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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盐城的孝文化，除了王祥卧冰求鲤、
宗 保 子 驮 妈 妈 等 故 事 外 ，不 得 不 说 说 龙 冈 的

《白燕赞》。
在《龙冈镇志》中，记载了“孝子王忱哀母丧

悲恸而亡、白燕感其孝自毙殉死、书法家宋曹为
纪念王忱颂扬白燕而题写《白燕赞》、因《白燕
赞》拓本郭沫若为龙冈中学题写校名”等一连串
的故事。但关于《白燕赞》，书中也留下了“王忱
与白燕的故事究竟何时发生，宋曹何时书写《白
燕赞》？等等，无法考证”的憾语。经进一步考
究，《白燕赞》更多详情得到考略，现分享如下。

《白燕赞》发生在康熙初年，王忱系龙冈人
经考证龙冈王氏宗谱老谱，王忱为孝友堂第

11 世。王忱（约 1623 年~1663 年），即：生于明天
启三年，卒于清康熙二年。王忱，字兹信，康熙丙
午年，梁宗师科取县学第 6 名，廪膳生（明清两代
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皇清旌表邑廪生，例
授修职郎。其父王三友，字择之，明天启戊辰年，
江宗师岁取县学第一名，岁贡生（经科举考试入
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人）。

通览《白燕赞》拓本，前文讲述了王忱和白
燕孝义相传的故事，后文引出陆秀夫与白鹇的忠
义故事，撒播忠孝节义传统美德。据讲，“孝友
堂”的得名，即与王忱感人的孝行事迹有关。

王忱死后10年，宋曹题写《白燕赞》
宋曹（1620~1701），即：生于明万历四十八

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享年 82 岁，明末清初书
法家。匾文落款清晰记载“康熙癸丑冬月望前日
汤邨逸史宋曹题”。康熙癸丑年即公元 1673 年，
也就是在王忱去世 10 年后，宋曹为王忱和白燕

的孝义故事题写了《白燕赞》。
据记载，《白燕赞》匾额，白色大理石质，卧

式，石碑宽 1.68 米，高 0.37 米，厚 0.06 米。由拓本
知，匾文24行，满行8字，全匾计197 字，楷书。

《白燕赞》碑文起首“冈门王氏产白燕，盐人
异之，王氏子名忱……”说龙冈人王氏家中梁檐
上筑着燕子窝，与众不同的是王家的燕子都是白
色的，当时盐城人都感到很奇怪。王家母子相依
为命。后来，王母丧逝后，其子王忱日夜悲伤啼
哭，最后因哀伤过度而亡。王忱发自肺腑的孝
心，竟然感念了白燕，它们纷纷自毙殉死于王家
庭院。

宋曹死后181年，《白燕赞》匾镶嵌在白燕阁坊
为纪念王忱和颂扬白燕，王氏族人于光绪八

年（1882 年）在王氏宗祠内建白燕阁坊。此时，距
离宋曹去世已经 181 年。宋曹的题字被制作成汉
白玉匾额（匾额后有“光绪八年立”等字），镶嵌在
龙冈王氏宗祠白燕阁坊上。

据老人讲，王氏宗祠是龙冈集镇上最高大、
最华丽的祠堂，谱载共有 18 间，先在西街，后迁
至北街。1943 年，伪军野蛮拆毁王家祠堂和龙冈
当时最大的庙宇——南寺，取砖木石块修建日伪
军碉堡。自此，王家祠堂内的所有圣旨碑刻、贞
节牌坊、白燕赞石匾等均散落。

《白燕赞》石匾重现，郭沫若题写龙冈中学
校名

新中国成立后，《白燕赞》石匾流落到龙冈
中学内（推测王氏宗祠在北街，因地缘而遗落在
校园内），被食堂用于搁置学生打粥用的木桶，无
人识此宝物。1963 年（即石匾散落 20 年后），现

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派人遍访中国历
代书法家真迹，也有专家组到访盐城县。龙冈中
学朱扶辰校长带领他们鉴别《白燕赞》，专家看到
石匾，仔细辨别，惊呼：“真迹！宋曹手笔！”“踏破
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即，盐城县博
物馆的唐剑云制作拓本，交由专家组带回了北
京。郭沫若先生十分高兴，应朱扶辰校长之请，
从北京寄来了他为龙冈中学建校 10 周年题写的
校名“盐城县龙冈中学”（八字草书，龙字繁简体
各一），“龙冈中学”四字被一直沿用至今。

残缺的石匾，幸存的拓本
据载，《白燕赞》石匾曾被红卫兵当作封建

产物砸坏。仅残存二尺余许石匾原物，后被收藏
于盐城市博物馆。

令我们颇感幸运的是，当年完整的《白燕
赞》拓本全文被保存了
下来，现放在中国海盐
博物馆二楼展览厅供游
客参观。

百善孝为先。王忱
至孝哀母逝悲恸而亡，
白燕感念王忱之孝自毙
殉死。南宋丞相陆秀夫
忠君报国慷慨赴死，白
鹇亦念陆秀夫忠义堕舟
而死。二人的忠孝故事
由宋曹汇于一匾并列赞
颂，其匾传承美德，内涵
深刻，今天读来，仍有较
好的教育意义。

《白 燕 赞》考 略
□ 顾仁洋

儿时，每到炎热的夏秋，乘凉就成了村
里人不可缺少的“节目”。

记得小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我们那个
村子还很穷。一到暖天，家家“鸽子窝”般
的小屋，热得像蒸笼，加之村头杂草多，污
水塘多，农家邋杂东西多，晚上蚊虫也特别
多，村上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最好的去处就
是 村 东 那 座 十 几 米 长 、两 米 多 宽 的 小 木
桥。为了给晚上乘凉占得“一席之地”，与
我一般大的孩童每天下午太阳老高就顶着
破席上桥抢位子了。

我们喜欢上桥，其实心里还有个念头：
桥上人多热闹。听啊，爷爷奶奶，叽叽喳
喳；姐姐大妈，嘻嘻哈哈。忽而，有人一吆
喝，便有几个活跃分子相继唱起歌、说起书
来。村里的宋大爷摇头晃脑地拉着二胡，
孙大哥、赵二姐一人一句对着歌，老憨、黑
翠、白胖一个个听得咧着嘴，就像天上半轮
明月。我不会拉琴，也不会唱歌，就情不自

禁地用扇柄敲着桥板——帮他们带起板
来。想不到，这一“带”居然得到“演员”“观
众”们的赞许。以后，村里演节目、排戏，

“演员们”就常将我带去敲板鼓。时间长
了，这些敲敲打打、吹吹拉拉我还都能玩上
一套。

回忆那时“乘凉晚会”之所以能开得那
么活跃、热烈，与老村长周大伯有着很大的
关系。常常天一黑，他就奔东家串西家做

鼓动，并提锣鼓先到场。老村长不识字，但
也有说快板的拿手本领。他说快板，还不
要人带板，边说边用大拇指与中指一捻，发
出“叭”的一声，比敲竹板的声音还响亮。
记得他常说的开头语是：“诸位乡亲请别
闹，听我说段莲花落”，下面便上了正题，或

“今年稻子长得好，抢收抢脱很重要……”
或“ 东 庄 有 个 王 大 娘 ，送 儿 参 军 喜 洋 洋
……”宣传效果比单纯开群众会还好哩！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家乡
那座小桥早已变成宽阔的水泥桥，那块打
谷场也建满了楼房。夏天夜晚，家家户户、
老老少少也很少出门乘凉了，大都蹲在家
里，吹着电风扇或守着空调，看着电视，惬
意自不用说了。我们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
欢呼。然而，不知为什么，儿时桥头那一幕
幕热闹场景常萦脑际，不能忘怀。是不是
我们的精神生活，譬如邻里乡亲的交往又
差了点什么呢？

常 忆 桥 头 纳 凉 时
□ 王洪武

记忆中，我第一次“送礼”，是上初二的
时候，当时我将它理解为“贿赂”。

那年秋天，正是收玉米的大忙季节。
二姐家的孩子生病了，乡医说是急性阑尾
炎，要到城里医院手术才好。我刚好休学，
二姐夫要在家里收田，母亲便派我陪着二姐
去城里。

给外甥女看诊的大夫是个年轻人，姓
高，长得高大阳光，说话很是随和。高大夫
说，先挂两瓶水消消炎，下午再做手术。

那时还没有新农合，看病吃药都要自
己掏钱。这对只靠种田吃饭的农村人来说，
是笔不小的开销。手上的钱不够，二姐只好
向城里的亲戚家借。

病房里有五个床位，看护的和来探望
的人，来来往往，不时还有人会伸过头来问
问外甥女的情况。一位热心的阿姨告诉我
们，做手术前要给大夫“意思”一下。什么
是“意思”呢？我很困惑。那阿姨干脆直
说，也就是给主刀的大夫送点礼。

送礼？我能买些什么呢？摸着兜里一
张十元的卷边票子，我不禁有些心酸，那是
二姐留给我的中饭钱。中饭我可以不吃，这
个“礼”却不能不送。拜托邻床帮忙照看一
下外甥女，我捏着那张票子便出门了。

站在琳琅满目的柜台前，我边走边看
标价，医院对面的三个食杂店，被我来来回
回转了四五圈，也没有能确定买什么给大

夫。我有些烦闷，收银的大爷问我到底想买
什么，进进出出，他看着都急。我说了原
因，他说你买包熊猫烟吧，这烟正好十块
钱。我伸手递上那被手捂湿的十块钱，拿着
一包烟，乐滋滋地跑了回去。

刚到走廊，就看到一脸焦急的二姐。
她拉着脸，泪水在眼里打转。外甥女被推
进手术室，我看到高大夫从另一侧走来，不
知哪来的勇气，我飞快地冲过去，把烟放进
他的衣袋里。高大夫摸了下烟，停了几秒，
继而朝我笑了笑，推门而入。我长长地呼
了口气。

半小时后，外甥女出来了，是高大夫戴
着手术帽抱到病床上的，他说我们抱不好，
孩子小，别弄疼了她。我和二姐满心感动。

外甥女状态很好，二姐便回去农忙了，
留下我陪着外甥女。

第二天早晨，高大夫来查房，给外甥女
带来好多营养品，看得我瞠目结舌。他笑着
告诉我，他也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深知农
村人的不易。昨天看我买烟，他心里挺难受
的，又不好不接，怕家属担心。其实，作为
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本就是职责。每一位病
人他都会认真对待，无须送礼。

时光如梭，若干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
高大夫穿着白大褂的高大身影和他对我说
的那番话。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节奏，全
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各地
白衣天使无畏肆虐的疫情，纷纷
向一线出征。在新闻中，我看到
了家乡支援一线的医护人员光荣
榜名单时，一张熟悉的抗疫
面孔掠过。若干年过去了，
高大夫除了两鬓微白外，脸
上 依 旧 洋 溢 着 灿 烂 的 笑
容。我订了一束花，寄给了
高 大 夫 。 如 果 说 那 十 块 钱
的烟是“贿赂”，那么这束花
便是深深的“致敬”！

十 块 钱 的“ 贿 赂 ”
□ 李桂媛

三十年前，青春懵懂的我不知
道珍惜美好时光。每天，人虽然衣
冠楚楚地坐在教室里，但脑海里却
似天马行空般神游，沉迷在武侠小
说的虚幻世界。要不就是与几个
臭味相投的发小逃课，东游西荡混
日子，最终毫无悬念的名落孙山。
回到家中，看到父母失望的神情，
一刹那，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一年多时间里，每天闲散在家
无所事事，着实让人着急。父母到
处请人托关系，好不容易为我找了
一份从事文字的临时工工作。虽
然从小爱好信手涂鸦，然而因为没
有大学文凭，在单位始终干最累的
活，挣最少的工资，冷嘲热讽受气
更是家常便饭。由于自身知识储
备不足，在进行文字材料整理、报
告撰写时，经常搞得自己黔驴技
穷，尴尬不已。这时，我终于幡然
醒悟：要想改变命运，只能靠知识！

在家人的积极鼓励之下，我决
定“充电”学习。这既是为了提高
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是当时改
变境遇的唯一渠道。后来，我毅然
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专段的招生考试，顺利被录取。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
年多的不懈努力，最终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都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后来，自己成了一名职业码字
工，工作也是得心应手多了。这几年，岗位虽然几经变动，
但始终与文字打交通。业余时间，除了阅读杂七杂八的书
籍和报刊，就是将自己的情绪、思想、感悟用键盘敲打成文
章投稿，时常登上报刊的版面，倒也乐此不疲！

不负韶华当自强！对于当下社会的职场人而言，善于
打理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会碎片化阅读，不断汲取新鲜的文
化知识，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唯此，才能提升自己的
文化素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不
负
韶
华
当
自
强

□
伍
星

她站在黑暗中犹豫了一会儿，咬咬牙推
开门。

新书记在泼墨挥毫。他没有别的爱好，
唯爱书法，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新书记让座、倒茶，问：“咋还不休息？”
她愣了愣，红着脸，半天才挤出一句：

“谢谢书记的关心，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他微微一笑：“文化考试、综合考核名列

前茅，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的努力才是。”
她嘴唇动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离

开时，转身瞄了一眼他桌上练习的书法，心
里“咯噔”一下：草书？

前两年镇里要从工作人员中提拔一人
到领导岗位，她名牌大学毕业、工作能力屈
指 可 数 ，综 合 考 核 也 排 名 第 一 ，却 意 外 落
选。这次，镇里要提个党政办主任，她作最
后一次“冲刺”，又“冲”了个“第一”。她原
以为自己只是“陪跑”，想不到新来的党委
书记却力排众议，让她如愿以偿。

为了报答新书记的知遇之恩，她在给
他送阅文件时，把一张银行卡夹在里边，卡
里存着她几年的积蓄。他先是一愣，接着
微微一笑。一会儿，他把阅后的文件退给
她，把卡也夹在材料里退回。新书记不收
钱，为什么还这么“关心”她？她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咬着牙，找上门来，竟然吃了闭
门羹。

她回家和父母商议，从堂屋二道梁旧喜纸背后取下那只木质箱
子，从箱子里拿出一块油纸包着的东西，第二天一大早就骑车赶回镇
里。新书记有早早到班的习惯。见到书记，她把东西送给了他。

他打开一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草书千字文》！明末清初大
书法家宋曹的真迹！他崇拜宋曹，想不到在这里发现宋曹的草书真
迹。他十分小心地打开，这位大家的书法如行云流水，确有大河奔
涌、一泻千里之势。

他激动地问：“哪儿来的？”
她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家的，作者是我祖先。”
他“哦”了一声，把《草书千字文》还给了她：“真品！价值连城。”
她抬手捋了捋额头的乱发，说：“我爸妈都是农民，我也不喜欢书

法，放在家里也是浪费，就送给书记吧。”说着，转身就离开了他的办
公室。他在后边叫她，她头也没回，反而加快了脚步。

时隔数月，大伙儿发现，新书记下班回宿舍就捧上《草书千字文》
揣摩，书法技艺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第二年，在省里举办的“清风
杯”书法大赛中捧回了个一等奖，据说，很快就要加入中国书法家协
会了。

有位老镇长很看重他，旁敲侧击提醒他：“宋老先生书法了得，他
的人品更了得。”他听了微微一笑。他被《草书千字文》深深迷住了，
下班就抱着“啃”一通。老镇长看不下去了，实名举报他收《草书千字
文》，是腐败行为。

她听到风声，为新书记捏了一把汗：若有不测，是她害了人家。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市纪委的同志来了。老镇长带着纪委的同

志一脚跨进新书记的宿舍门，看到他正捧着《草书千字文》看得如痴
如醉——抓了个正着。

市纪委的同志“哈哈哈”笑了起来，书记也微微一笑。
纪委的同志解开了这个谜：“书记确实收了《草书千字文》，但上

交给了我们。”
老镇长指着桌上的《草书千字文》：“不是在这？”

“新书记喜欢《草书千字文》，这是人家自掏腰包到省城旧书店仿
古复制的，用于欣赏学习。”纪委的同志说着，从包里拿出真品《草书
千字文》。

老镇长莫名其妙：“这是赝品？”
纪委的同志说：“书是赝品，人可是真品哟。”
消息传出，似一股清风吹遍了机关大院子。

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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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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