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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景 肃（1130—1203），南 宋 时
人，字和仲，号石屏，谥号“廉献”。唐
将军陈元光裔孙，开漳陈氏十九世，
云霄县陈岱陈氏始祖。

陈景肃出生于广东潮阳。年少
时奉父命从潮阳到漳浦，拜从官场
离职回乡的理学家高登为师。学习
的收获很大，学问品行优异。陈景肃
著有《怀高东溪》诗二首，表达了对
恩师的敬慕和思念。

陈景肃出师后，在今云霄县仙
峰岩创办石屏书院，设馆授徒。今诏
安四都一带的儒生吴大成、颜耆仲、
杨耿、薛京、郑柔等人，由于仰慕程
周理学，听说陈景肃是高登的得意
门生，便相率往仙峰岩拜陈景肃为
师。此后几十年间陈景肃先后在今
云霄县仙峰岩和诏安县渐山石榴洞
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成为云霄和诏
安历史上第一名师，南宋时期闽南
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

宋绍兴初年，陈景肃因学问品
行突出，被地方官推荐入朝，奉命跟
随秦桧之兄秦梓出使燕赵，表现出
卓越的外交才能。回朝后秦梓上表
推荐陈景肃担任祈请使，朝廷不允。
于是陈景肃便回到云霄仙峰岩继续
收徒授课。因仙峰岩较狭窄偏僻，石
屏书院容纳不下更多人，绍兴二十
年（1150年）陈景肃一行搬迁到渐山

（又称“笔架山”，在今诏安梅洲乡）
迁建石屏书院，继续讲学授业。因在
书院周围广植石榴，石屏书院亦称

“石榴洞”。学生有颜耆仲、郑柔、薛
京、杨耿、吴大成等人，还有陈景肃
的两个儿子陈刚（即陈肇）、陈宰。另
外，陈景肃的朋友诏安首位进士翁
待举引退后也到渐山，参加读书、讲
学、赋诗等活动。

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陈景
肃考中进士，授仙游县令。任内施行
德政，“薄赋轻徭，旌善伐恶”。嘉奖
孝行善行。剿灭惯匪大盗蓝飞仙及
其党羽，仙游匪患从此销声匿迹。不
久，陈景肃被提拔为湖南提举，南恩

（今广东阳江市）知州。再后来，朝廷
要提拔他为知制诰，因秦桧从中作
梗，此事只好作罢，改任台州知州，
后又调任湖州知事。陈景肃在台州
和湖州任上，一面坚持伐恶彰善，靖

盗安民；一面严厉抨击当权者的卖
国投降行径，并在诗词题咏中屡次
讥刺秦桧，因此遭到桧党的中伤迫
害，在湖州知事任上被罢黜回乡。此
时，太学生吴大成因“言侵时相”与
同入太学的薛京、杨耿、郑柔等人
被 秦 桧 集 团 视 为 陈 景 肃 党 羽 ，被
相 继 遣 送 回 乡 ，于 是 陈 景 肃 等 人
再 度 相 聚 渐 山 石 榴 洞 。他 们 在 石
榴洞大讲周程理学，注疏《诗经》《礼
记》等儒家经典，并时刻关心、研究
国事朝政。

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大奸
臣、大卖国贼秦桧病死。陈景肃上表

“议均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
民的拳拳之心。第二年，朝廷再次起用
陈景肃。初为湖南茶盐提举兼知贡举，
后迁朝议大夫，复任翰林院知制诰。吴
大成和郑柔也重回太学学习。然而此
时秦桧余党继续把控朝廷，朝政一
片黑暗。郁郁不得志的陈景肃师徒
相率挂冠归里，再度相聚于渐山石
榴洞读书讲学。杨仕训也随着叔父
杨耿到渐山拜陈景肃为师。

嘉泰元年（1201 年），南恩州又
发生叛乱，朝廷要派“宣慰安抚使”
到南恩州安抚。因陈景肃曾担任过
南恩知州，在当地很有威望，朝廷认
为人选非陈景肃不可，于是任命陈
景肃为岭南诸州宣抚使，再任南恩
知州。陈景肃不顾年事已高，持符节
前往南恩州，以德政平息了这场叛
乱，化干戈为玉帛。

嘉泰三年（1203年），陈景肃“勤
事至死”，在家乡逝世，与夫人宋氏
合葬于陈岱竹港北山。因陈景肃曾
担任南恩州知州，故竹港北山因名
知州山。宋宁宗追赠陈景肃为光禄
大夫（从二品）、资政殿大学士（正三
品），谥号“廉献”。

嘉定十五年（1222 年），陈景肃
的门生和漳州知州方来奉旨督建

“陈光禄（陈景肃）墓”，并建祠立碑。
方来亲自撰写《石屏陈公庙碑记》。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福
建提督夏月川追赠陈景肃、翁待举、
吴大成、薛京、郑柔、杨耿、杨士训七
人为乡贤，并在渐山石榴洞旧址建

庵供后人奉祀，故称“七贤庵”。云霄
仙峰岩陈景肃讲学处，后人建有“七
贤堂”。“七贤庵”“七贤堂”至今香火
不断，表达了人们对以陈景肃为首
的七贤的尊崇和怀念。

陈景肃著有《石屏撷翠集》《礼
疏》《诗疏》，遗憾的是皆已失传。今
所存著作有：《正宗九纲》《石榴洞
赋》《赠吴大成梅洲梅月赋》《题吴子
集诗卷序》（吴大成，字子集）和诗作

《怀高东溪》二首、《试剑石》《赠梅
月》（吴大成，号梅月）、《赠大成颜耆
仲》等。

陈景肃一生爱国忧民，坚持民
族气节，严厉抨击和坚决反对秦桧
党人的卖国投降罪行，堪称民族英
雄。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任上施
行德政，“伐恶彰善、靖盗安民”“遍
著贤声”，是能臣廉吏的典范。2016
年，云霄县纪委在马山村辟建“云霄
县‘十廉吏’文化园”，园内有陈景
肃、林偕春等十廉吏的石雕像。为国
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历史和人
民永远将他铭记。

“““渐山七贤渐山七贤渐山七贤”””领袖陈景肃领袖陈景肃领袖陈景肃
⊙陈志清 文/图

2021 年 11 月 22 日《长江日报》
刊登“网络文学绝大多数属快餐文
化，中小学生应多读些经典”的文化
报道：11 月 21 日，获得第 36 届楚才
写作大会暨“学习强国”主题征文活
动特等奖的十余名“小楚才”，与武
汉市的一些作家围绕着网络文学进
行了“圆桌交流”，在网络文学阅读
日益盛行的当下，青少年该如何去
粕存精？

在“圆桌交流”中，有的初中学
生说，曾经比较排斥网
络文学，觉得跟经过时
间沉淀的中外文学经
典 比 起 来 ，有 云 泥 之
别，可是，后来发现网
络文学被越来越多的
中小学生乃至成年人
追捧，其影响力不可小
觑，接触到的一些网络文学读来也
十分引人入胜，早年的《水浒传》《三
国演义》也是坊间的热门小说，正是
因为广为流传才被保留至今成为经
典，所以，网络只是一种新的传播途
径，不能被贴上孰高孰低的标签。

有的高中学生说到一些耐人寻
味的现象：一是在逛书店时，发现网
络文学的区域越来越广，而哲学、人
文类的书籍往往被安置在旮旯里；
二是网络语言的低龄化运用，很多
小学生在写作与日常交流中，将运
用网络语言当作一种潮流……

我们知道，二十多年来的网络
文学的发展，颠覆了纸质传统写作
的话语霸权，而且随着当今新兴媒
体互联网阅读率持续迅速上升，让
网络文学阅读成为一种流行的阅读
方式，网络文学阅读进入我们的阅
读文化生活。

尽管对于网络文学阅读的流
行，我们曾经有过争论，但是，今日
我们已经无法抗拒这种日渐影响我
们阅读方式的网络阅读的强大力

量。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网络阅读渐
渐成为阅读生活的主流，而忽视了
网络阅读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
活动带来的多种影响。这两位中学
生所反映的网络文学受青少年追
捧，网络文学阅读压缩人文阅读空
间的现实，折射出一些青少年在网
络文学阅读中的困惑和不解。

据 11 月 22 日文化媒体报道，阅
文集团发布《2021 网络文学作家画
像》指出，如今网络文学题材多样
性、覆盖面都有所提升，特别是现实
题材网络文学发展迅猛。但是，玄

幻、修仙、穿越……仍是如今网络上
流行、吸引青少年读者、具有高阅读
率的网络文学小说题材。除此，网络
文学小说在商业化模式的运营下，
情节设置比较引人入胜，就像说评
书一样，关键时刻总是需要听下回
分解，让人欲罢不能，而且读这样的
网络文学小说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不少青少年人阅读网络文学小说大
都是把它作为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是一次性阅读。

网络文学的主要读者是青少年
这一现象，曾引起青少年该不该阅
读网络文学的争议，尤其一些家长
存有忧虑，认为读网络小说对孩子
的成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甚至是
浪费生命……

上面新闻报道的这次与中学生
的“圆桌交流”中，一些作家、诗人直
言“网络文学绝大多数属快餐文化，
中小学生应多读些经典”，也是看到
了网络文学阅读给他们的文化趣
味、思维方式和精神活动带来的诸
多影响。“网络文学绝大多数属快餐

文化”，这是从阅读的价值和精神渗
透的程度上说，网络文学的阅读，基
本上还是一种“浅阅读”，“快餐化”
的网络文学阅读，其结果是让人逐
渐丧失深度阅读，使专注与沉思的
能力下降……

阅读的基本条件是，通过阅读
和语言的中介，在所读作品和读者
自身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网络文
学阅读和经典传统阅读在阅读感和
投入的主体精神方面是有着显著差

异的。在经典传统的
书籍中，存在着一个
用文字记载的传统，
阅读使读者得以进入
这个传统，文字是抽
象的符号，它要求阅
读 必 须 同 时 也 要 思
考，否则就不能理解

文字的意义。而属于“快餐文化”的
网络文学阅读，则是在销蚀着阅读
者思考的阅读能力……

对今日青少年来讲，他们还不
是成熟的阅读者，他们需要思想、理
性和精神的星光导引。他们应改变热
衷于网络文学阅读的趣味，“浅阅读”
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观念，更加重视有
质量和有价值的、代表深度阅读的传
统阅读和经典阅读，因为，只有这种
阅读才能真正给他们自己的精神体
悟、理性智慧和人生经验，带来更多
文化的、精神的、人文的助益。

青少年该不该读网络文学？
⊙杜浩

龙海区榜山镇九龙江边有一社，名
“福河”，却叫作“豛翗”（dɑk 阳去 ɡo 上
声）。

《漳州掌故》（海风出版社 1995·9·8
第一版）的《福河与豛翗》一文中写道：
清朝时，这社请来一老秀才当塾师。这
塾师在收束修时，发现夹有“呆儿钱”，
即劣质的铜钱，要求家长给换。家长说：

“不要紧，埠头钱埠头用嘛。”塾师有气，
于是教学生，把“福”写作“豛”。年底，贴
门神，那横批的“自求多福”，学生写都
为“自求多豛”。“豛”意谓“不顺利”。家
长们纷纷责问塾师，塾师说：“埠头字埠
头用嘛！你们‘福河’不是叫作‘豛翗’
吗？”

该文说，“豛翗”是“疍哥”的转音。
文中接着写道：厦门大学历史系教

授傅依凌考据，汉武帝为平定闽越族的
叛乱，下令将其迁江淮地区。其中有部
分逃脱，上山为畲，下海为疍。疍以船为

家，生活水上，本地人称为“疍哥”。
“福河”这地方，原为一港湾，“疍

哥”常在这里泊船。后由于淤积，这港湾
成了陆地，“疍哥”于是在此盖房子居
住，地名也就叫作“疍哥”。久后，音讹为

“豛翗”。
“豛翗”，本地意谓“别扭麻烦”，这

自然“不顺利”。
查古今汉语，无“豛翗”二字，是土

造的。
到底是哪二字呢？

《汉 语 大 词 典》，释“ 疙 瘩 ”（ɡē ·
dɑ），一义为“麻烦；别扭”。如《儒林外

史》第三十回：“说到他娶王太太的这些
疙瘩事，杜慎卿大笑起来。”

本地闽南方言，“疙瘩”词序相反为
“瘩疙”（dɑk阳去 ɡo 上声），义同。这种
词序相反而义同的，本地闽南方言不为
少见，如“台风”闽南话说作“风台”、“嘈
杂”说作“杂嘈”等。

如 此 ，土 造 的“ 豛 翗 ”应 正 为“ 瘩
疙”，不仅词义准确，且也几音同。

而今，“福河”这社，本地闽南话仍
称之为“瘩疙”。不过，如果说旧时“福
河”曾“豛翗”，现已不再，正顺利为农村
振兴而前行。

福河福河““疍哥疍哥””““豛翗豛翗””
⊙郑通和

民国教育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
笔者不是专家学者，无法从理论上说
清真正的原因所在，只能通过一些细
节性的东西来求证答案。通过一段时
间的阅读，我感觉，民国教育的成功
之处，就是它另类的方式，比如，我下
面记述的这三个情节，就堪称“另
类”，能带给我们诸多思考。

第一段文字，是讲述叶公超的教
学法奇特的，转述如下：叶公超几乎
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
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
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
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
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
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
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
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
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
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
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
词典》。”钱理群先生曾在演讲中讲
到了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
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
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
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
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
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
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
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
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
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学者傅国涌
先生的《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
中，也记述了民国年间的一次考试，
那是发生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次考
试，南开中学当时有个学生，叫谢邦
敏，这个学生严重偏科，他极有文学
才华，但数、理、化成绩却很糟糕，
1941 年，谢邦敏即将毕业，参加毕业
考试，当考到物理一科时，卷子发下
来，他发现自己几乎一道也不会做，
就索性交了白卷，但他在卷子上即
兴写了一首词：“晓号悠扬枕上闻，
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
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

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
卷，柳耆原非理组人。”这首词，不但
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味道，而且
还为自己交白卷进行了辩解，可想
而知，如果让一般的批卷老师看到，
心里会气成什么样？幸运的是，负责
给谢邦敏批卷的老师，是魏荣爵，魏
老师的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
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更难能可贵
的是，面对谢邦敏的白卷和词，他没
有一气之下判个零分拉倒，而是通
过这首词，发现了谢邦敏在文学方
面的出众才华，认为谢邦敏的物理
虽然交了白卷，但不能因此而否定
他的文学才华，不能因此让他拿不
到毕业证而影响他未来的发展，这
样的学生，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所
以，魏老师便在评卷时给谢邦敏写
了一首诗作为评语：“卷虽白卷，词
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正
因如此，谢邦敏才顺利地拿到了毕
业证，后来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
并成为北大教授。“人各有志，给分
六十”，这样开放的标准，真是一种
难得的境界啊！

另类的讲课方式、另类的考试方
式、另类的评卷标准，带给我们诸多
思考。

另类的民国教育
⊙唐宝民 文/供图

早时闽南农村演
戏，多是在广场上临
时搭起戏台，俗称“戏
棚”，“戏棚脚”就是戏
台底下。观众在戏台
底下看戏，其中仅有
少数人在前面坐着椅
子，大多数人则是站
着观看。由于人头攒
动，站在后头的人经
常看不到戏，只能耐
心等待。早时农村社
戏经常有“双棚斗”，
即两台戏在同一个地
方竞演，看谁剧情好，
演技高，观众多，经常
竞演到下半夜。一些
在戏台前面看戏的观
众看累了、看困了纷
纷回家睡觉，站在后
头的观众便纷纷占据
那些人的好位置继续
看戏，于是便出现了

“戏棚脚是站久人的”
的闽南俗语。

在戏台下久站看
戏的人，其可贵之处
就是坚持。由于看戏
的人众多，他在后头
看不到戏，并没有扰
乱秩序挤到前头去跟
人家争抢位置，也没
有放弃看戏的念头，
而是在久站中坚持、等待，这需
要耐心，也需要毅力。等到那些
在前头坐着看戏的人累了，困
了，他终于有了好位置可以看到

戏了，才尽情地享受
着那“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愉悦。他为了实现
自 己 的 追 求 先 苦 后
甜，笑到了最后。

由“戏棚脚是站
久人的”这句闽南俗
语，不禁想起老一辈
革 命 家 徐 特 立 老 先
生。徐特立是毛泽东
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
老师，1927 年蒋介石
叛变革命，四处屠杀
共产党人，不少共产
党员叛变或脱党，他
却无惧腥风血雨，以
50 岁 高 龄 加 入 中 国
共产党，后又参加南
昌起义，并扶着一根
竹杖，随着红军走完
两万五千里的路程。
到延安后，毛主席称
他 为“ 坚 强 的 老 战
士”，朱总司令称他为

“当今一圣人”。新中
国成立后他已年过古
稀，依然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积极投身于
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
业。虽然徐特立老先
生不仅仅是看戏的，
还亲自参与中共带领

民众革命的演出，他在革命队伍
因遇到挫折不少人掉队的时候，
却主动入例并坚持到最后，这种
可贵的精神确实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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