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閒來無事，我在家整理舊物，幾本我
年輕時精心收集的集郵簿被翻了出來。翻看
着那一枚枚飽含着時代印痕與我年輕生命軌
跡的郵票，遙想當年為了覓得一枚猴票、雞
票……曾費了我多少心思，花了我多少積蓄
啊！翻着翻着，忽然一張嶄新的紙幣從集郵
簿裡掉了出來，這是一張市面上早已不見蹤
影的1960版五元紙幣，新得擦刮響，看到
它，我的思緒頓時閃回到了幾十年前，——
這張並非郵票的紙幣堪稱我收藏之最啊……
那年我正讀高中一年級，期中考試得了個

總分全班第一名。我喜孜孜跑到校長室去報
喜。（父親是學校的校長）父親見了我問：
「你來做什麼啊？」我答得很乾脆：「領
獎！」「領什麼獎？」父親的口氣、神色分
明是一副明知故問的樣子，我不由分說地跑
到他身邊：「怎麼，你想說話不算數？冠軍
該獎嘛。」說着就伸手要掏他的口袋，（我
家五個子女中，唯有我是可以跟父親沒大沒
小的）父親這才換了口氣：「好好好，算
數，怎麼能說話不算數呢？」邊說邊掏出錢
包。我奪過錢包就從中抽了張五元紙幣說：
「考了第一名獎勵五塊錢。」五元錢在那時
可是「巨款」哩。父親瞅見後笑道：「這獎

也太馬虎了吧，得加重。」我尋思父親將會
加倍獎勵呢，就眨了眨眼，充滿期待等着。
父親打開抽屜，取出一本日記本，打開，裡
面夾着一張嶄新的面值也是五元的紙幣，
說：「以新換舊，等價交換。」我滿以為他
會追加上這五元新紙幣，孰料卻是等價交
換，不過想想也好，新紙幣總比舊紙幣看着
舒服，拿着愜意，於是就來了個以舊換新。
父親見我取過新紙幣，點了點頭，神色凝重
了起來，問我道：「你知道這張新紙幣的來
歷麼？」我滿不在乎回答：「一張鈔票能有
什麼來歷？你的工資收入，人民銀行發行的
嘛。」父親搖搖頭說道：「人民銀行發行
的，是沒錯，可它不是我的工資，是我的獎
金。」說着他陷入了憶念的境界，徐徐說起
了那五元獎金的來歷——
原來，三年自然災害時，父親和幾位青年

教師結伴利用寒假到偏僻的鄉下去支教掃
盲，並節衣縮食自己掏錢為鄉親們買課本、
文具以及夜課掃盲的燈油，連過年也沒回
家，與鄉親們一起過了個異常簡樸的新年。
這事讓領導知道了，通報嘉獎，給每位青年
教師獎勵了五元獎金。父親將這五元新紙幣
珍藏了起來，一直沒有兌開、沒有花銷，他

珍藏的是那段難忘的歲月，珍藏的是艱苦樸
素的精神。他將這五元新紙幣獎給我，是希
望我今後長大成人也懂得為他人奉獻服務，
也毋忘艱苦樸素的本色。我對父親的故事和
道理有些似懂非懂，但對那張新紙幣卻是歡
喜不盡，就慎重夾進了自己的集郵冊內。以
後每集得新郵，就會打開冊子看一看那張新
紙幣，幾次想兌開它花掉，總感到戀戀不
捨。那時我每月有一至二元的零花錢，除了
集郵，就是看電影，買零食，手頭很緊，卻
沒有想兌開新紙幣的念頭，總覺得它是父親
好不容易獎到的，我倘若輕易兌開花銷了是
對不起父親的。有意思的是父親偶爾也會假
借欣賞我集郵成果，看一看那張新紙幣，當
看到新紙幣安然眠在集郵冊內，由玻璃紙貼
膜撫貼得平整安詳，他會欣慰點頭微笑。我
看到父親欣慰的神色，也感到格外滿足和幸
福。隨着年歲的增長，我愈發感受到了那張
珍藏紙幣的分量。歲月不羈，時勢變異，父
親垂垂老矣，我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漸漸
淡忘了那張五元紙幣，那張五元紙幣也遠不
像當年那樣有「巨款」的氣派，所以當我整
理舊物時突然發現了它，以往的歲月竟然聯
翩而來，我凝視良久，不禁淚眼模糊……

我早前收看的央視科教頻道播出的《中國詩詞
大會第三季》第八場，一位選手在答題時，給出
的答案為：「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
家。」「回答正確！」主持人董卿話音剛落，我
立馬做出反應：這不是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
中的詩句嗎？
提起范成大，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南宋「中興
四大詩人」之一。可是，不少人未必知道，他還
是一位「善政」的古代先賢。去年十月，我在浙
江麗水古堰畫鄉的「古賢長廊」裡，第一次見到
默默無語、栩栩如生的「范成大」。面對這位古
賢傲然挺立的雕像，我心生敬意、浮想聯翩。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居
士，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南宋傑出的
政治家、文學家。42歲那年任處州（今浙江麗
水）知府，這是他首次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據史
料記載，乾道三年（1167）12月朝廷任命；乾道
四年之夏，范成大正式走馬上任，至乾道五年，
從頭到尾，滿打滿算，他在處州任職不到兩年時
間，但卻「多善政」，即政績卓著。有人說，在
處州1300多年（589—1912）歷任主政官員中，
范成大雖然任期最短暫，但政績卻最為卓著，因
而成為最受麗水人民懷念的「三最」父母官。
在古堰畫鄉范成大雕像右側，立着一塊白底黑
字的牌子，上面用中文、英文、韓文、日文四種
文字對范成大作簡要介紹。第一段中寫道：中國
古代著名詩詞作家，他與楊萬里、陸游、尤袤，
合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於南宋乾道三年任
處州知府，重修通濟堰，首立堰規20條，沿用至
今。堰規內容完備科學，沿用時間之長，為歷史
上所罕見，是世界最早的農田水利法規之一。碑
文撰寫、書寫都出自范成大之手，具有很高的文
化藝術價值。那天，一來時間倉促，二來「長
廊」裡有多位歷史先賢，因而對他並不太「上
心」。後來查閱一些相關史料，范成大的形象在
我心目中日漸變得高大起來，在對他刮目相看的
同時，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經久不散。
范成大在處州任職期間的「善政」，口口相
傳，可圈可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三：
其一，修復通濟堰。「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處州地處「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江南山區，多為
山田，極易乾涸，水利顯得尤為重要。松蔭溪上

的通濟堰，建於南朝蕭梁天監四年（505）。600
多年過去，及至范成大走馬上任，但見「往跡蕪
廢，下源尤甚」。於是，乾道五年（1169）正
月，他親自踏勘堰址，與軍事判官、蘭陵（今山
東棗莊）人張澈，組織民夫對通濟堰進行大規模
修復，用「伐木截流，疊石築岸」的辦法抬高水
位，並設置49道閘，以調節水位高低，使水流逐
級而下。經過3個月艱苦施工，終於趕在雨季到
來之前大功告成，灌溉水田面積達到25,000畝。
有道是，水無常性。為了保護堤堰，范成大認
為，必須完善常態化管理制度。遂親自制訂、撰
寫了《堰規》二十條，從管理人員、用水分配、
工役派遣、堰渠維修，到經費來源及開支等，都
做出詳細規定，並立碑於堰旁的詹南司馬廟中。
這塊「文意簡賅，書逼蘇黃」的堰碑，是目前世
人所能看到的通濟堰最早的堰規。《栝蒼金石
志》稱：「范公條規，百世遵守可也」。事實
上，繼宋之後，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沿襲
范成大制訂的堰規模式。明萬曆三十六年
（1608），該堰規被全文收錄麗水知縣樊良樞所
編的《通濟堰志》。
其二，新造平政橋。處州城同甌江南岸各縣被

寬闊的江水隔阻，前人修建的浮橋業已老舊，百
姓過橋，既不方便，又不安全。范成大一番考察
後，決定新造浮橋。清雍正《處州府志》卷之六
《橋渡》載：「濟川浮橋，舊在栝蒼門外。造舟
為梁，聯以緶。宋乾道四年，州守范成大新之，
曰平政。」新造的平政橋，用船76艘，架樑36
節，上鋪木板，一橋浮架，使得江面「夷若坦
途，四民稱便」。范成大還從長計議，通過核查
廢除寺廟田租，置田50畝，以備維修浮橋之用。
同時，設置船夫若干人，負責日常管理事務。不
僅如此，范成大還親自撰寫了《平政橋記》，制
訂橋規，勒石立碑，為後人記錄、保存了這一事
件的真實過程。隨着歲月更迭，平政橋幾度移
址，雖經歷朝屢毀屢葺，但作為處州各邑通津橋
樑，一直延續到1983年春，因第二座甌江大橋在
栝蒼門外建成而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其三，興創義役法。范成大上任伊始，發現處
州百姓勞役輕重不均，松陽等縣經常因此引發爭
執訴至官府。於是，范成大在充分調查的基礎
上，創立「率錢助役」的「義役法」。所謂「義

役」，就是以田租充應役費用，既是民戶自行解
決應役負擔的辦法，又使胥吏無法貪索，從而大
大減輕了役法的害民程度。范成大的做法是，在
松陽縣開展試點，推選出若干威信較高的鄉民掌
管其事，先按民戶貧富分派錢銀，再用這些錢銀
購買糧田，每年以田租收入補助當役者，民戶排
序，輪流服役。經過宣傳推廣，百姓樂於接受。
短短幾個月徵集到義田三千三百多畝。按照當時
每年差役開支測算，可以應付十幾年。試點獲得
成功後，范成大將這種「義役制」推廣到處州所
轄各縣，並鄭重其事奏報朝廷：「處州六邑，義
役已成，可以風示四方，美俗興化」。孝宗聞
報，大加讚賞，即令「繕寫規約，頒之天下。」
除此之外，范成大的政績還體現在設立義倉、

減免捐稅等方面。義倉又稱「義廩」，是封建社
會地方上儲存糧食以備荒年救濟公眾的糧倉，多
為官督紳辦。處州各地糧食匱缺，每年春夏青黃
不接時，少不了鬧糧荒。范成大有的放矢，發起
組織設立義倉，命各縣秋收時籌集稻穀，充實倉
廩，春借秋還，以緩春荒，首開處州義倉之先
河。在減免捐稅方面，范成大以興辦義役法之
舉，趁機向朝廷上奏《論不舉子疏》：「（處
州）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請
求朝廷支賜錢米以濟貧乏，大力推廣昔日蘇軾
「盤量寬剝」，「以養棄兒」的做法。同時奏報
處州百姓貧困，負擔繁重以「乞免處州鹽捐」，
獲得恩准。不久，范成大又向朝廷奏報「處州丁
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請求減免丁口稅
（人頭稅），也獲恩准。之後逐年減免，至乾道
六年（1170）正月，處州各縣全都免除丁口稅。
范成大既是一位著述頗豐的文學家，也是一位

為民着想的實幹家。凝視范成大塑像，我就想，
這位「文人」，堪稱「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典範。雖然，古代沒有這樣的提法。「為官一
任」，想要「造福一方」，除了要有造福的能力
與毅力，還要有造福的真心與誠心。反觀當今少
數「父母官」，有的雷聲大，雨點小；有的只打
雷，不下雨；更有甚者，打悶雷，下苦雨。比比
范成大，是否當臉紅？

話說「波斯尼亞屠夫」卡拉季
奇被判犯有種族滅絕罪行，而詩
歌畢竟重視隱喻，可是卻不傾向
於一個國家透過種族清洗而被淨
化，然而，全球不同地域的讀者
則意識到將藝術角色視為等同作
者，其實乃很危險的事情；如果
以此作為討論的前提，而重新審
視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Ayatol-
lah Khomeini）所創作的詩作，
或者就會有所發現——他的波斯
詩歌體現伊斯蘭教蘇菲派先知詩
人魯米（Sufi seers Rumi）及波
斯抒情詩人哈菲茲（Hafez）的
精神，魯米師承沙姆斯（Sham-
si of Tabriz），詩中常運用隱
喻、暗示和象徵等，表達修道者
對真主的虔誠和信仰，闡發「人
神合一」的蘇菲之道；而抒情詩
人哈菲茲之名，意為「熟背古蘭
經的人」。
霍梅尼就有一首詩如此寫道：

「但求一口美酒，／從所愛的纖
手。／我該向何處珍藏我的秘
密？／我將如何去排遣我的憂
愁？」然而，諸如此類的詩句，
確實很難與霍梅尼的公眾角色互
相調和；他在詩中有如此說法：
「我愛你，我愛你唇邊的痣！／
我懂得你黯然的眼睛，那因愛而
傷神／卜晝卜夜，讓我們一起叩
開小酒館的門。／清真寺，神學
院，令我厭倦。」
此所以霍梅尼的信徒熱衷以寓

意解讀此等詩句，比如「清真寺
和傳道人是空洞的宗教表象」，
但像如此詩句：「我撕掉禁慾主
義與虛偽的外衣」，就很難消解
他所非議的嚴謹教義激情表述；
細讀霍梅尼的詩歌，或會發現當
中並非無所揭示，儘管他可發佈
宗教追殺令，但他既為思想言論

的審查者，亦為詩歌創造者。
就在 2011 年，對本．拉登
（Usama bin Laden）大院施以
襲擊，讓全球媒體對本．拉登的
書架點評，媒體聚焦於書架缺少
小說，但忽略他對詩歌的喜愛；
本．拉登在2010年寫信給一名
副手，詳細描述一個雄心勃勃的
計劃，並不忘附上要求：「如果
有你兄弟的詩作，請告訴我，如
果有任何關於韻律學的書籍，請
勿忘發給我」。
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手扎卡
維（Abu Musab Al-Zarqawi），
同時被稱為「屠夫」以及「愛哭
者」，從而顯示此人既無情又多
愁善感，既渴望權力又渴望憐
憫；「基地」組織現任領導人扎
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也
撰寫詩歌，「伊斯蘭國」領袖自
稱哈里發的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他的博士
論文中亦撰寫一首宗教詩。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Sad-

dam Hussein）乃結局悲慘的詩
人暴君，他2013年創作的監獄
詩用笨拙的白話寫成：「是微風
的清新/慰藉着我的心靈／是復
活節的相聚／讓枝頭充盈綠
意」；事實上，薩達姆非常喜歡
手持AK-47步槍亮相拍攝照片，
從而表現出他招牌式的桀驁不
馴：「裸胸坦腹向豺狼」。
赤裸面對豺狼，他彷彿無所畏

懼；然而，非常有趣的是，發明
AK-47的蘇聯軍人卡拉什尼科夫
（Mikhail Kalashnikov）亦曾經
渴望成為一名詩人，或者那就正
如 美 國 詩 人 奧 登 （W.H.
Auden）在希特勒的墓誌銘中所
寫的那樣，「他創造的詩歌直截
了當」。

■葉 輝

詩歌創作與思想審查

一張五元紙幣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孫曉暉

■張桂輝

豆棚閒話

貴易交的緣由
■星 池

生活點滴

■青 絲

「善政」古賢范成大

剪開心結
王小波說：「吾雖以交友為終身事業，而

所交不過二三人而已。」這句話一是表達知
己難求，也是說，人生當中交友其實是呈動
態的，隨着處境變化，身邊的朋友也在不停
變換，真正能夠伴隨終生的朋友寥寥無幾。
我曾聽人說過一件事：他的少時好友近年

仕途得意，平步青雲，有一次在街上偶遇，
對方正率下屬在檢查工作。時隔多年不見，
他很遠就熱情打招呼，當眾直呼對方的外
號。對方聽到後明顯愣了一下，然後扭頭假
裝不認識他，繼續向下屬佈置工作。他尷尬
地碰了一鼻子灰，過後發牢騷說，我與他當
年的友情如何親密，沒想到他的地位變了，
竟然連老朋友也不認了……
《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也。」意為舊友若沒有做過特別出格的事，
就不可輕易拋棄。但現實當中，很多昔日的
故交舊識，各自經過多年的努力打拼，處境
地位劃出了明顯的分界線，有事業發展得很
好的，也有日子過得很不濟的。由此形成了
一個普遍現象，那些事業有成的人，很少會
與昔日朋儕往來，即使偶爾碰面，也是矜持
拘謹，大家都覺得不自然，很難再有以往不
拘行跡的相契友情。於是，常有人念叨「貴
易交、富易妻」的古諺，抱怨現在的人不再
重視情誼，身份一變就忘了老朋友，令人心

寒齒冷。
實際上，「貴易交」的原因並不一定是有

人忘本，也可能是另一方停止進化、原地踏
步的結果。因為在現代社會，人的精神世界
已愈來愈多樣化，對於思想和行為的差異，
也愈來愈敏感，若是基本價值觀的差異很
大，對話不是在同一個層面上，就很難有共
鳴，時間稍長就會無話可談。而且人有了一
定閱歷之後，對朋友的選擇也有了更多的要
求，不再像少年時代，只要一經廝混，就很
容易互為接納，成為朋友。再者，彼此的處
境有了變化，距離被拉大，也經常會造成另
一方的心理失衡，形成心理和行為的扭曲，
說話做事越界，令對方覺得不舒服，甚至感
到威脅。
就拿前面那位當眾直呼少時好友外號的人

來說，即明顯分不清公域和私域。他的正確
做法，應當是在公眾場合稱呼友人的名字或
職稱，維護友人的尊嚴，只有在私人場合，
才能以外號表達彼此的親暱。而不是覺得只
要彼此相熟，就可任意貶低矮化對方的形
象，倒他人的台，給對方的工作和管理帶來
難度。所以，這等於是主動暴露自己這些年
來毫無長進，根本不懂基本的為人處世之
道。即使友人一時磨不開臉，敷衍應付，這
樣的友誼也斷難長久，會令對方有一種隨時

可能被坑害的感覺，不但恢復不了昔日的友
情，連做熟人都覺得太累。
生活中，很多人的性格過於自我，與人交

往沒有邊界意識，常為了一時一己的快樂或
方便，不知自重，說話做事缺乏分寸，也很
容易終結那些呈動態的友情。我有個同學早
年經商發財，買了房子，邀請一幫昔日玩伴
到家裡玩。吃飯的時候，有人看到酒櫃裡擺
有茅台和名貴洋酒，頓生「吃大戶」之心，
鬧騰着要拿出來喝。主人很尷尬，只能強裝
大方。結果可想而知，主人以後再也不敢和
這些人來往。這不是錢的問題，因為酒是主
人主動拿出來招待客人，與客人指定要喝、
用言語擠兌綁架，完全是兩碼事。不懂自
重、沒有邊界感的人，也不會贏得他人的尊
重與友誼。
人際交往就像水裡的魚，最初是在同一個

層面互動，隨着成長，有的進入到了深水
區，有的仍停留在淺水區裡。這時候，各自
評判事物的可參照背景是不一樣的，而不同
的見識視野，又決定了不同的胸懷格局，於
是很容易形成「貴易交」的結果。所以不論
之前多麼深厚的友誼，也必須隨着時代一同
進化，形成相近的價值觀，即使身份地位有
差距，也須做到不卑不亢，既不自尊自大，
亦不低聲下氣，才能在一起愉快地玩耍。

天氣略為悶熱的下午，一對摯友坐
在公園長椅，傾心交談。
「眼前景色如此優美，何解一直鬱

鬱不樂的樣子？」你忽然輕輕問道。
「或者，」他思索一會後，續說：
「此際我心內有一個結，自己不懂得
解開。」
「那個結綁得太緊？既然繫於自己
心上，你必定有辦法處理。」你淺笑
地說。
「那個結是由別人遺留在我的心
坎，我不知道有何方法可以解除。」
他皺眉一下。
「你向來也不善於猜度人心，你為

什麼不嘗試找那人問清楚？也許能夠
找到方法解開這個心結。你繼續坐在
這兒，結是不會自動消失。」你試一
試鼓勵他主動問個明白。
「那人早與我老死不相往來，斷絕

溝通，我也無能為力。」他苦笑一
下。
「時間就如我們剛才經過的小河一
樣，悄悄流動。有人未必留意它的存
在，可是萬物也會慢慢改變，沒有東
西是永恒不變。時間是流水，終有一
天會自然沖開心結。」你凝望公園美
景，突然憶起曾途經的小橋流水。

「可能吧！」須臾，他撕破沉默，
「大概流水無法沖散心結，只可把心
結沖到一角，讓人遺忘，最終結尚未
解，偶然還會觸摸得到，不是嗎？」
此時，微風吹拂大地，弄醒了公園

的花草樹木湖水。
你靈機一動，掀起嘴角說道：「倘

若繫在你心上的是死結，沒人來解，
你也不懂解，何必再煩惱如何解結！
不如，拿出剪刀，乾脆把結剪開吧！
橫豎一切已過去，留下來亦沒用，世
上太多難解的事情，便無須偏執要知
原因。剪掉心結後，將斷掉的繩子丟
棄吧！」
「這樣，真的可以嗎？」他來不及

反應，並沒料到你會說出此段話。隨
後，他望一望風景，瞧一瞧天空，深
呼吸一下，四周景物原來如此優美。
「你說用剪刀，可是我的結太大，繩
太粗，我看還是用關刀比較好，一刀
切開！」
「你的幽默感回來了，多好！」你

不由得笑逐顏開，因為他稍為變回原
來的自己。
「剪又好，切又好，最緊要把這個

結丟掉吧！然後，走吧！」最後，二
人相視而笑，緩緩離開公園。

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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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李潔新

台海軍演硝煙卷
序：中國海軍於4月18日，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
習，既顯軍威，亦是對「台獨」分子和「外國干涉勢力」之嚴
正警告。全國人民深感振奮提氣，對國家早日實現統一，復興
園夢，充滿信心及力量。

滔滔海峽千疊浪，
浪浪相疊緊相連。
恰如千匹藍綢搖，
飄飄蕩蕩兩岸牽。
台灣自古神州土，
美麗富饒非異藩。
幾度國弱遭割佔，
曾舉義師驅妖犬。
「台獨」休想再生亂，
依負強權上下躥。
橫槍一舉髮衝冠，
攪動驚濤百里寬。

鋼艦鐵軍擺戰陣，
萬馬千軍威震天。
飛彈如網罩海峽，
炮轟似雷甲板顫。
台海軍演硝煙卷，
真槍實彈劃紅線。
炎黃子孫熱血漢，
敢濺鮮紅染青衫。
守土衛國責如山，
同心盡力鬥狂瀾。
兩岸統一終有日，
阿里山上把歌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