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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时闽南农村
有些农户比较不注
重讲究卫生，他们
因为忙于农活，经
常让小孩在家里的
地板上爬行。因家
养的鸡禽也经常在
地板上行走，拉下
的大便常被小孩抓
起甚至塞进嘴里，
故产生“手抓鸡屎
不知臭”的俗语，用
于形容那些不谙世
事的糊涂人。

在 我 国 历 史
上，似此类“手抓鸡
屎不知臭”的糊涂
人真不少。以汉灵
帝为例。他 12 岁当
皇 帝 ，33 岁 驾 崩 。
在位期间实行明码
标价，公开卖官鬻
爵，所得收入全部
用 于 个 人 挥 霍 玩
乐。他不喜欢赏马
驾马却喜欢玩驴，
每日驾驶驴车在宫
内游玩。皇帝驾驴传出宫外，
达官贵人竞相效仿，民间弃马
驾驴成为一种时尚，驴价陡
长。他还在后宫仿造街市，让
宫女、太监或扮成商人叫卖货
物，或扮成卖唱的、耍猴的沿
街表演。他本人亦穿上商人衣
服混迹其中，在街市上跟人家

讨价还价，甚至吵
嘴打架，玩得不亦
乐乎。他的西园建
有千余间房屋，引
进 渠 水 绕 流 各 个
门槛，在台阶上覆
盖苔藓，并在水中
栽上荷花，让宫女
在其间裸奔，他也
裸体参杂其中，称
为“裸游馆”。由于
他 荒 淫 无 度 ，“ 手
抓 鸡 屎 不 知 臭 ”，
终 于 爆 发 了 黄 巾
起义，导致东汉走
向灭亡。继汉灵帝
之后，还出现一个
另类的“手抓鸡屎
不 知 臭 ”的 晋 惠
帝，因自小在宫中
吃肉糜长大，不知
民间疾苦，当上皇
帝 后 听 说 民 间 百
姓 没 饭 吃 出 现 饿
死 人 ，惊 问“ 为 什
么 他 们 不 吃 肉
糜 ？”由 于 糊 涂 透

顶，治国无能，出现了“八王之
乱”，加快了西晋的灭亡。

孩童时代因懵懂无知“手
抓鸡屎不知臭”，人们不会讥笑
他。成年之后如果不是脑瓜有
病却糊涂透顶，还在干那种“手
抓鸡屎不知臭”的傻瓜事，确实
会令人哭笑不得而欲言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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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南
宋时期理学大
家，又是著名
的教育家。他
一生大部分时
间都在读书和
教书，提出过
许多精辟的见
解。他死后不
久，弟子们将
他的读书经验
归纳为六条，
称为“朱子读
书法”，对于
今人，仍有启
示和借鉴的作用。

第一，循序渐进。朱熹说：“读
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什么
是循序渐进？就是说，读书要有个
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就
读一书而言，则要逐字逐句逐段按
顺序读，先读的未弄通，就不能读
后面的。这样才不会生吞活剥或杂
乱无章。朱熹还进一步指出，读书
要从易到难，从浅到深，从近到远，
急不得，也慢不得。“所谓急不得
者，功效不可急；所谓不可慢者，工
夫不可慢。”这是在告诫读书人既
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松松垮垮，
而要进度适当，方能见效。

第二，熟读精思。他认为有些
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

“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还批评
那种读书贪多的倾向，一再讲“读
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
得一板，且看半板，将那精力来更
看前半板”。

第三，虚心涵泳。朱熹曾批评
当时普遍存在的两种毛病：一是

“主私意”，就是以自己的想法去揣
测书中的道理，穿凿附会，歪曲了

古人本来意思。二是“旧有先人之
说”，就是先前接受的观点不肯放
弃，从而排斥接受新的观点。

为了纠正以上这两种不好的
毛病，朱熹主张读书必须虚怀若
谷 ，静心思虑 ，悉心体会作者本
意。朱熹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
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书中
的旨趣。

第四，切己体察。朱 熹 主 张
“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
“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
体力行。从读书法的角度来看，朱
熹强调读书必须联系自己，联系实
际，将学到的理论转化为行动，这
个观点是可取的。

第五，着紧用力。“着紧用力”，
包含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
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
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有刚毅果
决，奋发勇猛的精神。“如撑上水
船，一篙不可放缓。”

第六，居敬持志。所谓“居敬持
志”，就是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
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
这也是朱熹读书之法的最基本精神。

朱熹怎样读书
⊙徐淑荣 文 弘 艺 供图

朱熹教徒

闽南话而今作为“方言”，传布
于东南沿海福建省南部、祖国宝岛
台湾省，广东潮汕地区，东南亚各
国，海南省和大陆地区各方言岛。

历年来对闽南话，特别是音韵
学的研究大有人在，延续不断。远的
不说单从近代，清嘉庆五年（公元
1800 年），泉州人黄谦

《汇音妙悟》传布，分文、
白读音以泉州音呼读，
极受大众喜爱，还有连
阳、廖纶玑《拍掌知音》。

经过十八年，清嘉
庆二十三年（公元 1818
年），漳州人谢秀岚《十五音》，后增
补新订《汇音雅俗通十五音》传布，
影响极大、受众极广。根据已故厦门
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典诚回忆的说
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闽南塾师
每人桌上要备办一部漳州谢秀岚八
卷本《十五音》韵书以备不倒；不会
被人家问倒和生字难倒。由此可见
谢秀岚《十五音》影响之广大，不但

闽南地区、潮汕地区流行，台湾省和
东南亚各国极具影响传播，促成后
来成书的《台湾十五音》《潮汕十五
音》《新加坡漳州音词典》等著作都
受其影响而成书。

何为《十五音》？它是按古汉语
要求，保留入声字入声音，不载轻唇
音：f，舌头音：zh、ch、sh。符合清代学
者戴震：“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翘
舌）音”说法。而只用十五个代字做

声母：柳Ⅰ、边 p、求 g、去 K，地 d、簸
b、他 t，曾 z、入 r、时 s、英 y，门 bb、语
gg、出 c、喜 h。四十八个字做韵母。七
个声调：东 1、同 2、懂 3、冻 4、洞 5、督
6、独 7。旧调代字：君 1、群 2、滾 3、棍
4、郡 5、骨 6、滑 7。

《十五音》声母只用十五个代
字，非常简洁，不比汉语拼音方案：
26 个声母。因为受到语言读音的影

响，现代研究者把“十五音”增加“十
七音”，韵母“八十个、九个”音调，实
际也不打破或改变《十五音》使用的
方便。

研究闽南话读音从古至今大有
人在，上世纪 70 年代时期，厦门大
学中文系、方言研究室着手编著《普
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2 年发行。这是一部由专家
学者编著，在《现代汉语词典》基础

上，普通话、闽南话对照的“闽南话
词典”。这部《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自成书以来，是一部海内外极负影
响力的著作。更促成后来周长揖编
著《闽南方言大词典》，林宝卿《闽南
方言常用字词典》、林宝卿《闽南方
言与古汉语同源词典》，陈正统《闽
南话漳腔词典》，近年来李熙泰发
现、不知著作者《渡江十五音》等著

作的成书。
厦门大学中文系、音韵学专家

学者黄典诚虽然没有署名，但是大
家都公认他是《普通话闽南方言词
典》的主编。他也为闽南话源流做过
很多考证文章，书写文献资料，可谓
之功不可没。

他曾经著文说：闽南话文、白读
音，特别是“文”读音，可要根据梁
朝、陆法言《切韵》，虽然说《切韵》已

经难见此书（失传），唐代
学者在《切韵》基础上编著

《唐韵》，宋代学者陈彭年
在《唐韵》基础上，另编《广
韵》。宋代学者丁度（出家
人）又在《唐韵》《广韵》基
础上增加字数，整理反切

音用字，编著《集韵》。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文读

音，就是根据丁度《集韵》拼注读出
来的，这部书还有设置“闽南话拼音
方案”，包括词语对照，非常方便拼
读查阅。

之 所 谓 ：“ 华 夏 正 音 ，唐 宋 雅
韵”，而今完全可以在闽南话文读
音，古韵悠扬地体现出来。

闽南话保护与传承
⊙陈预果

朱甲亨（1874—1939），字若清，号农，
东山县铜陵下街人。一生苦研岐黄，精通脉
理，遣方用药自成一格，治愈了许多虚劳杂
病等疑难重症，尤其创制许多治疗天花验
方，以“种珠”预防天花见长。行医数十年，
医名甚誉，被尊称为“农仙”。

天花肆虐 殊死一搏
民国时期，东山县出现天花肆虐，呈现

出流行范围广、发病率与病死率双高的特
点，严重摧残着人类的生命。《东山县志》
载：“民国十八——二十二年天花流行，全
县死亡 380 余人……民国三十八年天花再
度流行，死亡 2000 多人。”发病之快，死人
之多，前所未有。曾出现过仅仅数日，一家
数口全因天花而亡。那时城乡棺木为之一
空，不少穷人用草席裹埋，情景极为悲惨。

天花俗称麻子。医学研究表明，天花是
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潜伏
期一般为 17天，能够通过呼吸道接触以及
空气传播。在当时天花是危害性最大的传
染病之一，致死率高达 30％，人人惧之如
蛇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民国十八年，正是天花疫情弥漫着
东山岛的悲惨年份，每遇病人危急之时，
朱甲亨坚持厮守其旁，奋力抢救。为了医
治天花，他想了各种办法，许多民间偏方
被运用到治疗中，但在根治天花方面作
用并不大。面对瘟疫肆虐的恶劣环境，在
医疗条件极端缺乏的情况下，眼见病人
一个个死于天花瘟疫，朱甲亨同东山许
多中医界人士一样，虽痛心不已，但也只
能望病兴叹！

疫情过后，朱甲亨潜心研究天花的病
因、预防和治疗。他从《筑病源候论》《医宗
金鉴》等古籍医术的经验记载中，渐渐梳理
分析出天花的发病诱因。医书的记载，让朱
甲亨对天花瘟疫的严重性不寒而栗，也更
促使他战胜这恶魔的决心。在掌握医治理
论后，他通过摸索，提出自己一套独特的方
法。在民国三十八年东山县的天花再度大
流行时，他表现得较为沉稳，并将自己研发
的独特方法灵活运用到临床治疗中。有一
次，他接诊到一位天花病人，命人抓来一只
大活公鸡，宰杀后迅速拔去腹部的毛，掏净
内脏，选用开窍、引经、化瘀，药力俊猛而不
伤正气的名贵中药塞进公鸡腹内，然后绑
在患者肚脐炙热拔毒。不到半个时辰，但见
鸡肉变黑，病人的症状缓解了许多。此法是
利用药性穿透力强的特点传导代谢，使药
物的有效成分直达病所，得助其气而托其
毒，达到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苏的清毒疗
效。在面对危急重病时，看似怪招迭出，骨
子里却是朱甲亨大夫为了治病救人而进行
的“殊死一搏”。

朱甲亨大夫在诊治的同时要求对病人
实施居家隔离，避免与他人接触，保证了普
通人的相对安全，又阻止了疾病可能造成
的传播。

朱甲亨的医德，还在于他实事求是，不
为名利而迷惑。他是医生，但医生不是医治
百病的圣人。古城南门外有个富人家的孩
子患了天花。朱甲亨接诊时，已见其口鼻气
粗，两眼发直，奄奄一息。经过细心的望闻
问切,且舌有黑顶见，足见病人体内痘毒很
严重，诚如古人所云“病入膏肓”，处处可见
死症之象。此时的朱甲亨脸色不由得凝重，
显然已错过救治良机，断定此儿活不过三
天。这位富人情急之下提出愿出 120 银元
重金和送颂匾作为酬谢，跪求他以回天之
力相救。从不赚不义之财的朱甲亨大夫向
病人家属道出实情，劝其准备后事，谢绝了
巨额诊费。

以身试毒 首创“种珠”
天花肆虐过后，朱甲亨等有识之士为

征服天花，他们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努力和
探索，苦苦寻求治疗之道。他从一些古代的
医书中看到，有通过接种天花病毒取得治
疗天花的效果。

地处天涯海角的中医朱甲亨，开始潜
心研究预防治疗天花的思路。他在行医接
诊中，细心观察到但凡接触过痘浆的人，其
天花病情症状都相对轻得多，且痊愈后不
会留下疤痕。这一发现让朱甲亨豁然开
朗，原来天花病毒虽可怕，但却有一个致
命的弱点 :人体是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
而且得了天花痊愈后的人终身都对天花
病毒免疫。他又从清朝医家俞茂鲲《痘疹
金镜赋集解》、胡爱山《牛痘真传》等古籍
当中寻找到这一理论依据；从古代名医孙
思邈用取自天花口疮中的脓液敷着在皮
肤上来预防天花得到启示，在临床上有很
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清代著名医家张璐的

《医通》著作中，了解到痘浆、旱苗、痘衣等
多种预防接种方法。

但是，直接从天花病人身上提取痘浆、
痘痂然后为健康人接种，很难掌握。为了掌
握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他开始采集痘疹患
者的痘浆动手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让自己
冒患上天花的危险。第二天他的身上出现
了红肿，接着是又大又疼的溃疡。他的父母
妻儿惊悉后,在不知所措的恐惧中开始担
心,害怕家中顶梁柱的他因为冒患天花而
有生命危险。

“古有李时珍冒险尝百草，才研究出
《本草纲目》。为了东山百姓不再死于天花，
就要有人去冒险研究，何况医书上有记载。
莫担心。”朱甲亨安慰家人道。接着又在家
人身上试种实验。只见他将天花疮痂细细
研碎后加清水调匀，蘸在棉球上塞入接种
者的鼻孔里，12 小时后取出。总结出第二
天会轻微发烧属于正常反应，只须中药调
理。如果 7 天后受治者发热起痘就说明种
痘成功，可保一生平安。他详细交代了接种
过程中会出现的临床症状，并一一记录仔
细观察。

朱甲亨此举，最初有很多人不相信，甚
至说三道四。也有多位医家尝试研究实验，
但多未获成功。

面对这些，朱甲亨总是说:“担心和疑
虑是正常的，让事实去说吧。希望有更多的
人一起努力研究，那是好事。”

“通过人痘接种直接将抵抗天花病毒
的抗体接种在人体内是预防天花最有效的
办法。”这就是朱甲亨力推种“痘”、东山人
俗称“种珠”的道理。

在与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抗争中,
朱甲亨总结出各种预防天花和减轻病情
的方法。经过多少次反复的临床试验，朱
甲亨利用痘浆作为天花疫苗终于大功告
成 ，打 响 了 东 山 对 抗 天 花 第 一 炮 ，使 种

“痘”者出一次轻症天花而获得免疫力，成
为东山首个掌握种“痘”的大夫。接种时依
对象不同，有将天花患者痘疮中的浆液挤
出，直接涂抹到衣物或者鼻腔，也可以将
浆液风干研磨，加水后涂抹在衣物或者鼻
腔，使人体皮肤通过衣物或者鼻腔接触这
些浆液后产生免疫反应获得终身免疫的

“旱苗法”。有的是取天花患儿贴身内衣，
着于健康儿身上，使之感染的“痘衣法”。
这些办法对抑止天花的传播和预防起了
一定作用，避免产生危重的病情。在当时
的东山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声名迅速
传遍全县，慕名前来要求种“痘”者络绎不
绝，足迹遍及全县各乡村、渔区，还多次被
请坐船渡海到古雷和峢屿等地种“痘”，在
云、浦、诏邻县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群众
的敬重。

数十年风霜星月，凭经验接种无数。在
重大流行性疾病面前，朱甲亨为救治天花
病患，表现出了医者的担当。

民国时期东山首创“种珠”名医朱甲亨
⊙黄辉全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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