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及父亲节，如今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多是每年
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这个源自西方的节日。实际上，在我
国古代，同样存在着诸多与感恩父亲、表达对父亲敬重相
关的日子，其形式与内涵虽与现代父亲节有所差异，却也
满含着浓浓的亲情与孝道。

在古代，父亲的生日便是一个重要的“父亲节”。《礼
记・内则》记载：“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
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
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可见古人对长辈养老极
为重视，而父亲生日之际，更是子女尽孝的关键节点。每
逢父亲生辰，家中通常会举行盛大的家宴，子女们身着整
齐，恭敬地为父亲敬酒祝寿。从唐代起，子女还有亲自为
父亲制作生日汤饼的习俗，汤饼即现今的寿面，细长的面
条寓意着长长久久、福寿绵延。白居易曾在诗中写道：“岁
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描绘的正是家中为长
辈庆生时，晚辈依次敬酒、热闹欢乐的场景，在这样的时
刻，父亲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尽享子女的敬爱与祝福。

父母的成亲日，在古代被称作“天伦日”，这也是一个
有着浓厚“父亲节”意味的日子。这一天，子女要向父母亲
行九拜大礼。《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了九拜之礼，

“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
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子女通过如此
隆重的礼节，感恩父母给予生命，组建家庭，含辛茹苦将
自己养大。尽管此礼同时面向父母，但父亲作为家庭的顶
梁柱，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这一庄重的仪式，
同样饱含着对父亲的敬重与感恩。

对于古代的文人雅士而言，父亲的“金榜题名日”，古
称“科甲日”，是意义非凡的日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考中功名对古代男子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
事业的起点。子女们自然不会忘记这个特殊时刻，每当此
日来临，都会精心为父亲举行祝贺活动。如白居易 27岁
考中进士，他激动地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
少年”。多年后，他的子女必定也会在这一天，以各种方式纪念父亲的荣耀时
刻，这无疑也是对父亲辛勤付出与卓越成就的认可与敬意。

此外，在一些传统观念里，若子女成年后过生日，且父母均在世，这一天也
有着别样的意义，可看作是对父亲的一种致敬。古人遵循“孝为百行之首”的理
念，认为子女生日时，应先感恩父母的生育与养育之恩。在生日当天，子女要先
拜父母，在父亲的安排下进行拜祖、拜庙、拜师、拜墓等一系列活动后，才开始
庆祝自己的生日。整个过程中，父亲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时刻提醒着子女“没有
我，哪有你”，充分体现了对父亲的尊崇以及不忘本的传统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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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网络平台
上自称“国学大师”的江湖
术士，正以弘扬传统文化之
名，行风水算命、改运敛财
之实。从卧室布局到厨房方
位，这些骗子用玄之又玄的
话术，将国学扭曲为迷信工
具，不仅骗走了中老年群体
的积蓄，更玷污了传统文化
的纯洁性。

细察这些“国学直播”
的骗术套路：虚构师承背
景、编造灾难预言、兜售改
运产品。所谓“大师”既无真
才实学，所谓“案例”全系剧
本编排。他们精准利用中老
年人对健康福祉的关切，以

“血光之灾”“家道中落”等
恐吓话术突破心理防线，最
终达到敛财目的。最可悲的
是，这些骗局竟披着“国学”
外衣招摇撞骗，让千年文化
沦为行骗道具。

真正的国学精髓何
在？是《论语》“见贤思齐”
的修身之道，是《孟子》“舍
生取义”的凛然气节，是《周易》阴阳
变化的辩证智慧。绝非直播间里那些
故弄玄虚的“开运符咒”。这些伪大师
既不解《道德经》“道法自然”的哲学

深意，更不懂《尚书》“正德利用”

的治国之道，只会用迷
信话术恐吓受众。

值得注意的是，受骗
群体多为信息甄别能力
较弱的中老年人。他们往
往并非愚钝，而是孤独
——子女疏于陪伴，社会
关怀缺失，致使这些文化
骗子有机可乘。在指责长
辈轻信谣言时，我们更应
自问：提供了多少真正的
文化滋养？与其让老人购
买虚假的“改运课程”，不
如共读《诗经》感受“窈窕
淑女”的雅致，这才是传
承国学的正途。

整治此类乱象需形
成治理合力：平台方应加
强内容审核，不能为流量
纵容骗术；监管部门须完
善法规，斩断灰色产业
链。但治本之策在于重塑
社会对国学的认知——这
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绝非
江湖术士的牟利工具。唯
有让经典真正走进生活，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伪国学
的生存空间。

国学是明德至善的人
生哲学，不是占卜问卦的巫术；是润物
无声的文化积淀，不是急功近利的生意
经。当公众真正领悟“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时，那些装神弄鬼的假大师，终将无
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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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教育史上，道南学
堂宛如一颗耀眼的星辰，照亮着无
数华侨华人学子的求知之路。而这
所意义非凡的学府，其首任校长马
徵祥先生以独特的智慧与热忱，在
道南学堂的发展历程中，开启了辉
煌的序章。这段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的佳话，至今仍被传颂。

马徵祥（1879—1915），字乃堂，
东山县铜陵人，清末最后科考的举
人，曾任同安知县，博学多艺，有

“闽南第一才子”美誉。他还是清末
民初时期闽南颇负盛名的书法家
之一，《诏安书画史》载其：“楷、行、
草俱精。楷书取法唐钟绍京、禇遂良诸家笔意，笔
画劲瘦，意实力足。”

道南学堂弦歌起

1891 年 7 月 27 日，南洋（东南亚）华文报刊
《星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文章《论外洋宜公设书
院训华人子弟》，文中写道：“中国移民娶马来土
妇为妻，将所生之子送往学西语……设若几十年
甚或几百年之后，彼等便将完全忘却华语矣。届
时，成千上万之中国人势将沦为蛮夷，披头散发，
左袒右襟也。”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当时南洋侨
胞中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

20 世纪初，清政府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
下，开始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希望通过兴
办商会和学校，凝聚力量，推动海外华人的经济
发展和文化传承，派遣南洋商务大臣张弼士及视
学刘士骥到新加坡劝办商会及学校。新加坡华文
教育由此进入历史新阶段，华人会馆开始纷纷设
立学校以供会员子弟读书。

在新加坡华侨华人中祖籍福建人约占一半，
华人社群在努力扎根发展的同时，迫切需要一个
传承母语文化、培育后代的教育摇篮，解决儿童
教育问题成为福建会馆华侨领袖当务之急。1906
年，由新加坡华侨陈嘉庚、林文庆、吴寿珍等 110
名福建籍商人发起创办道南学堂，旨在为当地的
华裔子弟提供系统的华文教育。同年 11月 18日
福建会馆召开学堂筹备委员会，并募得捐款
36500元叻币，创立福建会馆第一所华文学校“道
南两等小学堂”。1907年 3月 3日，闽帮连续在新
加坡《叻报》刊登了《福建倡议设道南学堂广告》，
继续号召闽帮侨商积极捐款，这次道南学堂获得
第二批捐款共22300元叻币。

1907年11月18日，道南学堂正式开课，最初
租用新加坡大马路陈金钟住宅暹罗宫为校舍。学
堂之所以命名为“道南”，陈嘉庚在《新加坡华校
历史沿革》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至于道南之名，
则陈宝琛南来招集铁路资款时所取。”

“道南”原自《论语》“吾门有偃，吾道其南”的
儒家典故，“偃”指的是言偃，字子游，孔子的弟
子。意为孔子因为门下有了言偃，他的道才得以
传播到南方。寓意将中华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思想
传播到南洋地区的愿景，表达了先辈对学堂寄予
的厚望和对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视。

1912年，新儒家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专程来
到新加坡考察道南学堂，他在《新嘉坡道南学堂
记》中写道：“新嘉坡道南学堂者，闽人之所建
也……伊川之学，谨于礼者也。龟山得之，归教于
闽，而闽学弘于天下。”

才华横溢展新篇

马徵祥出生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和重视教
育的家庭，父亲马兆麟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举
人、著名书画家，一生致力于教育、兴办学堂，他
自幼便接受了儒家传统教育的熏陶。

道南学堂的创办之初，华侨领袖们深感选聘
一位德高望重、责任心强的堂长至关重要。而此
时的马徵祥声名早已蜚声海内外，学堂董事会一
致推选马徵祥为堂长最佳人选。不久，道南学堂
的聘书送到铜山。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
忱，马徵祥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旅程，由此开启
了他在南洋教育领域的传奇之旅，成为道南学堂
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刚上任的马徵祥，面临着学校初建，师资力
量薄弱，教学设施简陋，课程设置也不够完善等
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他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
精神，开始了他的教育兴学之路。他四处奔走，广
纳贤才，从本地的教育精英，到远渡重洋邀请来
的文化学者，都被他的教育理念所吸引，一批优
秀的教师加入道南学堂的教师队伍中，为学校的
教育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时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马徵
祥在道南学堂的教育实践中，打破以英文学校为
主导的局面。他深知，华文教育不仅是传授语言
文字，更是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远离故
土的华人后代能够铭记自己的身份与历史。

道南学堂最初只招收闽籍学生，以闽南话为
教学用语，所以道南学堂对教员的第一要求就是

“操漳泉土音”，第二要求则是“不染烟瘾”。
在课程设置上，马徵祥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

前瞻性与智慧，引入了新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内
容，推动学校从传统的旧式教育向现代教育转
变。他遵照清政府 1903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
堂章程》的规定，改革旧式私塾学生只读《三字

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儒家启蒙
教材，设置了新的课程，采用了新的
课本，既涵盖了传统的诗词、书法、
历史等中华文化课程，又融入了自
然科学、外语等实用学科。他注重学
生的全面发展，增加了华语、算术、
图画、唱歌以及体操等课外活动课，
以此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
兴趣爱好和综合素质，为华人子弟
开启知识与文化传承的大门。这种
中西融合的教育模式，在当时的新
加坡独树一帜，深受侨商子弟欢迎，
为学校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
创办暨南学校，函请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吴世奇
选派华侨学生回国就学。马徵祥受吴世奇委托，
亲自护送李光前、何葆仁、胡戴坤、吴达人等 18
位侨生到南京暨南学堂深造，开南洋华侨子弟回
中国升学的先河。

泽善蓄美育新贤

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原有校舍已无法
满足办学需求。

从印尼移居新加坡的闽籍华侨实业家黄仲
涵，遂在亚美尼亚街 39号购地赠予道南学堂，作
为新校址。1911年，学生数由初办时的约90名增
至304名，马徵祥把学生分为8个班，在当时的新
加坡教育界可谓绝无仅有，一时名声大噪。1912
年，学校迁至亚美尼亚街新校区，并正式更名为

“道南学校”。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马徵祥深知华侨子弟

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而教育不仅仅是
知识的传授，更是品德的培养。他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以身作
则，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学生，强调品德教
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他的领导下，道南学校
以“诚毅”为校训，倡导学生以诚待人、以毅处事。
马徵祥主张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
品德与文化素养，注重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友爱
的校园文化氛围；倡导将不同籍贯和方言的学生
聚集在一起，通过统一的语言教育，培养了华侨
子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华侨社会
的凝聚力，使华侨子弟在异国他乡保持对祖国文
化的热爱和尊重。

道南学校在马徵祥先生的不懈努力下，逐渐
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形成了良好的
校风校纪。学校逐渐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华人
子弟慕名而来接受教育。道南学校也成为新加坡
华文教育的楷模，培养的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华侨
子弟中，许多人成为新加坡社会的精英和栋梁之
材，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为新加坡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华侨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
了基础。据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馆办学
校》一文介绍：“著名的华人实业家、慈善家李光
前小时候在道南念过书，他读的是甲班，成绩与
操行等方面都很好，常被师长赞赏。曾担任过华
中校长的何葆仁博士，前财政部长胡赐道的父亲
胡载坤医生，都是道南的学生，可见道南学校出
了不少人才。”

1916 年，陈嘉庚出任道南学校第三任总理，
在他的推动下，率先打破“宗乡观念”，开始招收福
建以外不同籍贯的学生，凡是华人子弟，只要有求
学之心均可入学平等接受教育，还优待贫寒学生
免费入学。教学也从过去的闽南话改为华语。

道南学校的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新加坡华
文教育的变迁，体现了华人社区对教育的重视和
对文化传承的坚守，也成为新加坡华人教育的一
面旗帜，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火种，让海外华人的
后代始终铭记自己的根与源。

马徵祥作为新加坡道南学校的首任校长，不
仅为当地的华人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更
在南洋地区播下了华文教育的种子，为学校的早
期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
化在海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
道南学校已创校超过 115年，成为新加坡历史上
最悠久的小学之一。

马徵祥与新加坡道南学校
⊙黄辉全 文/供图

清代是诗歌中兴的朝代，诗人之多，超过历朝，
而女诗人全国竟有4000余人，其中我们漳州女诗人
亦占有一席之地。据清道光《国朝闺秀正始集》《闽川
闺秀诗话》和民国《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三书所载，漳
州苏世璋就是其中一个小有名气的女诗人。

苏世璋，字文珪，清漳州府海澄县八都（今漳州
市龙海区虎渡村）人。提督苏明良五女。雍正初年
（1723年）生于漳浦县守备官署，十六岁嫁一等海澄
公黄仕简为妻。定居漳州府城公府街（今芗城区政
府大院）。卒于乾隆末年（1795年），诰封公爵夫人。
著有《瑞圃诗钞》二卷，已佚。今存诗十一首。

清乾隆《漳州府志》卷五十《纪遗下》载：“近
世闺媛诗具有远韵者，上公黄夫人苏氏文珪。著

《瑞圃诗钞》初、二集。中多警句，其五言，如《咏
莲》云：‘清芳君子品，超逸谪仙才。来雁云归时，
人每后落处。’《曲难终》七言，如：‘江楼远眺云云
生，远岫笼千树风入。’长江汇百川。《勖子》云：

‘清泉未养童蒙德，寒雪将侵慈母头。’《桐江怀
古》云：‘帝座有星原是客，春江流水独澄秋。’皆
新警可诵。至《秋柳》步韵四章，如：‘憔悴不堪萦
水畔，婆娑独自绕烟痕。’‘眉消灞岸思张厰，腰瘦
章台恨楚王。’‘难凭弱絮随风起，更鲜柔技带雁
飞。’‘枚叔不逢空旖旎，小蛮欲别尚缠绵。’则体
物之工用事无迹，更欲与古人競细争奇矣。谨遵
钦定制义列：生存者文虽佳不录，故未编入艺文
中。为揭其雅致，如此俟扬芳者知所求焉。”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在济南大明湖水面亭
游玩时写了一组《秋柳》诗，这四首《秋柳》诗，意
韵含蓄，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
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
人深厚的艺术提炼功底。一时和者甚众，三年后
大江南北和者达数十家，闺秀亦多和作。

苏世璋也作了相应的四首和之，其诗于外在
形式上极符合和诗的特点，与原诗可谓珠联璧
合。如下：

【秋柳】用王渔洋先生韵四首（录自清蔡殿齐
编《国朝闺阁诗钞》第三册卷十）

秋风落木暗销魂，飒飒霏霏下玉门。憔悴不堪
萦水畔，婆娑犹自绕烟痕。独怜系马思长道，何处
啼乌入夜村。一曲凄凉羌笛里，无情有绪总难论。

萧萧疏影度寒霜，半入斜阳半野塘。草裹茱萸
堪作佩，竹间云母可为箱。眉消灞岸思张厰，腰瘦
章台恨楚王。莫遣使君重问讯，故园西角永丰坛。

芳春作絮点宫衣，秋色萧条汉苑稀。陌上隄边
花事尽，星移物换故人非。难凭眠起随风异，惟解飘
零逐雁飞。曾说金城千万缕，何堪流涕寸什心违。

深秋袅袅最堪怜，一望平芜杂暮烟。枚叔不逢
空旖旎，小蛮欲别尚缠绵。将军旧垒伤今日，帝子长
堤忆昔年。为想五株陶令宅，西风摇曳夕阳边。

另外，还有一首示儿诗，也是难得的家训诗作。
【勖子】
礼乐诗书春复秋，韶年驹隙信难留。清泉未

养童蒙德，寒雪将侵慈母头。踵武有怀兄弟在，
传经无媿行名优。叮咛记取高堂语，更要尊师礼
义周。

鲜为人知的清代漳州女诗人苏世璋
⊙苏登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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