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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新貌千年古刹添新伴（扇面画） 岑新国

档案春秋

（接上期）

3.关于“遇赦”的分析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

年）， 忽必烈决定第四次远征安

南（越南），命刘国杰与亦吉里负

责；八月安排云从龙、张文虎等

共同参与，张文虎主要负责跟随

大军从海路运粮。 励兵秣马之

中，忽必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

日（1294 年 2 月 18 日）突然去

世。 元成宗五月即位后，命令停

止远征。六月诏书称：“先皇帝新

弃天下，朕嗣守大统，践祚之始，

大肆赦宥，无间远近。惟尔安南，

亦从宽宥，已敕有司罢兵，遣陪

臣陶子奇归国。 自今以往，所以

畏天事大者，其审思之。 ”

诸君想到没有？ 黄道婆

1294 年遇赦，合理解释了黄道婆

为什么“元贞 间（1295-1297

年）”附海舶归的问题。

关于云从龙与张文虎。 细心

的读者会发现，“云从龙”1274 年

是南宋广东钤辖（军事官职），镇

压崖州“三巴大王”；1280 年又担

任元廷广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

维护海南秩序。 云从龙的难得之

处，两个朝廷、甚至辖下百姓，对

他都持很高评价。 海南是云从龙

的辖地，是张文虎第三次、第四次

南征运粮食的必经之地。 张文虎

是谁？ 张文龙是张瑄的儿子，“迁

（黄道婆）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

隙地”中的“都水公”张文龙，是他

的亲弟弟。也就是说，张文龙跟黄

道婆、宋五是乌泥泾的同乡。

4.“遇赦、夫亡”与“黄道婆”

事实上，宗教典籍中称居家

事佛的女信徒为“行婆”，而“明

道”（有深刻理解和领悟） 的女性

称为“道婆”。 清代嘉兴金明寺悟

进的《介庵进禅师语录》记载：黄

道婆避大兵归。 参师云：“你避在

何处？”婆云：“避在和尚处。”———

不要误会，这位可能只是姓黄的

“道婆”， 不一定是先棉黄道婆。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载“明

道黄道婆，因乞法语师，命僧持

去。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

汇编·闺媛典》 载：“金陵俞道婆

者，参见琅琊启禅师，家以鬻油

餈为业。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博物汇编·神异典》：“安吉州沈

道婆问有因果否？ ”所以乌泥泾

人张所望在《移建黄道婆祠记》

中称：“夫惟金仙氏之教，终古尚

存。 而道婆故皈依佛门，亦诸佛

所摄。 ”“金仙氏之教”是佛教的

代称，清代学者王琦《李太白集

注》注释“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

妙”称“金仙，谓佛。 ”宋朝杨亿

《处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金仙

氏之教有自来矣天毒之国”。

我们重新关注一下王逢的

诗句“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道

婆”这个名字出现在“宋五嫂”之

后、“不肯崖州老”之前。 可以想

象：15 岁的黄四娘嫁与“宋五”，

成为“宋五嫂”，在“不类人境”的

天涯海角， 相依为命 30 多年。

1294 年大赦时， 宋五嫂已经近

50 岁了，宋五应该只大不小。 听

到大赦可以回归桑梓之地，满心

欢喜之时，“宋五” 却突然去世。

“遇赦”后“夫亡”的结果，委实令

人嘘唏。 这种情况下，黄道婆皈

依佛教， 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

个时间应是回归乌泥泾之前，地

点应该在海南。 （未完待续）

刊头书法 殷佩红

黄道婆为何去海南？ 又为何回上海？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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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当过生产队的会计

他的算盘珠有时会在深夜

跳成黑色的蝌蚪，游进

左邻右舍总爱跟他说的

溃烂的家长里短

他用

蘸着唾沫的手指

将争吵的棱角

磨成早年私塾课本里的

浑圆句读

他总把矛盾装进青花瓷坛

撒上祖传的草药

任其在

漏风的屋檐下

发酵成粘稠的蜜糖

掀桌的响动

会惊飞梁上的灰雀

而他

永远戴着微笑编织的藤编面具

将敌意嫁接成

屋檐下倒挂的冰凌

那些被虫蛀的箴言

在褪色的蓝布长衫里

孵化成

银色的蚕蛾

如今翻开

父亲留下的毛边纸，每道折痕

都渗出咸涩的盐粒

像极了

他教我吞下的，名为“退让”的

月光药丸

父亲的和解术

�李志石

年初， 我参

观了由巴金故居

主办的“温暖的

友情———巴金与

友朋往来手札

展”， 看着展板、

展柜上的一封封

巴老与挚友们的

往来书信， 我仿

佛被拉回到了那

个年代。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

话也远没有普遍，人与人之

间沟通联系， 大多是靠书

信。

书信与当今微信沟通

交流不同。微信多以叙事为

主， 讲清楚什么事就完了。

而书信除了叙事，还有抒情

的意味在里头。冰心比巴金

大四岁，巴金一直很敬重这

位知心的姐姐。 一九九四年

五月， 巴金书赠冰心大姐，

曾这样写道：冰心大姐的存

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

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

道路。 她比我更乐观。 灯亮

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如此

抒情的表达， 是发自内心

的，并且跨越时空与声音的

有限，作为印证展现在当今

人们的面前，使我有幸能从

书信中体会到真诚、信任和

强大的爱。

不只是抒情，书信背后

也藏着一份深厚的关切与

惦念。 作为老友，李健吾先

生与巴金在七十年代的那

段特殊时期失了音讯，一九

七七年的某一天，当他得知

巴金的问题终于到了解决

的阶段了，兴奋不已，睡不

着觉， 凌晨三点写信给巴

金：昨夜采臣来，欢谈许久。

他告诉我，有关你的最新的

大致情况。 我兴奋之余，不

能入眠，吃了安眠药，还是

在清晨三时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给你写信……但是最

愉快的，还是你的问题终于

到了解决的阶段了……（李

健吾 1977 年 4 月 26 日致

巴金信，《李健吾书信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

李健吾多方打听，获得巴金

当时的住址，将这封信寄到

他手里，我想我无法体会到

巴金内心会怎样的激动。 他

在回信中说：你三、四点钟

就起来给我写信，而且又去

把消息告诉克家，你比我自

己还激动， 这说明你的关

心。 我感谢你的友情。 在困

难的时候才看到真心。我已

习惯于沉默， 习惯于冷静，

但是我要把我对朋友们的

感激的心情带到坟墓里去

（巴金 1977 年致李健吾信，

《巴金全集》第 23 卷第 227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当我看到这些书信

稿件，不禁感叹人生能有这

么在乎你的朋友、这么深厚

的友情是多么幸福呀！

书

信

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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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看了小品《你摊上事了》，便对

里面那个忠于职守的保安刮目相看。确

实，因着人们对他们工作的认可，许多

保安人员尽责守职， 他们笑脸相迎、有

问必答、热情指点，甚至见义勇为、安良

除暴，受到上级表彰和群众称赞。

然而，就如“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

右”一样，在保安中也有那么一些人，

对进出人员的态度，似乎不怎么友好，

盘问有加、解释不足，常摆出一副盛气

凌人的架势。 笔者常看见小区保安与

快递小哥之间发生龃龉与争执， 原因

是不让快递进小区。那些保安持着“规

章制度”得理不饶人，态度极凶。

其实， 快递员进小区无非就是想

抓紧时间，一来送物不要超时，二来可

以多送一单。 因为超时怕被客户“差

评”而一天白干……但退一步说，即使

保安遵循制度，也要心平气和，我们不

讲“可亲”，起码“和蔼”吧？ 要知道，保

安和快递小哥一样， 都是最底层的劳

动者，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无需掌

握点“小权”就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再

说， 有些保安表面看起来他们按章办

事，但有时自己也不“净身”，给点小

惠，立马“阴转多云”……那次我骑电

动车去某机构办事，车停路边后，戴着

头盔的我还没进门就被保安拦着，扯

着嗓门大声呵斥“快递不可以进”，我

说我不是快递员， 是来找某人商量事

情的。“不行，不能进！ ”我报出要见人

的职务姓名也不放行， 最后掏出烟给

三位保安“烧香”才放行……

从以前人们对门房间的人称呼门

卫、警卫一直到如今的保安，说明时代

在前进，不同的叫法，表明人们对这一

岗位的尊重，社会对这一岗位的认同。

但作为保安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

能有点小“权”

便忘乎所以 ，

你是自然人，

更是社会人。

摆正位置

�费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