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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仔动拐加少舞”
这句闽南俗语，其“番
仔”指洋人，“动拐”系拐
杖，“加少舞”即胡乱挥
舞，全句为“洋人的拐杖
胡乱舞”的意思。由于洋
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
惯与国人不同，他们的
行为举止有时显得比较
古怪。早时人们看到一
些绅士般的洋人经常头
戴绅士帽，身着燕尾服，
手拿着一根拐杖在街上
行走，手中的拐杖不时
耍出奇怪的花样，有时
又用来指指点点，被称
为“弄拐子花”。在戏剧
舞台上的洋人也经常出
现这种形象，闽南地区
便由此产生“番仔动拐
加少舞”的俗语，用来形
容乱指点、瞎指挥。

在战场上，出征的
战 士 最 怕 领 军 的 将 领

“ 番 仔 动 拐 加 少 舞 ”，
搞 瞎 指 挥 。历 史 上 此
类 事 不 少 ：战 国 时 期
赵 国 的 赵 括 靠 纸 上 谈
兵搞瞎指挥，害得 40 万赵军全被
秦军活埋；三分时期蜀将马谡死
用兵书搞瞎指挥，害得诸葛亮差

点 陪 他 当 了 司 马 懿 的
俘虏；唐玄宗靠皇威搞
瞎指挥，面对安禄山叛
乱，强令手下将领改变
战争部署，导致他仓惶
出逃，连他宠爱的杨贵
妃也吊死在马嵬坡。在
和平时期，作为老百姓
也最怕官员“番仔动拐
加少舞”，政令朝出夕
改而不能安居乐业。在
中国的历史上，政令朝
出 夕 改 最 为 严 重 的 是
王莽篡位后的新朝。王
莽 为 了 解 决 西 汉 后 期
土地兼并严重的问题，
实行多项改革，包括推
行王田制，限制私有土
地持有和改革币制等，
由 于 政 令 繁 琐 又 脱 离
实 际 ，都 无 法 推 行 下
去，只得变来变去，搞
得 官 员 叫 苦 ，百 姓 遭
殃，人心大乱，导致新
朝急速灭亡。

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当今作为一家之长
或一方首长，不论要办

什么事，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努力
克服靠拍脑瓜做决策的毛病，才不
会出现“番仔动拐加少舞”的乱象。

说起植绿护绿关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留
下脍炙人口的植树佳话。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植
树节,但植树造林的传统却早已有之。从春秋
时期开始,就有关于植树的记载。在如今的一
些著名旅游景点,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种植并生
长至今的古树,如 5000 年树龄的黄帝手植柏、
仓颉手植柏,2600 年的老子手植银杏,1300 年
的李白手植银杏等等。历朝历代的诗人不仅喜
爱植树,还留下了许多植树诗。其中,文采斐然
的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

“绿化大师”。他曾在多地
任职,每到一地都不忘植
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
文景观。

元 祐 四 年 (1089 年),
苏轼任杭州太守,这是他
第二次来杭州任职,与上
次 不 同, 这 次 是 杭 州 的

“一把手”。可是苏轼刚到
任, 就 遇 上 杭 州 大 旱, 饥
馑 瘟 疫 一 起 发 生 。苏 轼 向 朝 廷 请 求,减 免 本
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
度 牒,换 成 大 米 来 救 济 饥 饿 的 百 姓 。此 时 的
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杂草丛生,湖水干
枯,葑田已占西湖之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上任第二年,苏轼上书朝廷,要求疏浚西湖。
凭着朝廷给他的 100 道僧人“度牒”,采用以
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 20 多万人工清
除 湖 中 杂 草,挖 走 淤 泥,并 废 物 利 用,用 杂 草
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宋史·苏轼传》记
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

人 名 为‘ 苏 公 堤 ’”。苏 堤 南 起 南 屏 山
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旁

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
十多个品种。

每逢阳春三月,堤上绿柳如烟、红桃如雾,
游人漫步堤上,看晓雾中西湖苏醒,岸上花红柳
绿,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心旷神怡,称之为

“苏堤春晓”。苏轼有诗描写道:“我在钱塘拓湖
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
与 南 屏 通 。忽 惊 二 十 五 万 丈,老 葑 席 卷 苍 云
空。”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南宋时这里
为人们常年游赏的地方,尤其是清明节期间游
人如织,成为繁华闹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
树桃花问柳花”的醉人景色。

2014 年国家森防总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美丽中国——人文古树保健行动”。按照

“外观形象奇特、历史积淀厚重、应用前景广
阔”的标准,从征集的众多人文古树中选 100
株,作为国家级人文古树保健对象。其中“东坡
双槐”就成功入选“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
元祐元年(1086 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
诰。他的朋友贾讷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
苏轼作诗《送贾讷倅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
植青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
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
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

诗中提到的“老翁山”即是苏洵与程夫人
的墓地所在,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苏轼
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妻子坟园和问候家乡父

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手
植青松三万栽”正是 20 年前安葬亡妻
王弗时所栽,此时应该是枝干盘曲,郁
郁葱葱,发出阵阵松涛了。早在至和元年
(1054 年),十八岁的苏轼与年方十六的王
弗结婚。王弗贤德温淑,侍亲甚孝,是苏轼的贤
内助。二人婚后情深意笃,恩爱有加。王弗在治
平二年(1065年)卒于京师开封,葬于眉州东北彭
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

王弗的去世,对苏轼是巨大的身心打击,成
为一生之痛。苏轼满含深情撰写《亡妻王氏墓
志铭》,表达了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
悲痛。他在结尾感叹:“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
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心
情沉重的苏轼为纪念亡妻,在墓地的山岗上栽

植 松 树 三 万 株 。
“ 三 万 株 ”虽 是 虚
指,也 可 见 苏 轼 在
山 上 栽 植 松 树 规
模 之 大,松 柏 青 翠
满 山 岗,表 达 了 他
对 妻 子 深 深 的 思
念 之 情,寄 托 着 浓
浓的哀思。

由 苏 轼 任 上
留下的绿化景观可见，古人在植树时门道较
多。通过古人植树一事，今人能窥见古代社会
的一角，植树背后所蕴含的道法自然的哲理，
是古人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像古人陵寝植
被的品种，体现着明尊卑的礼仪制度；边防线
上的“防护林”，肩负军事防御的重任；田间地
头的经济林木为古人生产生活提供保障；为商
旅遮阴的林荫大道还兼具绿化的功能……由
此可见，树木在古代社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古人和我们拥有同样深厚的植树情结。所
谓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映照古今，荣枯兴衰自有定，一如历经千载静
默不言的古柏，树下自有荫，可庇荫千古。

由苏轼的植树情结追
溯古代绿化人文景观

⊙卞文志

闽南古县诏安，民间信仰丰富多样，
民俗文化多姿多彩。城乡各处神祇众多，
大大小小各种神庙不计其数。

县城南诏，因空间地域所限，不比广
袤的乡村，一些较小的庙宇，地面安放不
下，只得把神明寄居于半空中，从而形成
独具一格的空中楼阁式小庙。

（一）东城村水车街“福德祠”

在县城中山路中段南门头地界，路的
南侧，有个门洞，上面一块金字匾，写着

“东城村”三个大字。从这门洞进去的这条
小街巷，叫“水车街”，顾名思义，以前这里
有不少板车在载水。从“水车街”进来，便
进入了诏安沈氏最大的族系——东城村。

在进入“水车街”的门洞之上，有个空
中楼阁式的小庙，叫“福德祠”。“福德祠”
坐北朝南，供奉着主宰这一带地域的土地
神。门洞内有楼梯，可通往这空中楼阁。阁
楼屋檐下挂两盏纸红灯笼，上面都写着

“福德爷公”字样。
这间空中土地庙面积还不到 10 平方

米，楼梯口有一副对联：“福因土而益厚，
德配地以无疆”。阁楼上从外往里挂三幅
横幅，分别是“金玉满堂”“福德爷公”等字
样，上面挂一块被烟火熏黑的牌匾“福德
祠”。内中有一张供桌，桌面两侧摆放着两
盏玻璃油灯，红字写着“吉祥如意”，桌面
中间摆放着一个方形石香炉，上面贴一

“春”字。供桌后的神龛里，一尊小的土地
公公神像，神情安详坐在交椅上。他笑呵
呵的，右手拄着拐杖。

土地神是中国众多大大小小的神明

里，最小的地方基层干部。据说
他姓张，和玉皇大帝是本家。他
享受一方百姓烟火，也保一方
百姓平安。“水车街”内的民众，
每天从门洞里土地神身下经过，
土地公公在默默地注视着进进
出出的人们，在尽职尽责地做好
本职工作，守护一方土地。

（二）东北街新市下
“伽蓝庙”

南 诏镇东北街新市下中
段，同样有一间半空中的小庙，
也是位于一个门洞之上，坐东
向西。这间小庙只有 9 槽宽，面
积不足 10 平方米。半空阁楼屋
檐下挂两盏纸灯笼，上写“合社
平安”。

阁楼上还装有两扇木门
分内外，门内也悬挂两盏纸灯
笼 。其 中 一 盏 上 面 画 着 龙 图
案 ，另 一 盏 写 着“ 伽 蓝 爷 公 ”

“齐天大圣”“福德爷公”等几
尊神的名称。庙内两边墙上，绘
有彩色壁画，大都是《三国演
义》的故事。中间摆放一张方形
供桌，后面一长条石桌，石桌上
有三尊神像。中间是伽蓝神，他

是佛教守护神；伽蓝神左边是《西游记》里的
主人公——齐天大圣孙悟空，民间一般称

“大圣公”，供奉孙悟空的庙宇还是比较少见
的；伽蓝神右边供奉福德正神（土地公）。

小小的空中庙宇，却同时供奉三尊
神，也不简单啊！

（三）东北街绵远街“楼仔顶公”

东北街有条小街巷，叫绵远街。街巷
口门洞上镌刻三个金色大字“绵远街”。这
条小街巷住着一二十户人家，以前多以手
工打面线活为生，所以又叫“面线街”。

门洞里半空中楼阁式的小庙，坐南朝
北，当地民众习惯称“楼仔顶公”，其实庙
里供奉的是道教里的玄天上帝。屋檐下挂
两盏纸灯笼，中间一块金字黑匾“上帝
宫”。门内也悬挂两盏纸灯笼，上面写着

“玄天上帝”字样。一张大红方形供桌摆在
中间位置，上写“金玉满堂”字样，上方同
样挂“金玉满堂”的横幅。这间空中小庙，
也只有 9槽宽，面积 10平方米左右。

供桌后神龛里供奉的便是玄天上帝，
他主宰北极，也称“北极真武大帝”或“玄
武大帝”。玄天上帝在道教里级别甚高，他
武将装束，手持一柄宝剑。他收服了龟、蛇
二将，让二者听命于他，左脚踩龟，右脚踏
蛇。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玄天上帝的圣
诞日。

南诏城里这些空中楼阁式的小庙，庙
虽小，平时香火却旺。庙里这些神明，
不占用地面一寸土地，却默默守
护一方安宁。或许庙不在大，有神
则灵吧！

南诏城里空中楼阁式小庙南诏城里空中楼阁式小庙
⊙沈益群 文/供图

北大建校 20 周年时，吴梅撰写了
一首纪念歌：“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
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
遇先生蔡……”蔡元培先生的贡献，是
世所瞩目的。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新
北大。这是从教育方面总结的。其实，蔡
元培对我们的贡献不仅仅是教育理念，
还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几十年后，他的
为人风范仍如一串风铃一样在岁月的
深处轻轻地摇响，引领着每一个路途中
的行者。

蔡元培虽贵为北大校长，骨子里却
拥有悲悯情怀，对于遇到困难的学生，
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给他
们温暖和关爱，帮他们走出困境。老校
长的温度，便留在了他们身上，经年不
散。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是自由开放
的，允许校外人员进校旁听，所以便有
了一批“旁听生”；除了旁听生之外，还
有一种“偷听生”，旁听生是办理了旁听
证的，没有办理旁听证而仍来听课的便
是偷听生了。偷听生都是家境贫寒的青
年，他们所住的地方，条件也非常艰苦，
因而被称为“拉丁区”。

有一天晚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
等人晚饭后在沙滩附近散步，不经意间
走到了偷听生们所住的拉丁区内，因为
好奇，几个人便走进了一间屋子，看到
屋子里的灯散发着微弱的光，一个衣着
寒酸的青年，正在灯下读书。而他的旁
边，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艰苦的情形
一目了然。

陈独秀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急吼吼
地问这个青年是怎么回事；那个青年惊
惶不已，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贫穷
的人，没有钱办旁听证，但特别想听鲁
迅先生的课，所以就偷偷地进到校园里
听课。

蔡元培打断了那个青年的话，看了
看那两个坚硬的馒头，说道：“旁听证，
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
跟我去吃饭。”

随后，三人便把这个青年带到了一
个小饭馆里，给他点了饭和菜。这个青
年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许多年以后，这个青年深情地回忆
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
东飘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
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
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
只觉得是暖烘烘的。”这个青年，就是后
来成了著名作家的许钦文。

还有一个青年，也曾被蔡校长温暖
地抚慰过。1915 年夏天，这个青年只身
来到北京，考进了北大英文门。然而，他

的家中实在太穷了，无力供他上学，使
他随时都有辍学的危险。两年以后，蔡
元培来到北大担任校长，这个青年实
在走投无路了，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去找蔡元培，向蔡元培述说了自己的
困境。

蔡元培听罢，问他：“会外文不？”他
回答：“会一点英文。”蔡元培便从书架
上拿起了一本英文书，随手挑了一节叫
他翻译。他很快就翻译了出来，译得贴
切而又生动。蔡元培十分满意，当即介
绍他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
10 块银元。这样一来，这个青年的温饱
问题就解决了，在北大顺利地完成了学
业。他的名字叫许德珩。

多年以后，已经成了著名教育家的
许德珩怀着感激的心情对子女们说：

“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
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
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蔡元培温暖的关怀下，许钦文和
许德珩学有所成，在各自领域内成了名
家。而实际上，受到过蔡元培关怀和帮
助的学生又何止他们两个人呢？1921
年，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达纽约的时
候，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那
天晚上，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
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就好像有人在指
挥一样！杨荫榆当时是留学生，当天晚
上也在场，事后，她无限感慨地回忆说：

“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
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
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
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学生们为什么会对老校长这样恭
敬呢？因为他们都曾被老校长的关爱温
暖过，因此永远对老校长满怀着无限敬
意。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往事虽然早已
随风而逝，但那些来自老校长身上的温
暖，却永远留在了学生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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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街新市下“伽蓝庙” 东北街绵远街“楼仔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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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村水车街“福德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