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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左宗棠不仅是洋务
运动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也是比
较注重民生的改革者。

1878 年，左宗棠在查清天山
南北有丰富的桑树资源后，就立
即派人从江苏湖州请了 60 个熟
悉养蚕技术的“士民”，带着蚕种、
饲养加工工具，从安西城（今甘肃
安西县）敦煌、哈密、吐鲁番、库
车以至阿克苏，分点设局，传授
养蚕、丝织技术。两年后，新疆
不少地方出现了“比户业蚕，桑
荫遍野”的新局面，且丝色洁白、
质量上乘，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
生。

左宗棠还注意到，我国西北
边疆羊毛资源充裕但加工业落
后，他就命令在上海的下属胡光
庸，请来德国呢师匠，带购机器，
在兰州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机器
制呢厂，为我国羊毛加工业开
辟了新门路。

1884 年 12 月，左宗棠
时年 72岁，奉命督办福

建的抗法军务还
不 到 三

个月，在听取了当地百姓的
意见，并作了一番调查后，就
向光绪皇帝写了一个请求试
办机器制糖的奏折，并指出

“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
其膏腴”的原因，是由于我国
制糖技术落后，我们只知道
出卖原料和半成品，而外国
人则把我们的原料制成红
糖、白糖来赚我们的钱。他还
算了一笔账：当时这个地区
的甘蔗产量 170 余万担，如
果机器制糖，可产糖 30 万
担，比民间老办法多产 20万
担，以每担价银四两计算，可
多得 80 余万两，除去人工、
成本外，还可增加四五十万
两的收入。左宗棠提出：应派
人到美国去学习技术，购买
小型设备试制。

左宗棠这种“因民所利
而利之”的思想，反映出了
他具有发展改革开放的眼
光和积极改善民生的意识，
这在当时可谓是开一代风
气之先！

普通话“小便”，外地方言有说作“撒尿”
的，本地闽南话则叫作“放尿”（bam 阳去 zzio
阴去）。普通话“尿急 ”，本地话说作“尿紧 ”
（zzio 阴去 ɡin 阳去），如：“昨晚困到尿紧，起来
放尿”。

那么有没有说作“撒尿”的呢？有。
小孩子尿床，就叫作“偷撒尿”（tao 阴去

cuah 阴入 zzio 阴去），如：“伊逐晚偷撒尿，眠床
变成伊的尿桶了”。

“撒尿”可分开用，如“伊去口儿撒一泡尿”
“尿去撒尿桶里面，莫加减撒”。

“小便”这词，本地话中现在也有，但这是进
入本地方言中的普通话词语，不是原本有的。

普通话中的“拉屎”“拉尿”，屎尿用“拉”，
其实不如本地话中的“放”。那屎尿怎么是拉出
来的呢？“拉”那是外力，大便、小便，怎是外力
拉出来的呢？那是肛门和尿道不闭着，放开而大
便、小便的，所以本地话用“放”，比“拉”准确。

闽南话的“家计”意
为家什或东西。闽南俗语

“小是小，好家计”意为不
要轻视细小，因它是个好
家什、好东西。

由“ 小 是 小 ，好 家
计”，不禁想起小时候看
到《王二小放牛》的连环
画。王二小是个年仅13岁
的放牛娃，日本鬼子大扫
荡，他在放牛时把鬼子引
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被
鬼子所杀害，成为一名抗
日小英雄。后来戏剧作家
可能从这个真实的故事
得到灵感，编演成电影

《鸡毛信》，又出现了海娃
这个小英雄的艺术形象。
小时候还读到一篇《小英
雄雨来》的课文，也是反
映抗日的，第一次接触到

“有志不在年高”这句成
语。王二小、海娃和雨来，
都是“有志不在年高”的
典范，这就印证了闽南俗
语“小是小，好家计”并非
虚谈。

由“ 小 是 小 ，好 家
计”，又不禁想起雷锋的
故事。雷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
的连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
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
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

用是不可估计的。”因
此他立志要做一颗永
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
钉。可见，螺丝钉“小是
小”，确实是“好家计”。

由“小是小，好家
计”，还想起被称为“小
小 老 百 姓 ”的 广 大 民
众。老百姓虽小，但却
像沧海一粟而汇成了
浩 瀚 的 海 洋 ，所 以 有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之说。由于“小小老百
姓”各有所思，各有所
好，各有所长，故又有

“智慧在民间”“高手在
民间”之说，一代伟人
毛泽东也有一句名言：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由于“小小老百姓”构
成了社会的主体，生活
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
便疾呼：“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也就是
说，有宝贵的民众才构
成了国家，有国家才产
生了君主，老百姓是摆
在第一位的,这就是“民
本意识”。可叹几千年

来许多封建帝王总是忘记这一
点，便出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的现象。当我们在叨念“小是小，
好家计”这句闽南俗语时，可千万
不要忽视“小小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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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泉州龙溪县尉李君墓志》
收入《千唐志斋藏志》，千唐志斋位
于洛阳新安县铁门镇西北隅，是辛
亥革命元老、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钫先生所建，是中国唯一的墓志
铭博物馆。

《故泉州龙溪县尉李君墓志》
是目前已知涉漳金石中，时间之早
仅次于大周泉州龙溪县令郭君墓
志铭。李君，名字未详，故于上任途
中，未到龙溪。但墓志铭记载了开
元年间，李君从山东入闽的历程，
对考察盛唐时福建与北方交流的
陆路交通路线很有意义。其二，撰
写墓志铭的作者文笔甚好，墓志共
分三段，每段引用两个典故，用来
衬托这位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世
家子弟，很值得一读。

一、第一段
故泉州龙溪县尉李君墓志 并

序
君赵郡人也。仕齐居邺，世称

名家；在魏分祖，史标望族。题舆锡
命，阳平太守之玄孙；衣锦画游，赵
州使君之少子。幼明敏，长惠和，宽
而温，简而敬。士君子志者，讦有老
成之风焉。才五岁，太夫人倾逝，嗥
终日，路旁为之霑袂，宁论识者，不
无哀叹之音；尚未知丧，亦何常声
之有。过幼学，幸得宿卫，授左卫怀
亲府长上。迁登次舍，森奉干戈。丁
赵州府忧，丧过乎哀，棘心在疾。逾
弱冠，调补德州平昌丞，志踠云霄，
名卑郡县。子云疲于执戟，方辞汉
廷；温舒升于甲科，言从山邑。谓屈
申出处，扶摇在斯，何吉凶倚伏，悔
吝东萃。

墓志主述李君出生于赵郡世
家。

墓志铭一共用了六个典故，此
段用了汉代人子云、温舒两个事迹
来衬托死者。

子云即西汉扬雄，被称作“杨
执戟”，《史记·滑稽列传》：“官不过
侍郎，位不过执戟”。温舒即路温
舒，《史记·路温舒传》：“字长君，巨
鹿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
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
用写书。稍习善，求为狱小吏，因学
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
焉。……举孝廉，为山邑丞，坐法
免，复为郡吏”。

李君过十岁，就在宫中走动值
宿，玩枪弄棒，是个“执戟”之人，授
左卫怀亲府长上。长上是唐代低级
武官，位从九品下。父赵州刺史丁
忧，“丧过乎哀，棘心在疾”，棘心二
字，漳州话还在使用。李君二十出
头调补德州平昌丞，志高位卑，不
是太爽，自比山邑丞温舒。

二、第二段
二十三年冬，妖孽潜构，祸非

人召，不虞涉于弊邑，而乃闻于帝
城。天威不违，镜九泉而薄责；□徽
何补，叨一尉之末班，左授泉州龙
溪县尉，听天命也。梅福宾仙，小得
江湖之趣；子牟学道，载驰城阙之
心。即而越阊门，将欲观禹穴，逍遥
物类，放浪浮休，俟行藏也。志不
就，愿亦违，维舟于浙江之滨，遘病
于杭州之馆，投密亲而旅寓，惮严
谴而少留。以为无妄之疾，勿药可
喜，有孚惠心，利涉攸往。过桐庐而
不愈，望玉山而日臻，溽暑方炽，羲
和亭午。次于衢州信安县之籍坊。
就闲旷以休神，乃安时而处顺。鹏
图不振，鸺鸟飞来，六月即[几]望，

十九日旁死魄，安寝而化物泊如，
善终也。

此段，谈到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冬，由于意料不到的横祸涉及
小城镇平昌。唐明皇大怒，“左授泉
州龙溪县尉”，将李君发配闽岭。其
从山东南下，先到苏州（越阊门），
再到越地（观禹穴）。坐船到浙江，
病倒在杭州公馆，以为无故患病，
不用药就能康复。带病继续南行，
过桐庐（在浙江境内）而不愈，距离
玉山（在今江西境内）越来越近，到
了衢州附郭信安县籍坊，六月十四
病，拖了十九天，在七月初二病故。
文中六月即望，当为几望之误。

“梅福宾仙”，汉梅福曾为南昌
县尉，因不满王莽专权，弃家隐遁，
传说成仙。后因用为咏县尉的典
故，亦用以咏仙隐。此处比喻县尉
李君。

“子牟学道”，即魏公子牟。战
国时人。因封于中山，也叫中山公
子牟。曾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阙之下。”后常用作心存朝廷
或忧国的典实。

三、第三段
呜呼之!神理若昧，天不慭遗，

俾祢衡未婚，令臧孙无复，他乡溘
至，旧国途遥。骏马悲鸣，爱妾垂
泣。祭歆诸子，魂讬家僮，危旐言
旋，泝洄湍险。帆候风而初挂，棹随
歌而更哀。八月复至钱唐，权殡某
所。廿五年春王二月，迁柩而舣棹，
浮于淮海，达于河洛。艰辛迢递，提
挈漂泊，郑公□为维私，姊氏情梁
棣萼。褪之衿衾，为之沐椁。卜兆邙
阜，启新宅于艮岗□叶连山，据旧
莹之坤地。是月廿八日，启畴悬窆，
封壤负厦。用过乎俭，葬止于薄。人
尚其义，事得乎随。缠绵尽然，使我
心测，匍匐能枚，非郑而谁。弟兄几
人，唯予哭汝。窀穸永决。痛骨摧
心。铭曰：

咎由蝉联，伯阳希夷。永锡淑
类。迄降于兹。才高位下，身没名
垂。昊天不惠，为人所悲。大隧即
启，孤坟垒垒，舆榇县窆，灵衣被
披。马跼顾兮白马暮，车旋轸兮秋
风度。哀亲宾兮感行路，无胤嗣兮
天不祚。幽明隔兮有攸处，泉壤閟
兮独愁予。懿戚渴之霑袂。尚哉孝
子，盍维天性，不无中路，婴儿亦何
常声之有。

“祢衡未婚”，即王祢衡，早年
为了生计和梦想，告别家乡初恋情
人，从山东德州老家，一路历经千
辛万苦、跋山涉水，来到了荆州，寄
望在这里闯出一番事业，过一个中
产阶级式小康生活，但梦想被现实
蹂成渣渣。

“臧孙无复”，臧孙即臧武仲，
臧文仲之孙，臧宣叔之子。鲁国大
夫，封邑在防。臧武仲早年长于宫
中，深得鲁宣公夫人喜爱，并被立为
臧氏的继承人，曾任司寇，“孟孙恶
臧孙，季孙爱之。”但终不能见容于
鲁国，先逃到邾国后又逃到齐国。

李君从山东被贬福建，未娶
妻，只有爱妾，没有后代。唐开元二
十三年（735年）七月故后，由家僮
扶柩先返钱唐权厝。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闰二月，才浮于淮海，达于
河洛。廿八葬于洛阳北邙山。李君
年少，姐夫郑公亲自“褪之衾裳，为
之沐椁”，弟兄为其下葬。

四、结语
龙溪做为隋代建安郡四县之

一，位于福建最南端，隋末唐初曾
被林士弘割据，与循潮二州刺史杨
世略为敌。平定之后，都从中原选
派官员南下，足见此地已引起唐廷
高度重视。

李君迁龙溪县尉只有二十多
岁（逾弱冠，调补德州平昌丞），在
他之前的高宗朝县令郭行节终于
辽东也才 41 岁，之后的德宗朝漳
州长史韩愃左迁入闽，也才 31岁。
可见唐朝派往漳州地区的官员控
制在 40岁以下，即便是这样，还是
有年轻官员不幸死在上任途中。岭
南道远，中原官员视为畏途。卫国
公李德裕贬潮州司马从漳州蒲葵
关南下，他写的《谪岭南道中作》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
溪。……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
中越鸟啼”，生动描述北方人对南
方的畏惧。

不过这些官员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文武双全和资历不浅。郭行节

“天纵博识”“鼓腹而谣”，从军授上
护军勋；李君宿过卫，摆过军阵，当
过县丞。韩愃“历太子宫门郎，太仆
寺丞，佐戎淮西”。而且这三位官员
两位不得志，一位葬身辽东，但后

人也要千辛万苦在洛阳邙山为他
们立墓。

从墓志铭“过桐庐而不愈，望
玉山而日臻”可知，开元年间，入闽
驿道是走玉山，走玉山显然是过崇
安分水关，而不是江山——浦城
线。从地图上看，江山县在玉山之
前，但墓志铭丝毫未提及。江山这
条路据《资治通鉴》是黄巢入闽所
开，已是唐乾符五年（878年）八月
的事情了。

墓志铭中提到的怀亲府就是
唐代标准的内卫兵府名称。唐代的
兵府不是以州为单位设置，一个州
可以有许多兵府，几个州也可以只
有一个兵府，主要集中在关陇地
区。华东华南甚少。在唐太宗、高宗
年间，今闽粤二省境内，只有广州
有一个番禺府，唐开元间福州才
增设泉山府。

漳州僻在海隅，但今发现的
唐代相关漳州墓志铭和地券数量
在福建却是首屈一指，只是年代
久远，语言风格与现今差距甚大，
不易理解。但对了解漳州唐代人
文、宗教、风俗、语言、政治制度都
是第一手材料。

唐故泉州龙溪县尉李君唐故泉州龙溪县尉李君
⊙郭联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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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长泰岩溪珪后村（综合材料） 柯 毅 作

医生，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抗击
新冠疫情中，火热地战斗在最前沿的，
当然是医生，这无不令人心怀敬仰和
感佩。为更多地去感悟医生的广阔内
涵，让我们一同走进历史，看看不同朝
代医生的不同称呼。

中国古代医生实际上叫中医，中
医是我国传统医学，有数千年历史。当
今的称谓是相对西医而言的，在西方
医学尚未流入我国之前，中医本不叫
中医，而是有独特的内涵和丰富的称
谓，其四大别称为岐黄、青囊、杏林和
悬壶。

岐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
经》。《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讨论医
学的专著，为岐黄之术，自然岐黄便成
了中医的别名。

青囊，来源于名医华佗的历史典
故。据史料记载，华佗被杀前，为报一
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
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
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后人
由此称中医为青囊。

杏林，源自名医董奉治病救人的
故事。史料上说，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
叫董奉，一度隐居江西庐山。附近百姓
闻名求医，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
症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治愈
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
成林，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悬壶，与古代修道求仙的一个传
说有关。一天东汉名医费长房，看到竹
杖上挂了葫芦的一位老人在集市上卖
药，天黑散街后，那位壶翁跳入葫芦
中，当时只有费长房一人看到，费长房
颇感奇怪。为了弄清壶翁的来历，费长
房以酒款待。壶翁知其意图后，让费长
房隔日再来。壶翁邀他一起进入葫芦，
只见葫芦内布置整齐华美，佳肴满桌，
费长房立刻拜壶翁为师，学习医术和修
仙之道。几年后，费长房艺满，也开始悬
壶济世行医。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
说，即是中医之悬壶称谓的来由。

以上是“岐黄、青囊、杏林、悬壶”的
中医称呼的历史文化和渊源。

其实，早在周代，对医务人员已有
不同的称呼。当时将包括医生在内具
有艺技的劳动者统称为“工”，将医术
高明的医生尊称为“上工”或“良工”。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曰：“问其病，
知其处，命曰工。”此后又将内科医生
称“疾医”，外科医生称“疡医”，管理帝
王饮食卫生的医生称“食医”。宋代开

始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大（dài）夫，一
直沿用至今。

医生除了周代医官名“疾医”，春
秋战国时期典籍已有了“医师”称谓的
记载，汉代景帝时改称“太常”。北魏设
置“太医博士”，负责传授医学知识。东
汉曹魏时设置“太医令”，隋唐改称“太
医署令”，为管理医疗的官职。唐代已
设“药医师”（后称“药师”），负责采办
药品。唐代开始出现“医生”一词，但古
代“医生”之名没有现在的医生之义，
而是指在医学中就读的学生。“医士”
称呼首见于北宋，“郎中”和“大夫”称
呼均始于宋代。明清太医院长官称为

“院使”，下设御医、吏目、医士数十人，
主要为宫廷、皇族服务。

宋代开始设置以“大夫”为名称的
医官，而医官中最高级的尊称“大夫”，
其次称“郎中”，以下称“医效”“衹侯”
等。因为“大夫”是医官中最高的职位，
所以把“大夫”作为医生的尊称。又因
为医官中也有“郎中”一职，所以也把
医生称为“郎中”。但“大夫”和“郎中”
略有区别。一般将设馆从医（坐堂行
医）的医生称作“大夫”，而把走串于乡
间的医生叫作“郎中”或“方医”“铃
医”。就地域而言，早年间北方习惯称
医生为“大夫”，而南方则习惯称医生
为“郎中”。

据《清代官职大观》记载，太医院
的“大夫”分四个级别，一等称“御医”，
只有 13人；二等称“吏目”，有 26人；三
等称“医士”，有 20人；四等称“医生”，
有 30 人（相当于现在医院里的助理医
师）。从严格意义上说，太医院的“御
医”“吏目”“医士”可以独立看病，即有
处方权；而“医生”只能当助手。“医生”
的“生”字，是“生员”的意思，即“见习
大夫”。“医生”作为医务人员的代称，
是一步步演化而来的。因救死扶伤，职
业高尚，为世人所赞颂。

早年间多将医生尊称“先生”，到
医院看病谓之“看先生”，请医生上门就
诊谓之“请先生”。此称据传源于医生所
开处方。老年间医术高超的医生都写得
一手好字，所开处方尽显其书法功底，
不仅美观大方，而且清晰易读，所以将
医生视为学识渊博者，称之为“先生”。

治病救人挽救生命的职业称之
为“医生”，从古至今它的每一个不
同称谓，都表达了人们对医生的尊
崇和赞美，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深
厚内涵。

古代对“医生”的不同赞誉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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