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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蕃的忠告李蕃的忠告
王东超

记忆中的记忆中的
““柳蛾柳蛾””

桔大

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康熙版《黄县志》成于康熙十二年
（1673），明代的嘉靖、崇祯县志未见有
图书馆收藏，民间亦未闻有存世者，故
康熙县志为现存最早的黄县志书，其文
化意义不言而喻。李蕃在序言中较为
客观地指出了黄县存在的利弊，即“四
美”“四累”，此外他还列举了黄县当时
急需解决的五个问题，“而其宜亟议者，
有五焉”，其中复肆、均社、减税均为民
生措施，有两条牵涉到风俗，其一为：

“家有塾，党有庠，所以化民也。而黄自
世家而外，读书者少，以故少年皆呼卢
博塞，比户咸尚鬼疑神。尤其甚者，以
财为婚娶，同族而雀鼠，则风尚宜更
也。”又一为：“名重南楚，材表东吴。淳
于、太史非犹是山海间气乎？嗣是而登
台垣，跻公辅，代有人焉。近者黄之庠
士，恒产极少，株守者嗟黄齑之不继，便
捷者逐什一以谋生，固多醇谨，亦见佻
达，则士习宜端也。”

要想更好理解李蕃的话，先要明白
“风尚”“士习”的含义。“风”的本义是指
空气流动的现象，《说文·风部》：“风，八
风也。”杜甫形容春雨是“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其实有好多东西也会随
风潜入，侵染而不自知。所以“风”由空
气流动又引申指像风一样能流动传播、
影响广大的风气、风俗等。《诗经·大
序》：“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
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
以戒。故曰风。”“俗”指风俗、习惯，《说

文·人部》：“俗，习也。”《史记·乐书》：
“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张守节正义：
“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上行下效
谓之风，群居相染谓之俗。“风”有自然
属性，如环境、气候等，也有大人君子的
教化；俗是生活趣味与行为习惯。“风
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
惯等的总和，是比法更深的、更根本的
社会规范。法的作用被限于外部，限于
人的行为，只有“风俗”才能浸透于意志
的内面而支配之。所以“风俗”之重要
并不仅仅在于那些礼仪规程，更重要的
是其精神内核，“风俗”不像法那样有明
文规定，但它像风一样，虽看不见摸不
着，却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
为和思想。

“风俗”是有地域性的，《礼记·王
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
俗。”“北人乘马，南人乘舟”“北人食面，
南人食米”，这都是地域差别的体现。

“风俗”也是有美恶好坏之分的，《荀子·
王霸》：“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
恶俗。”据日本的岸本美绪教授研究，历
代风俗志中，表现“好风俗”的字眼是

“淳”“醇”“美”“厚”“朴”等，表示“城市
式恶俗”的字眼是“薄”“漓”“浇”“偷”

“浮”“淫”“奢”“黠”，表示“农村式恶俗”
的字眼是“陋”“粗”“鄙”“野”。要通过
辨风正俗，移风易俗，去除伤风败俗的
成分，使之变成良风美俗。明宋应星
《野议》：“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
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

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
也。”好风俗的形成，是人心之所为；坏
风俗的形成，也离不开人的参与。“雪崩
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顾炎
武才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
人在面对社会风俗的时候，几乎是无可
奈何的。可是整个社会的风俗到底是
个人行为的集合。多个人的行为集合
起来，一定会带来改变。俗语说，“衙门
之中好修行”，手握权柄，做个包青天，
只能帮助少数人，而改易风俗，则惠及
子孙，泽被后世。杜甫“致君尧舜上，再
使风俗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风俗”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
扩散性，无时无处不在。“风俗”又有着
难于变化移易的凝固性，想改变很
难。比如某个地方流行新婚日捉弄公
公与新媳妇，要“猪八戒背媳妇”，这在
当年就是恶俗，几百上千年下来，还是
凝固不变。反过来说，有着这样恶俗
的地方，这些年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的
发展。

“风俗”之难以改变，在于生活在此
种风俗下的人，司空见惯，习焉不察。
这就需要借助他者的视角进行观照，一
些在本地人看来理所当然、不值得特别
留意的事情，对生活成长于异地风俗的
外地人眼里，或许会显得触目惊心。李
蕃对于黄县风俗来说，即是这样一位

“他者”，并且他为人正直，学问深湛，他
所观察到的黄县风俗中存在的问题，值
得我们好好省思。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十一村，是我
的出生地。这是一个离海岸线很近的
小村庄，沿着一条沙石土路走十来分
钟就能到海边。退潮后的大海是儿童
最钟意的游乐场。蛤蜊在沙滩上憋不
住，悄悄冒了头，一会儿就能捡一小
桶；猫眼螺身披泥沙风衣，在海滩上鬼
鬼祟祟地游走；被海浪卷上岸的海星，
扭动出滑稽的姿势，仿佛在招手……
但要说最欢乐的“游乐项目”，还是去
护海林的槐树下，寻找一种名为“柳
蛾”的菌类。

下完立秋后的一场夜雨，“柳蛾”
就在护海林的刺槐树下的沙堆里，扎
起了窝。每到这个时候，村里的男女
老少奔走相告，纷纷拿着篓子、铲子，
进林去挖“柳蛾”。每次我都吵着嚷
着，非要跟着父母和姥姥、姥爷，有模
有样地挎着小篓子，欢喜地跟着人群
奔向海边。

护海林是当时的海防山林，有一
多半是松树。树林密密层层，又临近
海边，潮气深重，给菌类生长提供了适
宜条件。“粘蛾”“扎蛾”“柳蛾”这几种
菌类都生长其中。“柳蛾”是这些菌类
中最特别、最珍稀，也是最鲜美的。

“柳蛾”生性不喜见阳光，专长在
刺槐树下的沙地里，成熟的时候才会
从沙里鼓出，就像鼹鼠拱起的一个
包。它的模样也特别，大高个、细高
挑、小帽子、淡淡的黄色，仿佛一团待
开的菊花。因为不露头，所以最难
找，只有父母这样有经验的老手才能
找到。一旦找到，先要用手扒掉“柳
蛾”上覆盖的沙子，让伞盖露出来，然
后再用铲子把整个“柳蛾”挖起，抖掉
浮沙，装进篓子里。

幼时的我总是找不到“埋伏”山林
的“柳蛾”，只能淘气地把姥姥找到的

“柳蛾”据为己有。经常一铲子下去，
就把耸立成簇的“柳蛾”劈了个七零八
落，姥姥也不责怪我，把掉进沙里的

“伞柄”拾起来，再吹去沙土，放进篓子
里，“淘洗淘洗还能吃，姥姥继续帮你
找，好不好？”姥姥笑盈盈地望着我，我
也乐得继续当跟屁虫。

踏着晚霞，收获满满的一家人回
家了。淘洗“柳蛾”可是个费时的差
事。因为长在海沙下面，“柳蛾”每一
个褶皱里都塞满了沙子，需要淘洗很
多遍，才能洗净沙子，留下美味。

洗干净的“柳蛾”往往只剩一小
盆，但就是这点珍馐，能把最平常的
食材变得惊艳无比。用猪油爆香葱
花，加水煮开，下一把“柳蛾”碎和蛤
蜊肉，煮熟后勾薄芡出锅，做浇头淋
在手擀面上，麦香拥抱着“柳蛾”的鲜
香，那种美味真是让人终身难忘。或
者把“柳蛾”切碎和着肉馅、小葱，包
出的“柳蛾”饺子别提多鲜美了。全
家人围坐在炕上，欢声笑语地吃“柳
蛾”饺子的画面，是童年时最温馨的
回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吃过四方美食，
见过远阔山河，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

“柳蛾”和曾经的那片海。

李蕃提出的“宜亟议者”之三包含
两个问题，一是“而黄自世家而外，读书
者少，以故少年皆呼卢博塞，比户咸尚
鬼疑神”。根源是“读书者少”，一方面
是经济条件限制，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
上不重视，过去讲“穷文富武”，穷人买
本书的钱总是有的，但如果你不想学，
把你放在书堆里也没用。此风俗绵延
至今，有不少人出了学校门之后，终生
与书绝缘。“人不学，不知义”，人没有了
人生信仰与目标，没有长久深远的追
求，只能追逐短暂浅薄的快乐，赌博无
疑是其首选。过去大户人家有规矩，
过年大赌三天，其他时间则禁赌。现
在则是“大车掉儿轱轮——没有挡儿
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一天不可
赌。常听到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妻离
子散的例子，但人仍趋之若鹜。“子曰：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
哉！’”（《论语·卫灵公》），此其黄民之谓
欤？黄县人之“尚鬼疑神”亦是普遍，遇
到病儿灾儿首先想到的是叫什么“怪儿
喽”，得“熨送熨送”“念叨念叨”。“子不
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如果整天

鬼啊神啊黄大仙啊，那就没法愉快地谈
话了。

第二个问题是“以财为婚娶”，则重
财而轻人，司马光注《书仪·亲迎》曾痛
斥：“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
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现在农村里三十几岁未婚的大龄男青
年“一铺一铺”的，什么原因？没钱在城
里买楼。“同族而雀鼠”，“雀鼠”即雀鼠
之争，指强暴侵凌引起的争讼。同族甚
至兄弟姊妹之间为什么争讼？绝大部
分还是为了一个“钱”字。为了几两散
碎银子，血脉至亲也能“鸡急儿鹅斗
嘞”，甚至打得老死不相往来，这实在是
人伦悲剧。

李蕃“宜亟议者”之四，那些没有恒
产的读书人，“株守者嗟黄齑之不继，便
捷者逐什一以谋生”。“黄齑”指咸腌菜，
借指艰苦的生活。“什一”，以十博一，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候时转
物，逐什一之利。”后因以“什一”泛指经
商。死脑筋的还在啃着咸菜苦熬，脑子
灵便的就想法经商谋生，由此造成的弊
端就是士风“佻达”，即轻佻浮薄。“子

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论语·学而》）“佻达”以后再想回头读
书就难了，故士习宜端也。“士习”即“士
风”，指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尚和价值
取向。封建时代四民为“士农工商”，士
大夫阶层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掌握着话
语权，因此“士风”对“风俗”影响极大。
后世有“黄县嘴儿”“黄县套儿”的说法，
当为“佻达”之后的结果。

读李蕃这两条“宜亟议者”，还是很
感动的。能感觉到他很认真地深入黄
县人的生活，很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和
这里的人民，很直率地提出自己的忠
告，而且可以说切中肯綮。如今距离李
蕃提出问题已经有350年了，情况虽早
已有所改观，但风俗的习惯势力仍十分
顽强，要实现改易风俗的目的，需要远
见卓识，需要持久艰巨的努力。最主要
的是人们要觉醒主体意识，意识到自己
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
格，有向美向善的追求，有成长的渴望，
每人改变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日
积月累，久久为功，如此才可能达成改
良风俗之目的。

《黄县志》创修于嘉靖乙巳，再修于
崇祯庚辰，康熙癸丑三修。主持修撰康
熙版《黄县志》的是时任知县李蕃。

李蕃（1621-1694），四川通江人，
康熙九年选任黄县知县。史书上说他

“廉平岂弟（kǎitì，和乐平易），和易
近人，兼工词令。在任十年，多所兴
举。时黄民最苦丁徭及水冲沙压之空
粮，蕃审覈（hé，检验，查核）公慎，丁
徭无累。复将冲压之田丈量亩数，详
请豁免，里民至今赖之。又尝修城垣，
葺孔庙，整衙署，建文昌阁，考课生童，

表扬节义，蒸（多聚）髦士（英俊之士）
而劝力穑，行乡饮而重高年。凡所兴
举，皆本经术以为治。纂修县志，旁搜
远绍，发潜阐幽，四十年就湮之迹，厘
然毕备”。

李蕃是黄县历史上任职时间较
长、政声卓著、政绩斐然的地方官，时人
赞其“有古良吏之风”。后因与上官有
隙，被诬入狱，“而黄之父老子弟，哭失
声而送者万余人，绕行数十里，垂其道
左，伏能起者，尚数千人也”（黄县姜其
垓《雪鸿堂文集序》）。其身系宛平狱，

“黄人又走三千里，伺候狱门者，日百十
人”（江苏长洲汪伤《雪鸿堂文集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
件。后他流配辽西，两年后脱罪得释，
辗转返乡，终老乡里。

李蕃与其子李钟壁、李钟峨并称
“通江三李”，“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
作之丰，不让苏氏一门”，相当于低配版
的“眉山三苏”。三人著作俱以书斋名
命名，李蕃著有《雪鸿堂》，李钟壁著有
《燕喜堂》，李钟峨著有《垂云亭》，合而
为《雪鸿堂文集》。

李蕃其人

李蕃的忠告

根源是“读书者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