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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慈善想到旧社会的乞丐
■李赐华 宋维远

彼穆肃之陵园兮，乃先烈之梦

乡。拣吉日以祭扫兮，携子孙而悼

殇。车流奔以奉祀兮，人潮涌而满

场。汇群花于碑前兮，寄哀思于太

苍。山默默其低垂兮，海滔滔而声

汪。炮轰鸣以通冥兮，乐哀扬而断

肠。众肃立而默然兮，三鞠躬而衋①

伤。宣祭文以抒怀兮，敬醴②酒而

举觞。呜兮声咽，泪兮夺眶。阴阳

显灵，情兮窅③洋。心若长翅，茫兮

翥④翔。

嗟乎！ ⑤世长夜，觅星光兮。

驱虿⑥捕蝰⑦，宏志刚兮。血洒疆垩⑧，

永留芳兮，功高日月、诚可彰兮。

年青路短，遂夭亡兮，岂不愍⑨咺⑩，

则然强兮。虽不尽名，青史藏兮，

更不端貌，苍天祥兮。幽幽冥界，

汝 哿  康 兮 。 逝 者 如 斯 ，阅 沧 桑

兮。缅怀虔心，江河长兮。今者九

域，沐艳阳兮，文明古国。屭屭昌

兮。尔等遗志，无相忘兮。漫漫天

衢，正奋行兮。呜呼哀哉，悠悠忠

魂，捴归张兮。

注解：
①衋xì——悲痛

②醴lǐ——甜

③窅yǎo——深远

④翥zhù——向上飞

⑤ xiāng——从前

⑥虿chài——蝎子类的毒虫

⑦蝰kúi——毒蛇

⑧垩è——泥土

⑨愍mǐn——同悯

⑩咺xuān——悲伤

屭屭xì——壮大的样子

哿gě——欢乐

捴zong——同总

人体之器官、神乎其神，各尽

之所能、至珍至贵。故临终身全，

世俗有究；发肤支离，流言可畏。

然士之舍生取义，大仁也；割肉侍

亲，大孝也。珠丘①异群，大道同

伦 ，生 而 乐 天 知 命 ，殁 而 形 神 与

归。值梦桑井②之际，嘱献器官于

社会。继结龚隗③，一善之念，图任

公之钓④。此乃移风易俗之为，启

手结缨⑤之举也。逝而不朽，愈远

而弥存。为彰其懿德，扬其高风，

爰勒石以志，伏愿尔等九原⑥之灵，

安然所适，丝竹钧天⑦。

是为记。

注释:
①珠丘——典故，坟茔。

②梦桑井——典故，喻死期将

至。

③龚隗——典故，指生死相隔

的知交。

④任公之钓——典故，喻济世

的远大抱负。

⑤启手——启手启足，用为善

终的典故；结缨——慷慨献身的典

故。

⑥九原——典故，指墓地。

⑦丝竹钧天——典故，指仙境

或仙家生涯。

1.“驮驮”（抱抱）孙儿，打

发丐儿。代表旧社会老年人的

理想晚年生活诉求。老农民，

尤其是妇女，年纪大了，放下田

里的农活，在家抱抱孙儿，顺便

也给上门行乞的“丐儿”施舍点

粮米，打发他们离开。这在旧

社会算是难得的“享清福”日

子，与文人们说的成语“含饴弄

孙”意思有点相似。

2.“讨（读‘丘’字的去声）

米”和“剟（duō）额”（用苎线打

结绞拔掉妇女脸额上的细

毛）——便带。“剟额”是一种简

单的美容手艺，行乞的妇女往

往都学会它，在行乞的同时，顺

便可以兼为主家的中青年妇

女，“剟额”，多收点粮米，一举

两得。所以称“便带”。

3.丐儿米倒草坦里爻。意

思是乞丐讨来的米本来就不

多，如不小心倒在草坦里，散在

草丛中，就难以捡回来了，仍是

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4.吃“百家米”长大的。“百

家米”指从上百户人家讨来的

米，隐喻行乞讨来的米，指乞丐

生涯。

5.初三卖伎，不如讨（读

“丘”的去声）米。卖伎是飞云

江下游南岸至鳌江下游北岸一

带一种民间曲艺活动，活动时

间按习俗只限定在每年春节农

历正月初一、初二两天的晚上，

三五人结伴到附近殷户或年前

刚要娶来新娘子，刚生孩子，刚

建新屋的人家演唱卖伎贺喜，

主家酬以果品。但其他时间去

演唱卖伎，主家按习俗不会接

待，被人看不起，比“讨米”还不

如。

6.众人待一。旧社会一般

老百姓给乞丐一点粮米，不但

自己不知道会与接济或慈善搭

界，就连这些词语也没听过，只

是非常纯朴地说成为“众人待

一”，即众人出一点小力气，合

起来可以帮助别人渡难关。

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一时间，“慈善”成了媒体和舆论的热门

词。笔者便由此想起旧社会乞丐。乞丐，瑞安人俗称“讨饭丐

儿”，是旧社会最低层的群体，他们依赖社会的微薄接济，艰难度

日；而旧社会百姓们也长期自觉，却不经意地承担着慈善工作的

一部分。

此外，瑞安民间尚有对小孩子用“丐儿娒”称呼的习惯。意

谓：希望孩子像丐儿的娒儿那样“滥贱”，在外面风吹日晒、饥一

餐、饱一餐的生活，却无灾无病快长快“陀”地成长。寓爱惜于贱

称之中。

从一则县署石刻布告说起

10多年前，笔者在高楼镇

营前洪地村发现一则刻在石板

上的民国3年（1914）瑞安县知

事（当时县长称县知事）莫章达

签署的瑞安县署（当时县政府

称县署）第拾玖号布告。内容

大意是：瑞安县四十九都洪地

李大孝等12位农民向县署呈

状投诉：洪地有一群外来乞丐，

夜宿当地庙宇，白天结伙外出

强讨，遇人家婚丧喜事、祠庙演

戏崇神时，便“勒索”酒饭，否则

捣户毁壁。要求县署予以制

止。县知事为此布告：如再发

生上述事情，可由乡警报告就

近警察所，随时驱遂出境。

这则100多年前县级政府

布告既提供了当时如乡警、警

察所等治安人员与组织的历史

资料，同时反映瑞安县一个偏

僻山乡曾发生过乞丐与当地居

民的纠纷，成为社会治安问题

而引起县级政府的重视。

1980 年代，洪地作为行

政村也只不过 345 户。如在

民国3年间，住户应该还会少

一些。外地乞丐怎会聚集在

这个小山村？而且还敢于捣

户毁壁闹起事来，确实令人费

解。据洪地老人称：当时向县

署递送呈状的李大孝等人是

通过瑞安城内同姓同宗族的

士绅李炳光（字漱梅，辛亥革

命时，有人推李炳光任瑞安民

政部长，他坚辞不就）与瑞安

县知事莫章达“商议”后，县署

才发出这张布告，此事或许与

当时地方上某些政治背景有

关，这里只提供资料线索，有

待后人查考。

民间接济乞丐成为一大善举

据笔者回忆，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除瑞安城镇乞丐

沿街乞讨零钱外，在农村，一

般农家虽然衣食不周，但逢

年过节或农闲时一直有施舍

乞丐的传统习俗。平原水稻

区的农家大都分别住在数座

三间、五间或前后进结构的

平房内，白天每家厨房的门

都开着，只关着一扇拦住鸡

鸭的腰门，腰门边挂着个七

八寸长装大米的竹筒。如乞

丐上门求乞，住户的老妪或

儿童会自动给每人一调羹米

（山区则一般给予一小把蕃

薯丝），如在春节前后，则给

每人二三片年糕，乞丐们便

会自动离开。若遇到“江湖

头”们来乞讨，则打发的米或

年糕要多好几倍（大约要一

小碗米或一小只印上花纹的

年糕）。

而农村殷户的住房，往往

四周有围墙，门户常常关闭，家

里还养着狗，乞丐进内乞讨的

机会不多。而当殷户们办红白

喜事打开大门时，乞丐当然不

会错过时机，乞讨份量当然也

会多一些。如难得遇到地方上

庙宇里崇神礼佛，或宗族祠堂

祭祀祖先时，乞丐们来讨点“盘

脚”（剩下的菜肴）、余酒，按惯

例要求也会高一些，主家们也

会稍为宽待一点。

可见，旧社会民间接济乞

丐的习俗，在瑞安一带虽然不

及办赈灾义仓、孤老堂、婴儿

院、义塚那样“高档”，但几乎

全社会都普遍自觉地参与这

一善举。

旧社会乞丐也分等级

按常理，乞丐们乞讨本

应是赤贫的群众在没有生活

来源情况下，暂时或短期行

为。但《辞源》“丐”字下有个

“丐户”的词条称：“明代浙东

及旧苏州常熟、昭文二县都

有丐户，至清雍正八年，常、

昭丐户才获准取消“丐籍”。

说明如浙东、苏州这样经济

较发达的地区还有“丐户”、

“丐籍”的人群，而且取消“丐

籍”还要被批准。乞丐，在旧

社会好像成了一种户籍的种

类了。于是，又令人想起一

些电视剧中的“丐帮”和冯梦

龙《三言》中“棒打薄情郎”的

金玉奴“丐籍”身世来，给她

带来终生不幸。

而在温州一带，笔者还

并没有听长辈说起有“丐帮”

和“丐籍”的事。不过布施乞

丐却有不同，一些拖儿带女

的乞丐，乞讨时要求甚低，一

调 羹 米 、一 把 薯 丝 都 会 满

足。这大概是最下一等的乞

丐了。另一种叫“江湖头”

（不知是否是这三字）大都是

三五个中老年男人一起，他

们的标志是手提半尺立方的

方形竹篓和一支小竹筒做的

尺多长旱烟筒；他们又大多

会捉蛇，兼卖医治蛇咬伤的

药。打发他们的粮米比一般

乞丐要多几倍，如主家施舍

少了，他们不大开口，只是站

着不走，摆弄手中的蛇。小

孩、妇女被蛇吓得躲起来，连

狗 也 怕 他 们 ，只 在 远 远 地

叫。主家便会再加点施舍打

发他们早点离开。而他们卖

“蛇药”收的钱却比医生便宜

得多，人们对他们也以礼相

待。这些“江湖头”可能是乞

丐中高一等的吧！

“敲梆船”里的乞丐

乞丐一般从这村走到那

村，挨家串户地乞讨，他们大

都行走方便。但手脚不灵便

的乞丐，却会坐在篷船里行

乞。

篷船里有破棉被可供晚

上过宿，还在船头安个小锅

灶 。 一 般 是 一 家 人 住 在 船

里，在平原区的河道里来往

边划船边乞讨，每到一个村

庄，篷船便停靠在河埠头，敲

起竹梆，洗衣、洗菜的妇女看

见了会回家取粮米施舍给他

们，附近住户听到敲梆声也

会拿出粮米让小孩子送给他

们，这种篷船被称为敲梆船，

数量比上门乞讨的乞丐要少

得多，他们大概是附近村庄

相熟的乞丐，所以给他们施

舍的粮米一般也会多一些。

他们有了粮米，便在岸边拔

些枯草残枝或田里留下的稻

草生火烧吃的，也会在河边

捉些小鱼虾当“配”。

[相关链接] 瑞安有关乞丐的民谚

悼先烈赋

■蔡永淼

特殊贡献者
碑记

■蔡永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