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 采 风化 采 风化 采 风

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文化走廊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志宏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whb@163.com10

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闽 南 文 化南 文 化南 文 化

闽
南 俗 语

草
枝
拨
直
才
走
路

草
枝
拨
直
才
走
路

—
—

闽
南
俗
语
解
读
之
九
十

⊙

张
亚
清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识识识 窗窗窗

“疫，民皆病也。”疫疾作为一种
群体性多发传染疾病，古往今来肆
虐于华夏各地，不但威胁到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对社会发
展造成巨大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防疫成为人人皆要做的
事情。回溯历史，发现古人对疫情防
控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一系列积极
的防疫对策。

从考古发掘来看，在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当时，
人们已经具备了疾病的分类常识，
可以将人体疾病划分为传染性和非
传染性疾病。比如，传染病高发的年
份被称作“疾年”；传染病在人群中
的大量传播被称作“雨疾”，表示生
病的人很多，疫病有如下雨一般。而

“降疾”则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
行所作的各种努力。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
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
经》的《素问·刺法论》篇中也记载：

“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
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
其毒气。”说明当时认为瘟疫流行是
由“非时之气”造成的，只要“正气存
内”，就能“避其毒气”。

到了秦汉时期，对感染疫病的
病人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

措施。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
载：“有了疑似病例，典甲负责

调查，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
上派医官来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
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
专门的疠迁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
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
触。”

针对疫病扩散，秦朝还颁布了
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知情者应
主动断绝与其接触，也不与他一起
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皿。“毒言”是
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
的皮肤性传染病，王充在《论衡·言

毒》中曰：“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
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
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
胎肿而为创（疮）。”据说这是我国已
知的最早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
有效。在疾疫暴发后，汉政府直接派
出医疗人员实行救助。西汉元始二
年夏，青州一带发生旱蝗灾害，随之
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
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
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
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
尸以上二千。”东汉时，设立了军队
传染病院——庵庐。《后汉书·皇甫
规传》中有描述：“延禧五年，皇甫规

证陇右，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
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
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
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
医药。”

唐宋时期，医学大发展，防疫救
灾措施和制度进一步完备。每逢瘟
疫流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
多方措置，广为施方散药，来渡过
暂时的难关。据《新唐书》中记载：

“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
藏之。”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

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
和《百一集验方》，一旦出现疫情，
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到宋代，朝
廷专设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
局和惠民和剂局，并组织医学家编
纂《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
方集，指导老百姓用中医药治疗和
预防疫病。

北宋元祐四年（1089 年），杭州
暴发瘟疫。时太守苏东坡亲自配制

“圣散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
带着医生分坊治病。在处理当前棘
手的问题之余，他认为杭州为“水陆
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带头
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创
办了“安乐坊”，成为我国最早的民

间救济医院。“安乐坊”聘僧医
主之，医愈千人。后经两浙漕臣
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改为官
办的“安济坊”，赐给该院医护人员

“紫袍”，专为穷苦人治病。
随着抗疫经验的不断积累，古

人在药物防疫的基础上，又总结出
隔离检疫、消毒、保持良好环境和个
人卫生等经验。如清代医学家陈耕
道在《疫痧草》中写道：“凡入疫家视
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
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
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
少言，夜勿宿病家。”特别强调在疫
情传播阶段，就是医生也要避免近
距离接触。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
道：“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
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
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
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这种煮沸、
澄清之后再饮用的做法，是处理饮
用水以保证健康的措施，极大降低
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

为了防病，保证环境卫生也十
分重要。清代医家余伯陶在《鼠疫抉
微·避疫说》中提出：“当无事时，庭
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
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王士雄

（孟英）的《霍乱论》告诫人们：“平时
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
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卜居最宜审
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
扫除洁净。”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
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

古人抗病防疫的智慧
⊙钟 芳

洋人形象的石雕像，庙檐下的
洋钟图案，古柱础上的鱼、虾、章鱼
形象，这些处处彰显海洋文化特征
的建筑装饰，都是在漳州台商投资
区社头村官路社所看到的，印证了
这个村落过去曾经有过的“过番打
拼”的历史。

千年古村社头村位于漳州台商
投资区角美镇与厦门海沧区东孚镇
交接地带，古称同安县明盛乡积善里
十九都角官路保官路社，1956年后划
为龙海角美镇，今属漳州台商投资区
角美镇。社头村面积约 6平方公里，现
有同安街、角美山、官路、社头、新岭、
旧岭、霞露社尾、陈厝、曾尾、吟兜共
10个社，人口 1583户 5294人，村民多
为曾、陈、郑、林、尤、黄、洪等姓氏。

因为手中有两件早期由吧城寄
漳州官路张社的侨批信简，找了个
周末走访社头村官路社。官路，又称
霞露，是个曾姓为大姓的村落，今村
中存有灵兴殿、曾氏宗祠等老建筑，
记录了这处古老村社的沧桑，也证
明了此处为曾姓居住的一个村落。

两件侨批为折叠式批简，为水客
带批款式。它们分别是旅居印尼吧城
的胞兄“曾祖琴”和姐夫“黄松得”，寄
给家乡官路张社弟弟“曾祖泉”的。其
中一件的寄批时间是辛酉年，即咸丰
十一年（1861年），另一件时间为甲子
年，即同治三年（1864年）。

两件侨批为目前福建所发现的
最早的侨批。

批封背上书有“辛酉年元月廿
九日托”字样，既然是“查辛酉年”，对
照历史时间那么有 1861年和 1921年
这两个年份。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官
路社附近的锦宅、东山、洪岱等周边村
落的侨批，时间为 1921 年左右的侨
批，基本为信局寄批，批封上一般盖有
信局戳，而这件侨批为折叠式批简，为
水客带批款式，说明有可能是另一个
时代的信件，那么 1861年的可能性更
大一些。

此外，随同发现的一本清末启
蒙课本，其中有毛笔书写的“曾祖全
读”及“大清道光十九（1839 年）”字
样。而侨批的收信人是“曾祖泉”的
名字，课本签名的“曾祖全”，“全”和

“泉”共音，这种同音现象在侨批上
经常出现，因此作者认为曾祖全与
侨批收件人“曾祖泉”应为同一人。

据漳州侨史专家郑来发先生提
供的《社头村曾氏族谱》记载，社头
村曾氏祖字辈大都为咸丰年间人
物，谱中注有祖字辈的 15人，其中只
7 人左右有名字。虽然没有找到“曾
祖泉”的名字，但说明道光咸丰间为
社头曾氏“祖”字辈时期。

根 据 上 述 史 料 分 析 ，“ 道 光 十
九”为 1839 年，曾祖泉还是个拥有课
本、正在读书时代的萌童，这时候应
该为 10 岁左右。收信时间辛酉年为
1861 年，这时的曾祖泉应该为 30 多
岁，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年龄。而如果
收信时间是上文提到的另一个选
项，1921 年的话，需要再往后推 60

年。这时的曾祖泉应该为 90多岁，而
且寄信人曾祖琴称呼收信人曾祖泉
为“胞弟”，应该是他的胞兄，那么海
外的曾祖琴年龄少则也要 90 岁以
上，这两位兄弟在那个年代同时活
到 90 多岁，又能够写信寄回家乡几
乎是不可能的事。

同时，两件侨批的文字内容和
款式，同样是具有清末侨批的特征。
知名侨批专家黄清海识读两件侨批
内容如下：
贤弟祖泉：

兹有再请法师观放水一事，放乾
都是黄泉之水，切不可放而去，口书有
再，黄泉水忌放去，若放去消灭本气，
所以忌去耳。倘有高见之明士先生，祈
可再请观之为妙，慎之慎之。

至于机掉做好，前厅凭削修理
明白，要用艮项，兹因是便，附去英
银拾五大员，到祈抵还。是嘱。此奉
贤弟祖泉照。家中宜照拂，切当和
气，老母顺敬，是所为要，至嘱。乃是
为 男 子 之 职 分 耳 。□□ 园 经 已 上
契，□回□收藏。

辛酉元月廿九日兄祖琴顿首
请教风水先生，认为文中说他

家宅基应是坐南朝北，二十四山中
的“丁癸”“未丑”二山（朝北）都是水
流小（虎砂）黄泉亁（犯黄泉煞），好
静不好动。因乾向在龙砂，属水流
大，所不可放水。由此内容可以大致
看到，在外打拼的胞兄曾祖琴，先是
嘱咐弟弟不要请法师放水，会坏了
家中风水，然后提到给家中寄来了
15 块英元（为当时的墨西哥“鹰洋”，

“鹰”与“英”谐音，民间多称为“英
洋”），他还告诫弟弟作人要孝顺和
气，好好顾家。

另一封为甲子（1864 年）六月初
十吧城寄漳州官路张社侨批信简：

姐弟同胞，何用浮文。启者，兹承
来信一缄，深知内事，得来物件如信收
入，小既欣谢！至于令伯亦经仙逝矣，
吁原是岁数难逃也。今信中薄具茑银
壹拾弍元，到祈查收。奈弟在外大小粗
安，毋庸远掛，悄俟后笔，若能获到，当
即回乡梓里，不须芥怀，书若到日得息
来音是幸。此奉 姐夫 祖全兄 家姐
藕娘 纳福。

甲子六月初十日内弟 黄松得 书
由上文批笺内容可以看到姐夫黄

松得先是感慨了家中亲戚逝去，给家
中寄来了12块茑银。“茑”同“英”，指的
也是当时的墨西哥“鹰洋”。

由批信内容以及相关的调查分析，
笔者推断，这两件侨批的寄批时间分别
为 1861年和 1864年，为目前福建所发
现的最早的两件侨批实物，十分珍贵。

据相关报道，福建侨批中发现
时间最早的侨批是藏于福建省档案
馆的 1885 年由菲律宾华侨颜良寄
给妻儿的一封侨批。这两件侨批的
发现比原有福建省内最早的侨批还
早了 20 多年，相当难得。漳州台商
投资区角美镇为闽南主要侨乡，可
以说角美是村村有侨，村村有侨批，
这两件早期侨批的发现意义重大。

台商区官路社台商区官路社：：发现福建最早的侨批发现福建最早的侨批
⊙林南中 文/图

▲▼辛酉年（1861 年）吧城曾
祖琴寄给官路张社曾祖泉侨批

“草枝拨直才
走路”这句闽南俗
语，意为做人处事
要严谨谦细，出门
走 路 要 把 眼 前 拦
路 的 杂 草 树 枝 拨
理 清 楚 才 迈 开 步
伐，以防跌落泥坑
或陷阱。

历史上有许多
清廉的官员，都信
奉“草枝拨直才走
路”。东汉时期的会
稽太守刘宠为官清
廉，为民办了许多
实事，深受百姓爱
戴，后调任京城任
职，百姓冒着严寒
纷纷前来送行。有
一老者拦住他说：

“以前的官员只知
盘剥百姓，你来上
任后从不要我们一
分钱，让我们安居
乐业，临别时无以
为报，我们每人出
一 百 文 钱 聊 表 心
意，望太守务必收
下。”刘宠极力推辞不过，只得
象征性地收取每人一文钱，百
姓才称谢道别。待百姓散去后，
刘宠只留下一文钱作为纪念，
把其它收到的钱全部抛进附近
水潭中才起程进京，被称为“一
文太守”。北宋的大书法家米芾
曾在江苏涟水和安徽无为等县
为官。他每到一地都秋毫无犯。
他酷爱奇石，有一次看到一位

老太婆门外矗立着
一块奇特的石头，
便 想 掏 钱 把 它 买
下。老太婆说：“一
块破石头能值多少
钱，您爱抬走就抬
走吧！”米芾非得
给 他 30 两 银 子 才
把石头抬走，令周
围百姓啧啧称奇：

“傻老太遇上了清
廉知县，白赚了 30
两银子。”米芾每要
离任，总要叫手下
把他常用的毛笔将
公家的笔墨洗净后
才离开衙门。

军事家打仗也
注重“草枝拨直才
走 路 ”。被 誉 为 我
军“战神”的刘伯承
元帅，他的军事指
挥 风 格 是 举 轻 若
重。他说：“接受任
务定下决心要有包
天的胆略，在部署
和指挥战斗时，要
像‘描花绣朵’的姑

娘那样认真细心。”他在指挥打
仗时把胆略建立在严谨的基础
之上，对打与不打的考虑都非
常审慎，绝不打无把握之仗；战
前部署都十分周全，对作战的
每一个环节都很细心，在指挥
渡江战役时，甚至把先头部队
需要带绳子这样的小事都想到
了。这种“草枝拨直才走路”的
精神，确实很值得后人仿效。

中国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
重要门类。古代版画主要是木刻画，
也存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
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艺术史上
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纸马，是中国古代版画一种木
刻黑白版画，和“年门画”同为民间
版画。它是中国民间祭祀财神、月
神、灶神、寿星等神祇时所使用的
祭品。古代祭祀神祇、祖先的祭品，
至唐王玙以纸代币，用“纸马”以祀
鬼神。后世，衍化成木刻版画印制
神像画，涂以彩色谓之“纸马”出
售。祀拜者将拜过神明之“纸马”，

“祭赛即毕则焚之”。
“纸马”为六种六套，由灶君、山

神、土主、门神、桥神、水火二神组
成，称为“叫魂马”；还有叫“甲马”
的，有画面所绘的人在马之后，称
之“顺甲马”，其作用是“迎神”；马
在人之后者则称“倒甲马”。用时，
还必须将五张顺甲马来表示东南
西北中五个方位；“倒甲马”厉害
无比，专用于驱鬼除祟。康熙《漳
浦县志》卷三《风土志》载：“腊月
二 十 四 日 ，人 家 各 拂 尘 洒 扫 。是
夕，言百神皆有事于上帝，每神祠
及人家各俱蔬果、粢盛、酒肉，画
幡幢、甲马、仪仗于楮上焚之，谓之
送神。至孟陬初四，具仪如故，谓之
迎神。”

纸马“送神”“迎神”习俗，在漳
州各地均有之。诏安民间纸马，尤
为盛行 ，至今乡镇街坊都散有纸
马文化遗存。2017 年 2 月，诏安县

图书馆收集到多幅“纸马画”，将之
汇为《诏安民间纸马》小册子。该书

《前言》说：“纸马是中国民间年画
的一种，老百姓用以祭祀各类民间
神祇，以祈祷家宅平安，土地丰壤，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连
年有余，金榜题名，家业兴旺，早生
贵子等等。”

纸马的形式实质上就是木刻版
画，朴拙、生动，体现诏安民间原生
态的认知与审美，这使它略带一分
神秘和灵气。它又是一种与特定民
俗节日，尤其是过年紧密相随的画，
是农历年节里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精
神希冀和寄托。它的画面、图案、制
作手法以及使用方法都是代代相传
的，所以它具有牢固的传统特征，蕴
藏着深厚而悠久的诏安本土文化的
信息，是不可多得的诏安民间传统
文化的活化石。

春节期间，烧“纸马”、送神、迎
神的民间风俗，诏安与漳浦两地皆
有，《诏安民间纸马》收藏的一幅

《云马图》就是实证。收集者土人
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诸神灵
上天，奏报民间一年的工作。正月
初五，神落天，诸神重新回到人间，
继续各司其职。民间百姓自然要恭
敬迎送。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和正月
初四 ，诏安的百姓必以几块油粿
煎、一束麦子、秧苗和此云马一同
祭拜。云马就是诸匕上天或落地乘
坐的车马，油粿煎是路上的干粮，
麦子秧苗谓之马草。祭拜完，云马
与大金同化。”

诏 安 纸 马 祈 太 平
⊙陈镜清

文庙写生（水墨画） 柯 毅 作

▲官路社曾氏祠堂

▲灵兴殿上的洋人石雕像

▲官路社村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