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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娉色流晖（国画）

黄万里

浪花拍打在江堤上， 裹挟

着一层层泥沙，随风溅起水花。

此次钱塘江观潮之旅， 令我不

禁浮想联翩。

时间回到那天， 父母带我

去观“钱潮”，堤岸旁人声鼎沸，

各自议论着即将到来的涨潮。

人们迫不及待，纷纷仰头张望。

霎时间，大浪迎头而来，水花溅到前排人的衣

襟上。 人们嘴上抱怨，却并无退后之意。 我静

静凝望着潮水： 细小的白色浪花如层叠的云

彩般纷至沓来；迎头而来的潮水铺天盖地，在

人们的拥挤下愈发张狂， 刚刚还细柔如云的

浪花在潮水的涨浮下化为一只只利爪， 附和

着江水卷起滔天巨浪， 仿佛正发泄着它们的

无名怒火。 我突然觉得这一股股浪潮像极了

时代的变迁：新浪推着旧浪不停前进，不停更

替，最终旧浪迫不得已被冲上堤岸，渗入沙石

无声无息。 我们也只有在这种快节奏的环境

里迅速适应，才能真正立足。 无法快速融入当

下，所面临的终是“被新浪拍打在沙滩上”。 正

因如此， 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时间， 珍惜当

下。高尔基曾说：“青春有限，但智慧无穷。 ”我

们需趁着短暂的青春，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增长见识。

不知不觉间， 我漫步来到了江水汇集处。

看到清澈的河流注入钱塘江，看着泥沙与水波

融为一体，就像我们终将进入社会，成为一个

成年人一样。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难免会有

一些人与我们志向不同， 更有嬉戏愚弄他人

者。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们不应

该与后者同流合污， 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

刻警示自己，明确目标，与良师益友勉励前行。

回过神来时，我还站在堤岸边。 潮水逐渐

退去，夕阳坠入山川。 父母的呼唤将我拉回现

实。 再次回望潮水，那里已变为一面模糊的铜

镜，无法再掀起任何波涛。

写到此，我提笔沉思。 纵使内心有千万句

警醒他人的名言警句，此刻却难以落笔。 望着

窗外如那日般鲜红的夕阳， 我自知应当珍惜

当下，适应新的环境，不与墨者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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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是明朝著名的世界

级女科学家。 明朝学者董宜阳

《松郡杂记》记载黄道婆“从夫戍

海南”“遇赦，夫亡，附海舟归，居

故里。 ”该内容能够与陶宗仪、王

逢等的记载互相补充，契合当时

的历史背景、社会形势，能够较

好回答研究者以往的疑问，包括

“为何去海南”“怎么去”“是否有

丈夫”“如何回故乡”等。

被尊为“先棉”，黄道婆的历

史功绩不用赘述。习近平总书记

评价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

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

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

来号人。李白、杜甫官不过五品，

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赵

州桥的李春，也非大官，鲁班、黄

道婆等更是与官无缘。 可见，青

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

是与做事相联系。 ”

由于这样的历史地位，过去

700 多年间，黄道婆的身世之谜

也成为研究对象。尤其是非遗文

化倍受重视的情况下，研究者和

崇仰者对其身世细节也多有探

究。《董宜阳松郡杂记》的相关记

载，在之前的相关研究中几乎没

有被提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

讨的新思路。

一、目前关于黄道婆身世的

基本资料

观点不多， 大体可以分为

“学界普遍认可的文献”“民间传

说”两种。

（一）学界普遍认可的文献

1.� 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

耕录》：“国初时， 有一妪名黄道

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

弹纺织之具； 至于错纱配色，综

线挈花，各有其法。 以故织成被

褥带帨， 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

样，粲然若写。 人既受教，竞相作

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未几，

妪卒， 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

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

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 今祠复

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

渐泯灭无闻矣。 ”

2.� 元末明初王逢《黄道婆

祠》诗序：“黄道婆，松之乌泾人。

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

归。躬纺木绵花，织崖州被自给，

教他姓妇不少倦。 未几，被更乌

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 及卒，

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

兵废。 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

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

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 ”其诗前

几句为“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

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

州布被五色缫， 组雾循云粲花

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

夺天造。 ”

3.� 张之象《听莺桥重立黄道

婆祠记》：“上海西南廿余里，为

乌泥泾，故有道婆祠云。道婆者，

姓黄氏，本镇人也，初沦落崖州，

元贞间附海舶归。 闽广多种木

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而道婆

最善是业，州里宗之。 ”

（二）民间传说

张乃清《对黄道婆传说故事

的思考》称“搜集到黄道婆的传

说和故事 20 篇左右”，就出身家

世、姓名由来、出逃原因大概有

五种情况：

传说 1：南宋末年，乌泥泾顾

姓农妇在黄泥滩草丛中捡到了

一个三四岁的女孩，便留作童养

媳。 因她没爹没娘，只是黄泥路

旁捡来的，大家就叫她黄道囡。

（未完待续）

刊头书法 吉卫平

黄道婆为何去海南？ 又为何回上海？

（一）

�毕信仁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申城，五

月的桃花映红了龙华。 近日，我走

进龙华烈士陵园， 来悼念在 1931

年与“左联五烈士”一起被国民党

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的先烈、我

的本家费达夫烈士。 尽管墓碑上

没有照片， 但烈士冥冥中的光辉

形象在我的思绪里慢慢清晰……

费达夫 1907 年出生于上海，

父母是从江苏逃难来沪的， 其父

是虬江码头的工人， 母亲是怡和

纱厂的女工。 不久费达夫有了弟

弟， 虽生活艰苦但父母辛苦劳作

还是供费达夫读私塾， 之后考入

聂中丞华童公学求学。

费达夫和我家同宗同族。 上

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天父亲说“本

家去世了！ ”我那时懵懂，后来才

知道是费达夫的弟弟。 对于他们

兄弟俩的详细情况， 父亲也没告

知我多少， 只是说解放后陪费达

夫弟弟代表家属去龙华烈士陵园

安葬费达夫遗骸……

至于费达夫的详细情况，是

之后通过历史资料略微得知的。

“五卅”惨案发生后，四所工部局

学校的学生组成学生联合会，发

表宣言、宣布罢课。 费达夫积极参

与所有行动， 组织动员全校学生

参加罢课， 带领他们到南京路去

示威游行、 散发传单、 搞义演活

动。 这一年，费达夫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 并在 1926 年受党组织委派

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两年后， 学成回国的费达夫

受党的指令便在上海从事了工人

运动， 担任怡和纱厂等十多家工

厂的工会联合会主任。

然而不久，因叛徒告密，1931

年 1 月的一天费达夫被捕， 被关

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2 月 7 日深夜，费达夫与“左

联五烈士”等 24 人一起，被押赴

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侧荒地刑

场集体枪杀。 就义时年仅 24 岁。

他用自己年轻的鲜血和生命谱写

了一曲壮烈的乐章。

由于秘密枪杀， 烈士遗体被

移地掩埋无迹，也无任何标志。 解

放后，市民政局和龙华区接管会派

员在龙华路 2501 弄 1 号附近离

地面二米深处发掘出十余具遗骸，

经多方查证认定为烈士遗骸。 后

又基本查清遇难诸烈士的姓名、身

份。 龙华烈士陵园建成后，复将费

达夫等遗骸移至陵园西侧一排，立

集体卧碑一座， 碑名横书“龙华二

十四烈士”。 遗憾的是由于费达夫

搞地下工作， 一直没留有照片存

世，墓前只刻列姓名……

桃花红雨英雄血， 陵园千古

慰忠魂。 时间虽然流逝，然信念未

曾改变。 费达夫尽管只有 24 年的

短暂生命， 但烈士的业绩光照千

秋。 此刻，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

我抚摸着烈士的墓碑， 细雨在脸

颊上流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但心灵完全得到了崇高精神的熏

陶和净化。

我的本家先辈费达夫烈士，

您不朽的英名、高尚的情操，如这

纯净的雨水将永远洗刷着我的灵

魂……

桃花红雨慰忠魂

———赴龙华烈士陵园祭奠费达夫烈士

�费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