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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客家祖根地”系列

扫码阅读该
系列已刊发文章

□郑贞富

01 共骇群龙水上游

客家风俗与洛阳

02 花开二月是花朝

扫码阅读
该栏目已刊发文章

关公本名关羽，汉末刘备集
团的著名将领。关公在其近 60
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
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
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
万千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

“忠义仁勇”于一身的道德楷模。
“英雄有几称夫子？忠义唯公号
帝君。”关公被称为武圣人，被尊
为关圣帝君，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关帝庙。

建 安 二 十 四 年（公 元 219
年）十月，曹操在洛阳，孙权遣使
者，请求曹操发兵，共击蜀将关
羽于荆州。曹操誓师南征，未到
荆州，而关羽已败。次年春正
月，曹操还于洛阳，孙权遣使送
来关羽首级。曹操将武库的一
座院落设为祭堂，大祭之后，以
王礼葬之于洛阳南郊，即后世之
关林。

关林之位置，明万历二十四

年(公元1596 年)《重建关王冢庙
记》中说：“洛阳县南门外，离城十
里，有关王大冢，内葬灵首，汉时
有庙。”明代重新修缮之关林，是
一处宫殿式建筑群，古柏成林，隆
冢丰碑，气派巍巍。

每年来关林祭拜者众多，
其中客家人多达 5 万人次，每
年 9 月至 10 月举行的关林国
际朝圣大典也成为客家人的重
要节日，关林也是客家人的信
仰祖庙。

在客家地区，人们崇拜关
公，敬仰关公的忠、勇、信、义。
各州、府、县城所在地甚至乡村
都为关帝建祠立庙，不少人还在
厅堂、店铺设置关帝神位，对关
公焚香点烛，顶礼膜拜。每逢过
年过节，仪式更是隆重，大家配
备牲醴果品、香烛衣纸，到关帝
祠（庙）虔诚祭祀。每年举行“祭
江”“打醮”等庙会活动时，还用

神轿把关帝老爷的神像请出来，
大家高擎彩旗，敲锣打鼓，燃放
鞭炮，抬着关帝到各街道、乡村
巡游，祈求关帝老爷保佑。

梅州是广东地区客家人最集
中的地方，也是广东地区的客家
文化中心。关爷庙建在南口镇瑶
苑村的一个山丘上，包括关公殿、
财神殿、寿星殿、僧房、观音石像
及长廊，占地 600 多平方米。福
建目前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关
庙有 109 座。而在菲律宾，有一
个名为“南松园”的商人组织，该
组织就自称是一个结义团体，敬
奉关圣夫子为盟主。此外，当地
不少杂货店、旅馆、旅社也奉关帝
为祖师爷。

粤闽交界处的起伏小山之间，坐落着几个许氏宗族聚居的村子。
塔松、水杉、阔叶木混交成荫，柚子、柑橘、芭蕉错落成片，清澈的溪水无
声地在林间流淌，古老的石板路连缀着几座客家式大围屋。随行的当
地朋友介绍，据推算，许氏祖先大概在南宋末年南迁到这里定居，开垦，
生息，繁衍……

昔日居住的围屋，如今已经功能转换，成了村史馆。展柜里陈列着
族谱、族人读过的《百家姓》《千字文》、许氏后人撰写的著作，以及昔日
耕作的农具，墙壁上展示着许氏后人读书、建设家园、参加革命等真实
故事。

此处的客家许氏，是许贵的后人。《许氏通书》记载，许贵，江西万安
人，生于北宋嘉祐丁酉年（公元1057年）；北宋绍圣丁丑年（公元1097
年）登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北宋崇宁甲申年（公元1104年）金兵南
侵，徽宗避兵于虔州（今赣州），许贵与兄勤王有功，升兵部侍郎；北宋靖
康丙午年（公元1126年）升礼部尚书。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俘虏
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许贵与宗泽、李纲等大臣在应天府（今河南商
丘）拥立赵构为帝，成立南宋小朝廷。因辅佐有功，许贵升资政殿大学
士，赐紫金鱼袋、光禄大夫兼礼部尚书。后来，许贵看到朝政腐败，奸佞
当道，外敌入侵，于南宋绍兴丁巳年（公元1137年）愤然致仕还乡。他
把子侄们召集到一起，做了一系列安排。首先要求从孙辈起数代中都
要以数字命名，称“×× 郎”，不得按正常字辈歌起名字。其次，将家产
平分为9份，交付子、侄9人，命其或远徙或近迁，散居于以万安为中心
的闽、粤、赣边境方圆千里之内。此举既防举族同时遇难，又可互相救
援。世事发展正如许贵所料，南宋灭亡，歹人追杀许贵家族，此时许贵
后人已经以第一郎、第二郎、十二郎、庆一郎、庆四郎、念九郎、念十郎安
然成为客家人，生活在乡村、山野。

黄岗坪、白水寨两个许姓村子是福建省评定的革命基点村，从大革
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村民为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评为“五老”

（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人员有
20人，在册革命烈士有4人。

返回龙岩市，参观“客家博览园·客家姓氏碑廊”又发现许氏的信息：
许贵祖籍河南，先祖许望围（字光卿）于西晋惠帝时任殿前都元

帅。许姓来源有二。
许由后裔说。许由是上古时期的高士，贤名远播，淡泊名利。尧想

把君位传给他，他拒绝并逃到嵩山之阳的箕山隐居；尧又请他出任九州
长官，许由又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样的话，也就有了“许由
洗耳”的历史典故。

以国为姓说。《春秋世族谱》有云：“许国，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
夷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为太岳胤，今颍川许昌是也。”

五代时，许孝康携族人南迁，留居江西分宜、万安一带。《许氏十修
族谱》载，唐博士许十五郎因黄巢起义，于乾符乙未年自洪州（江西南昌）
迁居石城乌都陀。宋代，许云峰自浙江绍兴避乱入闽，分居于宁化、长
汀、连城等地。明洪武年间，许
万麟自宁化经长汀、上杭入广
东大埔，后代分迁梅州、兴宁开
基。明末，许有嵩自长汀经上
杭入梅州兴宁，后分迁惠州、广
州。许姓郡望有河南、汝南等。

由此，不难看出，以上无论
是哪一种姓氏来源，许氏祖根
皆在河洛地区。

许氏祖根系河洛“数字命名”有智慧

张 绎（公 元 1071 年 — 公 元
1108 年），字思叔，寿安东七里店

（今宜阳县锦屏镇东店村）人。作为
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的杰出弟
子，张绎在《宋史》中留有传记，其贤
名远播，逝后被追赠翰林学士。他
擅长写作文章，但笔墨遗存不多，仅
有《座右铭》《师说》《祭程伊川文》数
篇及《明德录》流行于世。

治家格言 警世宝鉴
在程颐门下受业求学，张绎深

受师长教诲。当他研读《孟子》“志
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之句时，心境豁然开朗，遂淡泊名
利，转而专注于学问和道德修养，
并作《座右铭》以自省。全文为：

“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
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
庄，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居
处必正静。作事必谋始，出言必
顾 行 。 常 德 必 固 持 ，然 诺 必 重
应。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凡
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书此当座
隅，朝夕视为警。”

大意是说，凡是说话一定要忠
实诚信，凡是做事一定要笃诚恭
敬。饮食一定要注重节俭，字画一
定要讲究工整。容貌一定要端庄大
方，穿戴一定要整齐洁净。走路一
定要自然安详，住处一定要正常清
静。做事一定要考虑开始，说话一
定要言出必行。日常美德一定要坚
持，对人许诺一定要兑现。看到善
良之举就像自己所为，看到丑恶之
行就像自己患病一样。以上这十四
条，我都尚未深入省思。写下来放
在书桌角上，从早到晚都把它视为
对自己的警戒。

张绎的《座右铭》共十四条，内
容涵盖了言谈举止、道德操守、为人
处世等多个方面，言简意赅，通俗易
懂，句句都充满了智慧与哲理，彰显
了他对道德和人格卓越境界的不懈
追求。

古籍选录 御笔生辉
张绎的《座右铭》广受世人赞

誉。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与李幼武
所著的中国首部记录名臣言行的
著作——《宋明臣言行录》，收入宋
代人物 225 人，详细记录其言行事
迹，张绎的《座右铭》被选录其中。
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汇集明代
之前先贤个人修养、安身立命的论
述，张绎的《座右铭》亦被收录。此
书不仅是倡导善行、启迪智慧的经
典之作，更是首部被译介到西方的
中国古籍。

清代书法家河孔阳编纂的《墨
场必携》，1880 年由日本文进堂用
汉字刻版发行，共辑录铭文、箴言、
歌咏、家训四种文体，主要涉及立
身、养性、读书、持家、居官等内容，
语言简练明晰，精粹无比。张绎的

《座右铭》列“铭文篇”第五篇。该书
一度流落东洋，尘封百余年后，
2002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出
版，更名为《名人座右铭》。

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明朝
第十一位皇帝，在位45年。其书法
造诣颇深，笔法、结构和章法皆独
具魅力，是明代帝王书法艺术的代
表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明世宗的楷书“张思叔座右铭卷”，
现为珍贵文物。这幅作品不仅是
明世宗书法艺术的杰出展现，更深
刻地体现了张绎《座右铭》所蕴含的
深远影响。

望族借用 书院镌石
张绎的《座右铭》可遵可学，历

久弥新。山西灵石王家大院以气势
恢宏的建筑艺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享誉天下。清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年）静升王氏第十六世祖王廷
璋在创建王家大院“和义堡”时，特
借张绎的《座右铭》立下家训，除口
耳相传外，更被巧妙镶嵌在居所建
筑之上，或雕琢在砖木石面，使王家
族人举目即见，时刻提醒族人及后
裔谨言慎行、修身自律。

山西晋中常家庄园，为中国传
统文化和晋商文化的瑰宝，有“华夏
民居大观园”之誉。常家学者常麟
书，身为山西儒学大家和教育家，将

张绎的《座右铭》全文书写，悬于堂
屋正中，作为常家世代传承的家
训。在常家庄园养和堂前院的石半
亭，还树立一家训碑，碑文为张绎的

《座右铭》，旨在训诫子孙秉持诚信、
恭敬等美德。

云南大理弘圣寺乃南诏、大理
时期王室活动的重要场所。庙宇毁
于明初，仅存弘圣寺塔。明代在寺
院旧址上兴建书院，弘圣寺塔为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
今日，书院门楼前仍矗立着两块文
物石碑，一为杨慎破译的中国古老
禹王碑，另一则是刻有张绎所著《座
右铭》的石碑，两碑共同见证了历史
的沧桑与文化的传承。

启蒙之光 殷切寄语
朱熹所著《小学》，堪称启蒙教

材典范。此书分内外篇，内篇萃儒
家经典之精髓，外篇集贤士之嘉言
懿行。张绎的《座右铭》入选《小学》
的《嘉言卷》。元代大儒许衡说：

“《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明
太祖令亲王、太学生读《小学》。清
代规定童生入学考试要用《小学》，
张绎的《座右铭》在清末被选入小学
教材。

星云大师总监修的《献给旅行
者的 365 日——中华文化与佛教
宝典》，2015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该书是弘扬中华文化、励志
人生的教科书，收录400多位作者
800 则作品，有诗词、家训、座右
铭、劝世文乃至经论等。张绎的

《座右铭》与古往今来诸子百家、文
人智者的名文名段并列其间，共耀
青史。

中纪委网站特推《中国传统中
的家规》之灵石王家大院专题、

《中国纪检监察报》所载的《家训见
于细微》一文，重点介绍静升王家借
张绎《座右铭》立下的家训。河南省
纪委监委网站、洛阳市纪委监委网
站相继介绍张思叔的生平及《座右
铭》。张绎的《座右铭》字字珠玑，生
命力强，持续启迪着我们的智慧和
心灵。

□李焕有

客家先民在 3 次大南迁中，不仅是语言
的传承，更重要的是风俗的传承。河南大学
李玉洁老师在“黄河文明”系列丛书总序中
说：“洛阳，是客家文化之根。汉魏洛阳故
城，是客家南迁地零地标。客家话，就是古
洛阳话。客家之风俗，也是古洛阳风俗之移
植。”下面，我们浅谈一点客家风俗与洛阳。

“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这是古人描述端午节龙舟竞渡的诗句。端
午节竞龙舟的风俗来源极古，到了唐代，成
为人们节日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唐皇家竞龙舟的地点在凝碧池。武
周时期的宰相李怀远《凝碧池侍宴看竞渡应
制》云：“上苑清銮路，高居重豫游。前对芙
蓉沼，傍临杜若洲。地如玄扈望，波似洞庭
秋。列筵飞翠斝（jiǎ），分曹戏鹢(yì)舟。湍高
棹影没，岸近榜歌遒。舞曲依鸾殿，箫声下
凤楼。忽闻天上乐，疑逐海查流。”

同时，在端午节，民间和官府也在洛河
上举行竞龙舟活动。武周御史张鷟(zhuó)有
文云：“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
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这是一
篇很有名的判词。这篇判词的背景是，水衡
监向朝廷上奏，申请派人到扬州修造端午节
用的洛水竞渡船十艘，用钱五千贯，要求迅
速拨付。

实际上，洛河上的竞龙舟活动，起源于
汉魏。曹植诗云：“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
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从汉
魏到隋唐，这项活动一直都很活跃。张鷟的
判词，并非阻止在洛河上竞龙舟，而是要求
在节日活动中注意节俭。

在客家先民 3 次大南迁后，这种风俗也
传到了客家地区。比如，赣南的客家先民把
这些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传承下来，并与当地
习俗融合发展，演化为独具赣南客家特色的
端午民俗文化。“艾蒲洗身雄黄酒，食了粽子
划龙舟。绣花香包腰上带，神龙保我九十
九。”每年端午节，客家人在南宋著名爱国词
人辛弃疾留下千古绝唱的郁孤台下，年复一
年地演绎着“龙”的传说，而龙舟竞渡，正是
赣南客家人端午节的重头戏。

宋代《翰墨记》说：“洛阳风
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
游玩，又为挑菜节。”花朝节，也叫
花神节，俗称百花生日。农历二
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木萌
青，百花或含苞或吐绽或盛开。
这天，洛阳人要祭百花以求庇佑，
士人郊游赏花并采摘野菜。

花朝节能成为一个全国性节
日，实际上与武则天有关。武则
天执政时期，嗜花成癖，每到二月
二这一天，总要令宫女采集百花
和米一起捣碎，蒸制成百花糕，用
花糕来赏赐群臣。上有好者，下

必甚焉。上行下效，因此，从武则
天到玄宗时期，从官府到民间就
流行过花朝节了。《博异记》把花
朝节的起源定在唐玄宗时期，是
符合史实的。也正是从这个时期
起，唐诗中出现了大量描写花朝
节的经典佳句。如白居易在洛阳
写的：“岸帻静言明月夜，匡床闲
卧落花朝。”“二月二日新雨晴，草
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
少，十字津头一字行。”“众皆赏春
色，君独怜春意……何日同宴游，
心期二月二。”花朝节成了宴游赏
春的重要节日。

客家先民在 3 次大南迁后，
也把花朝节带到南方，使其成为
客家人一个重要节日。花朝节期
间演出的花朝戏，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朝戏用客家话演唱，流行
于广大客家地区。花朝戏，是客
家民间音乐语言和民间文学语言
的有机结合。其唱腔朴素健朗，
通俗易唱，唱词和道白常运用诙
谐、隽永的双关语和歇后语。花
朝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反
映了客家人的喜怒哀乐、理想追
求和精神个性。

03 共陪客家拜关公

□张慧敏

贤士张绎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