，讲课时所引用的知识，也不用翻书，张口就来、如数家
珍，而且连出处都说得明明白白，有好奇的学生记下了他
所引用的资料，过后到图书馆一查，果然一点不差。据金岳
霖回忆：“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
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
书馆去借某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
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
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其实，这些大师们记忆力强，只是原因之一，主要原
因，是他们对知识的热爱程度、对学问的严谨态度。正是由
于有了这份热爱、这种态度，才能使他们对知识掌握到娴
熟程度，终于开创了一个灿烂的时代。

大师们的扎实功底
⊙唐宝民 文 弘艺 供图

梁启超

辜鸿铭

陈寅恪

南诏沈氏家庙

飨
保
堂

入列福建省
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