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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雨轩
■金春妙

瑞安话中的哲理
■施正勋

悼王老师
■蔡少华

湖滨畅游
■冯具坚

去年 12 月 25 日我因事去电王监中老

师。接电话的是师母，她问我是谁，我回说是

王监中老师的学生，师母电话里泣不成声告

知我：王老师在人民医院肿瘤科病房，现已弥

留不能开口说话了。我当即百感交集，大惊

失色，连忙将惊骇的消息告知学友定兴、家

润、律荣等人，并约定下午去医院探望。到了

肿瘤病房，只见王老师脸色苍白，昏昏欲睡状

态。任凭我们在病床前轻声呼唤，只见他眼

皮轻轻地动弹几下，似乎听出学生亲切的叫

声，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回音。

今年 1 月 7 日，接定兴同学来电告知王

老师凌晨已去世。虽然在我意料之中，但还

是感到忐忑不安，痛切肺腑。

记得去年 9 月份，我从体育馆游泳回来

在万松路偶遇王老师，与腿脚还利落的他相

互问候，畅谈近况，互相关切。王老师还竖起

拇指，夸我能坚持游泳锻炼身体了不起⋯⋯

不想仅隔 4 个余月就险象环生，这一见面竟

成了阴阳两隔，永隔于世。我情不自禁潸然

泪下。

王监中老师出身名门，书香世家。其父

王湘衡是一位名医，担任过瑞安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县人民医院院长；伯父王超六先生是

瑞安中学老校长，著名教育家。在名门家教、

家风熏陶下，王老师为人淳朴、温情厚道。一

句名言“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用于王老

师最恰当不过了。

王老师曾经告诉我，他这一代知识分子

受家庭出身影响，经历了坎坷人生。记得

1957 年，王老师从瑞安中学高中毕业，来到

瑞安民办中学任教，当时我就读初中一年

级。学校办在老城关所坦街中段“火神庙”

（现已拆除），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王老师却无

怨无悔认真教学，从此走上了终身为人师表

的教师生涯。以前，我见到任何老师都会有

点紧张和畏惧感，但不知为什么接近王老师

竟感到一种意外的平静和亲近。那时的教育

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体力劳

动是学生的必修课。王老师带领我们同吃同

住同劳动，朝夕相处。愚溪水库、澄头洗铁

沙、平阳坑挑矿石、飞云江农场劳动，都留下

我们的脚印和汗水。

时间匆匆，似水年华，几十年过去了。一

次同学聚会，同学们满腔热情邀请王老师参

加，见到他依然和颜悦色，说话轻声慢语，只

是稍有老态，却显得更加谦逊、稳重。

王老师喜爱旅游、写作、作画、摄影，因共

同的爱好我们更拉近了距离。至今我案头上

有王老师与人合著的《青莪集》《荣辱不惊见

高尚》《杏林翘秀枍乡颂》三本遗作。前两本

书还是他亲自送到我家的，后一本因我家搬

迁了，王老师通过定兴同学转送给我。睹物

思人，思绪潮涌，手捧王老师的遗作，回想起

与他一起风和细雨畅谈的情景。见书如见

人，老师的音容犹在。

安息吧！尊敬的王老师。

偶尔与一位爱好姓氏文化研究的先生

谈论排辈。他说道：“我在附近乡村，大都被

房族内尊称为阿公辈，连比我年龄大得多

的，也属孙辈。”言语中颇含得意。闻言，我

不禁插话戏谑一句：“造成你辈份高的原因

你知道吗？大约缘于你的先辈贫穷之故。”

那位先生一听，愕然。于是我问他：“听过这

样一句方言俗语吗？‘有银娶个老婆大（音

豆），呒银娶个拉尿臭’”。

早年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反而倡导多子

多福、人丁兴旺。有钱人家子女一般早婚，

自然，造成早育的现实。时间流逝，几十年

后，子孙繁衍快的，下代辈份便低。而贫寒

人家往往结婚迟，生育相对也晚些，长此以

往，辈份高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句俗语，涵

含家族延续的奥秘。“拉尿臭”，还记录了旧

社会婚俗中的童养媳陋习。

由此联想开来，方言中这种形象精练的

俗语还颇多，沉淀着先人的朴素智慧，值得

深加挖掘。

先举几句含吃字的方言：“肚大吃不得

饭，命长吃得饭”“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

“ 走不好只一脚，吃不好只一餐”（方言一

口）。表面听来是讲吃，其实，每句话中都有

一番深邃的哲理，乃久经沧桑者的经验总

结，通俗，却意味深长。

再如，古代科技相对落后，先人企求福

禄太平时，热衷于求神拜佛，故每个乡村皆

建有庙宇，人们希冀从朝拜神灵中得到福

祉。一旦所许的愿望得到满足，必然会备上

三牲，郑重其事地还愿。

瑞安有句俗语：“求儿求来败家子，求雨

求来大风飔。”含义奇特，很有辩证意味。

你去求子，果然得子，却是个败家子。

福矣？祸矣？如愿以偿还是事违人愿？仔

细思量，原因主要还在于求愿者一方。一般

来说，求子心切者，有了儿子后往往宠爱有

加，孩子长期娇生惯养，成人后成为败家子

的概率相对就大。同理，多日干旱，一旦有

雨，往往下个不停，倘赶在台风季节，就成了

灾害。俗语中的丰富思辩及深邃哲理，让后

人叹服。

一些俗语中，更留存着特殊的时代印

迹。如，早年，我国的城乡差别较大，加上户

籍管理严格，城乡之间通婚受到限制。少数

农村的漂亮女子凭着先天优势，千方百计嫁

给城里人；与之相反，个别城市姑娘因家境

或自身条件较差，只得嫁给农村小伙子。于

是便有了这样的俗语：“乡下撑嫁给城底破”

“城底破嫁给乡下撑”。语言虽然略含粗俗

偏激，却反映了当时的一种世态现象。

更多的俗语是先人从生活中归纳出来

的经验之谈。如对传言的描述：“白粥倒过

碗少爻，闲话传过耳多起”。再如，对闲散人

员多、意见不一各行其是难以成事的描述：

“鸭多不生卵，鸡多不归窝”“老大多船驶沉

爻”等等。

大多方言俗语从字面来分析，确实比不

上成语般文雅，更缺乏历史典故作支撑，刚

一听，还带点庸俗、粗鄙味。但很朴实，接地

气，自然也易于流传。如：“心宽强似屋宽”，

突出健康乐观的心态比物质丰裕重要；“鬼

大起，无常也大起”，比成语“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就平实好懂；“呆人自有呆佛管”“灵人

也着带三分呆”等，劝人不必机心过重，聪明

反被聪明误；劝人不要自视过高、欺人太甚

的“烂垭泥里也有刺”等，细细品味，俗中饱

含生活的经验积累，透出智慧。

林林总总举了些例语，着重在于让大家

去品味瑞安话的丰富内涵。语言的最初功

效只是传递交流信息，逐步发展到记录生

活，史实，再达到艺术创作的较高境界。至

于总结经验，予以哲理归纳，应属于阳春白

雪的思辩层面。而方言中的许多俗语，虽然

出于乡野村人之口，平时听惯了习以为常，

其思辩含义并不逊色于哲人学者的名言。

抛砖引玉，请教于乡贤长者。

在车水马龙、喧嚣尘上的虹桥路

边，隔河有一个浓荫森森、恬淡闲逸的

去处——瑞安湖滨公园。这是个让人

养眼养心的地方。

公园北面的入口处，几株大树组成

一片浓密的绿荫映入眼帘。近前，护

栏、碑石、路面掩映其中。树下，一条曲

径向里延伸。柔枝摇曳笑东风，树影婆

娑扰金阳。每日看惯了毫无生气的水

泥丛林的人们，面对灵动的绿色生命，

怎忍放纵脚步而不入内小歇？

步入公园，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

来，沁人心脾。路左，花木丛中藏有两

亭，间隔数十步，相互呼应。亭顶高耸，

飞檐高挑，探出树梢头。右侧，玉海楼

放生池边，临岸高筑二处方形亭阁，之

间有一长廊相连。水榭迴廊与一水之

隔的玉海楼古建筑浑然一体，相得益

彰。公园中间临河处，一株百年古榕

树，仍然生机勃发，伸展出强劲的枝干，

托起繁茂的枝叶遮盖了几近半个公

园。这里，除了人，满眼都是绿色，满心

也是绿色的。

榕树下，有人挥手打牌，有人凝神

棋枰。旁观者环列其后，作“观战不言

真君子”状。坐椅上，大人们促膝相谈，

儿童们绕膝相逐。亭子里、栏杆边，三

三五五的老人们，或坐或立组成谈话的

圈子。这一个个圈子就是一个个论坛、

舞台。老人们谈今论古、针砭时事、调

侃人生、家长里短，时而欢声笑语，时而

大声争辩。这里，每天都演绎着一幕幕

多彩的话剧。这里，人们都会变得淡泊

平和，不管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容易

进入话题。可谓是“眼前一笑皆知己，

举座全无碍目人”。这里，人们的心灵

得到了渲泄，得到了慰藉。

人类来自大自然，对自然始终怀有

恋母的情结。试想，古代有多少僧道隐

者为享松竹之乐而逃离都市；现代有多

少达官贵人为寻自然之美而跋山涉

水。而公园则是人力提炼了自然精华

的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享受

自然的场所。在此，人们有了回归大地

母亲怀抱的感受，抚平了心中的块垒，

泛起一分童心，一分纯真，所以人们才

与公园如此相亲相融。

我踱到亭子边，记起一对亭联：“万

事宜勤请少坐，春光须惜莫长谈。”这是

对青年人的劝戒吗？时下世事纷繁，生

活不易。他们难得来此一坐，一定是累

了、倦了，或者心旅上有一些波折。古

人云，“一张一弛”“劳逸相参”，才是“文

武之道”。他们应该多待一会儿，再待

一会儿。让清风、绿叶拂去心上的尘

土，在静谧中找回可能迷失了的道路，

再继续上路。这是对老年人说的吗？

老人们走过风，走过雨，总算安坐在凉

亭之中了。此后，“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牍之劳形”，无“车奴”“房奴”之烦心。

可闲看秋月春风，云卷云舒；可咀嚼曾

经的成功喜悦；可笑谈曾经的恩恩怨

怨。何有“少坐”之理？至于还是“家

奴”的老人，或者还要散发余热余光的

老人，也应该“悠着点”，因为，从容淡

定，从来就是健康长寿的至理至道啊！

我在亭边的一张靠椅上坐下，对面

就是繁华的虹桥路。在车潮人流中，不时

有打工者匆匆走过的身影。我向后靠在

坐椅上，享受着绿荫下的清凉和安宁，而

让遐思放飞，去触摸，捕捉生活的飞絮。

江南有很多亭子，比如黄缙送别

高明的三杯亭，比如杜丽娘和柳梦梅

生死相依的牡丹亭。学校亦有许多亭

子，反哺母校的玉燕亭，老校移建的西

砚亭，怀念学校创始人的三公亭⋯⋯

还有刚刚建成的亭子，位于西直河畔，

名曰“听雨轩”。我喜欢“轩”字，比

“亭”更富含诗意。“小轩窗，正梳妆”，

多么美好的画面。

听雨轩是一座连廊，木质结构，古

朴典雅，轩顶铺以青瓦。每逢下雨，瓦

楞间的雨水顺着屋檐，或汹涌如瀑，或

滴答成断线的珍珠，形态各异，皆因雨

势的不同。坐在听雨轩内，四面皆是

美景。东面是呈帆船形状的体育馆，

穿着蓝色冬大袍的学生进进出出，青

春溢满笑脸。西面是沈海高速，大大

小小的车子在这条履带上梭子般飞速

疾驰。北面是茶花园，透过一座座门

台，却见英国戴安娜、美国大元帅、本

土赤丹等不同品种的茶花，你方开罢

我上场，花事繁华，放萼三秋。西面是

西直河，雨点落在河里，溅起阵阵涟

漪。静谧的时光和快速移动的车辆融

合，氤氲在江南的水墨画里。

听雨轩与周围建筑用曲廊相接。

轩前有一口水井，靠围墙植一丛芭蕉，

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舒一叶生。

轩侧是一棵江南常见的榕树，虽不是

百年的大榕树，却也须多叶茂，颇有独

木成林的架势。轩的周围散落石磨、

石缸、石桌等构件，不远处还有一座石

桥，桥面用长条石铺成，很像林垟南宋

期间的七间桥，与听雨轩相映成趣。

无论春夏秋冬，雨点落在不同的植物

上，加上听雨人的形态各异，就能听到

各具情趣的雨声，境界绝妙，别有韵

味。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

明。”在所有描写雨的诗句里，我独爱

南宋蒋捷的这首《虞美人》。蒋捷在不

同的年龄阶段听雨，竟是三种不同的

心境，少年时的浪漫不羁，中年时的漂

泊不定，老年时的悲苦孤寂，这滴答雨

声中道尽了人世的悲欢离合。蒋捷生

活在宋、元易代之际，一生颠沛流离，

不同时期的人生况味都尽在雨中了。

后世学者认为，《虞美人·听雨》不仅仅

在写他的人生感悟，更寄托了国破家

亡的痛苦和感慨。

听雨是一种意境，是一份自然的

馈 赠 。 办 公 室 同 事 的 女 儿 名 叫“ 听

雨”，据同事说女儿出生在一个下雨

天，便取名“听雨”。我讶然，侧目看同

事，工程师出身的他竟有如此细腻的

文艺情怀，他是柔软的父亲，十几年前

的那阵雨送来带着他基因的宝贝女

儿，这份有关雨的记忆镌刻在生命的

每一声叫唤中。每当见他对着窗外绵

绵的细雨沉思，我想：是否每一帧江南

的雨落在他心里，都化作女儿的欢声

笑语、撒娇呢喃？

瑞安最近一直在下雨。地面湿哒

哒的，房子、树木、街道全都笼罩在蒙

蒙的雨幕中，心情也变得湿哒哒。然

独坐听雨轩，那细细的雨丝竟然滋生

出无数浪漫的遐想。雨打在芭蕉叶

上，漾开一层又一层的绿意，很新，很

嫩，好像春天是从绿的鸡蛋壳里剥出

来的，光滑如碧玉。王维的“雨打芭蕉

叶带愁，心同新月向人羞”，杨万里的

“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

在脑中跑过，天地澄明，空阔辽远。我

想起去年春天，也是在细雨绵绵的日

子走访云周街道繁荣村的张儿楼。张

儿楼建于公元 1700 年清康熙年间，是

进士林培厚故居。台湾女作家龙应台

的《目送》感动多少人，无独有偶，300

多年前的张儿楼亦上演着“目送”。相

传林培厚小时候就读宝香书院，每天

上学、放学都从楼下经过，他的母亲在

楼上目送目接，经年累月，感动乡里，

故留下“张儿楼”这个雅号，“张”，瑞安

方言就是“看”的意思。人因楼深情，

楼因人生辉，那座被雨雾笼罩的张儿

楼啊，激起多少文人雅客美好的想象。

听雨轩是师生打卡的必选地。那

日，我经过听雨轩，语文组的一群老师

争论楹联中隶书写成的某字，见了我，

向我求证楹联文字。我说，“春风大雅

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们嬉笑

着说，极是极是。灿烂的笑容，让人恍

然穿越到《红楼梦》中。春光明媚，茶

花姹紫嫣红，这群吟诗作赋的语文老

师 ，在 古 朴 典 雅 的 听 雨 轩 讨 论 赏 析

⋯⋯听雨轩已不单单是听雨的亭子，

它承载着瑞中的文脉和风雅。

一批批学子毕业了，走向四面八

方，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江南的

雨丝，河畔的榕树，青瓦的亭子和覆盖

青苔的水井。这一处听雨轩正是乡愁

的具象化，是乡愁的释放地。

听雨在轩中，轩虽狭窄，可神思却

可以超然物外。西直河畔的民居传来

悠扬的鼓词声：飞云潮水乐千春，滚滚

浪花淘莹从。瑞安地灵出人杰，不少

名人出其中。思贤亭出四贤士，玉海

楼出孙仲容⋯⋯

兹有房产权利人梁兰英提供瑞集用(2003)字第

2-2548 号土地证、00011575 号房产证、宅基地调剂

证明、房地产买卖合同、完税凭证、承诺书等材料来我

局申请办理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该房屋坐

落于瑞安市飞云街道上埠村上埠西路 2 巷 1 号，土地

面积为 41.5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78.95 平方米。该房

屋由周朝忠(身份证号：330325700301331)转移给梁

兰英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现公告要求周朝忠在 15

个工作日内来我局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

记。逾期未申请且无人提出异议的，将由梁兰英单方

向我局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异议送达地址：瑞安市飞云街道飞云西路138号

联系电话：65561222

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3日

兹 有 房 产 权 利 人 朱 直 民 、朱 为 民 提 供

2-2001-2-546 号土地证、0004423、0000151 号房

产证、宅基地调剂证明、房地产买卖合同、完税凭证、

承诺书等材料来我局申请办理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该房屋坐落于瑞安市飞云街道东风村二单

元 701 室 ，土 地 面 积 为 19.6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为

168.35平方米。该房屋由卢立旺、邱定兴、张余平、王

阿轻转移给朱直民、朱为民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现

公告要求卢立旺、邱定兴、张余平、王阿轻在 15 个工

作日内来我局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

逾期未申请且无人提出异议的，将由朱直民、朱为民

单方向我局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异议送达地址：瑞安市飞云街道飞云西路138号

联系电话：65561222

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3日

兹有房产权利人蔡昌慧提供瑞集用(2002)字第

1-499 号土地证、瑞安市房权证安阳镇字第 0057796

号房产证、房地产买卖契约、完税凭证、承诺书等材

料，来我局申请办理坐落于瑞安市安阳街道瑞祥大道

6 幢(十八家村)二单元 602 室，土地面积为 20.94 千方

米，建筑面积为164.15平方米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根

据房产权利人蔡昌慧提供的材料，该房产于 2001 年

10 月由李贤岳(身份证号：33032560225041)卖给蔡

昌慧。现公告要求李贤岳在 15 个工作日内来我局申

请办理相关不动产转移登记过户手续。逾期未申请

且无人提出异议的，将由蔡昌慧单方向我局申请办理

转移登记。

异议送达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文庄路 777 号行

政服务中心C区

联系电话：66807656

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3日

兹有房产权利人陈钦鹏提供 2-97-260558 号土

地证、00001123 号房产证、宅基地调剂证明、房地产

买卖合同、完税凭证、承诺书等材料来我局申请办理

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该房屋坐落于瑞安市

南滨街道阁一村，土地面积为 66.3 平方米，建筑面积

为 219.33 平方米。该房屋由杨光来转移给陈钦鹏并

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现公告要求杨光来在 15 个工作

日内来我局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逾

期未申请且无人提出异议的，将由陈钦鹏单方向我局

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异议送达地址：瑞安市飞云街道飞云西路138号

联系电话：65561222

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3日

关于朱直民、朱为民向我局申请
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关于蔡昌慧向我局申请
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关于陈钦鹏向我局申请
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关于梁兰英向我局申请
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