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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东 人 文

□ 甘湖柳

乡 土 文 化

清代戍台名将甘国宝，1709年出生于屏
南，他文武兼备，中武进士，一生戎马，两度戍
台，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形象，被誉为“闽东之
光”，列为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他的一些事迹
至今让后人津津乐道。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国宝担任台
湾挂印总兵两年后，因戍台有功，擢升驻地在
厦门任福建水师提督。可就在福建水师提督
任上，他被卷入那场轰动朝野的洋行“陋规
案”，受到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降职处分。

事情的起因是甘国宝的父亲去世，他急
忙请假回家，料理后事，接下来，还要准备守
孝三年。而接替他的后任黄仕简，接手工作
不久，就发现厦门进出各口船只，都得按不同
名目缴交数量不等的款项，这显然与朝廷正

式税收有所区别。黄仕简邀功心切，向乾隆
皇帝密奏，称“各衙门文武员弁每年能获陋规
番银十余万圆，如总督每年一万圆，巡抚八千
圆，将军六千圆……又水师中军参将衙门每
年约有九千圆。”乾隆皇帝闻奏，龙颜大怒，因
为此案关系到地方官场的作风问题，当即派
出钦差尚书舒赫德和侍郎裘曰修，日夜星驰，
前往福建查办，一定要彻底追究总督巡抚们
贪污的真实性。

这两名钦差大臣一到厦门，先将福建相
关官员革职查审，又将闽浙总督杨廷璋从浙
江传讯到厦门，让各方充分对证。一时间，各
方供述纷繁复杂，钦差大臣在奏折中曾报：

“陋规事情不止一件，不知从哪一件说起。”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案情终于有了一

些眉目。
原来，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上级，在帮助购

买当地土特产（包括珍珠、人参、珊瑚等贵重
物品）时，只按官价（即所谓的平价）出账，而
各商船行户为了讨好地方官，在购买物品时，
自然也垫付了官价以外差额，这样层层贴垫，
上级官员实际所付的价格，其实不到原价的
十分之三。

还有，各商行为了行船方便，自动提供补
助饭食和公务支用，各营汛的将弁自然也乐
于收受。

另外，商贩们出洋贸易，因为厂中所需的
桅柁等大木必须从外洋采购，他们希望能尽
快得到审批手续，借口说“战船是用于保卫海
疆、防护船商出入大洋安全的”，所以也“乐于
代购”。

……
及至审查到甘国宝，面对钦差，他如实相

告，他说：我在任时，购买货物都是发官价交

给中军和标下将弁去置办，官价确实比市价
少，他们将中军处汇存的陋规银两拿来添补
不足的物价，也是有的。记得我刚到任水师
提督一月后，有中军参将前来报送这些款项，
当时我曾查问缘由，他们说，向来都有船商给
的补贴，每月多少不等，也不知起于何时，他
们还说，历任都是这么做的。我也就因循守
旧，没有想过要革除这项陋规。我身为提督
大员，因循陋例，以为帮补公用并没有什么不
妥，又为了节省费用，只发官价叫属员买办物
件，导致他们用陋规银贴垫，如今想来，实在
是与收受贿赂一样，我羞愧惶恐，实在有负天
恩，罪无可赦。请求将我参革，从重治罪。

以上这些情形，早在前朝就有发生，雍正
皇帝也已发现端倪，曾下令劝止，但是，屡劝
不止。这样沿袭下来，成了陈年陋规。

陋规,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矩，
通常指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
乱收费等名目,本案所谓“陋规银”，是当时清
代地方官员办理公事经费不足的补充，类似
如今的一些“潜规则”，无形中减轻了国库开
支，这在三百年前的封建朝廷，似乎也有合理
之处。“厦门陋规案”经皇帝数次下旨微查，经
十个多月的查究，定性为一种陋规。而对于

“总督每年一万圆、巡抚每年八千圆”之说，只
是捕风捉影，毫无实据，说明案中所涉人物包
括甘国宝，并不是贪污受贿。乾隆皇帝终于
表示满意，下发谕旨：“福建厦门洋行陋规一
案，因系旧例相沿，是与婪索败检者不同。”

因厦门陋规案，兵部上奏提议，拟将甘国
宝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而此时西南战
事正酣，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于是将甘国宝降

一级，由提督降为了总兵：“署云南开化镇总
兵，加恩录用，以观后效。”相关官员也都相应
处理，陋规案至此终于销案。

“为官清廉”，这条准则，甘国宝一直在奉
行，然而，要做到“廉”而且“慎”，并把它写成
庭训，留给后人作为警戒，是他在经历过这次
事件之后。甘国宝事后深刻反思，写下“居官
廉慎，尽心报国，勿坠家声”的庭训，以警示后
人。

“居官廉慎”，也就是说：为官不但要自身
保持清廉，而且还要做到用人谨慎、对事谨
慎，不能因循守旧，遇到不符清廉制度的事，
即使自己没有涉入，参与贪贿，作为主官，也
应予以干预，以免污染官场的清廉制度。

后来，台湾海盗猖獗，乾隆皇帝重新起用
老将甘国宝任台湾总兵，这就是清史中为什
么甘国宝第二次担任台湾总兵的原因。在台
湾，甘国宝更加竭尽忠诚，整饬营伍，巧施计
谋抓捕了斗六门盗匪董六，绥靖地方，以报效
朝廷。他最后官至一品，68岁时逝于福建全
省陆路提督任上。《甘公行状》中，他的儿子记
叙道：“府君之殁，冠绅来吊者涕泣号啕，士叹
于庠，民哭于市，竞勒丰碑以纪德。而六营十
郡将裨兵吏目，且建祠尸祝焉……捐馆(古称
人死为捐馆)日，囊不留一钱。古所谓廪无余
粟，库无余财，若府君者可无愧矣。”口袋里不
留一文钱，粮仓里不剩一粒米，他用廉政爱
民、鞠躬尽瘁的一生，阐释了“居官廉慎，尽心
报国”的涵义。他的后人也不负厚望，历代贤
人辈出，演绎了“尽心报国，勿坠家声”，为甘
国宝文化的家学渊源补上浓重一笔，为弘扬
中华好家风谱写光辉的一页。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贺
知章离乡时长，看似内心已然平静，其实真正
回乡心情也是激动的。当年杜甫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可以回故乡了，“漫卷诗书喜欲狂”，
何尝我不是呢。每每回故乡，虽不及杜甫“喜
欲狂”那般激动，但也是梦里故乡梦中往事。

这次回乡，是专程拜访孩提时的盘诗师
傅姑表哥。老人们都喜欢屋檐下晒太阳聊
天，进村看到表哥也是如此。他一眼认出我
来，拄着拐杖，拉着我的手要我坐在他旁边。
他虽然 84 岁高龄，除了腿脚不灵便外，精气
神还挺足。我开门见山：“你是我小时候的盘
诗师傅，你现在还盘诗吗？”他摇摇头说：“还
跟谁盘呀？年轻人都不懂也不盘诗。没用
了。”我说：“那我跟你盘吧。”师徒二人当着众
人面盘起诗来……

盘诗，是周宁民间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
好多村都有。但叫法不尽相同。有的村叫

“盘童诗”，有的叫“盘填诗”。川中村就叫“盘
诗”。“盘”就是“盘唱”，放牛娃、砍柴哥在山间
地头休息时，用方言轮流对唱。据我父亲说，
我祖父是清末秀才，回乡在祖屋开设学馆教
书。他最推崇的就是“耕读传家”的祖训。主
张读书人既要读圣贤书，也要学做农活；对那
些没钱读私塾的放牛娃、砍柴哥，就按照唐诗
韵律，把文字、历史人物、故事，编写成诗歌，
让他们在山间地头休息时用方言盘唱。通过
盘唱诗歌学文化，按现在的话语，就是寓学于
乐。我祖父主张“盘诗”，用意很明显，就是倡
导“耕读传家”。由于是祖父倡导的，我从小
就爱上了“盘诗”。

我是小学五年级转学回川中读书，住姑
姑家。爱盘诗的姑表哥自然是我课余时间的
师傅了。他没有上过学堂，从小放牛、拾柴，
但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和诗歌。他给我讲三国
演义、薛仁贵征西等故事，教我放牛、拾柴、盘
诗。有了这个师傅，就不怕被放牛个儡（小
孩）欺负了。放牛个儡以为我刚刚回川中，不
懂盘诗，经常用盘诗挑逗我。当我刚刚捆好
柴，对面山放牛个儡就传来嘹亮且挑逗的盘
诗声：“一把白扇画白眉（白眉鸟），若要盘诗
当就来。一概字诗和白扇，莫做乌龟不敢
来。”男孩心气，自然不做乌龟。对方规定只
能“字诗”和“白扇”，我就回了一首“字诗”，用
关爷提刀吓唬他一下：“良字猴耳就是郎，关
爷提刀丈二长。有人说我提刀短，一刀下去
两排行。”关老爷果然气势强大，立马镇住
他。赢了，由我起头：“大字两点就是头，铁珠
和尚好拳头。身穿砂衣戴石帽，铁掌神功无
处逃。”我仗着表哥家传本领，喜欢用“字诗”

压住对方嚣张气焰。我表哥还教我一首压台
诗：如果对方也唱这首“铁珠和尚好拳头”诗，
你就回他一首“丁字加火就是灯，擂台英雄来
相争。天下英雄为第一，独吞少林四家僧。”
据表哥介绍，当年雍正皇帝要消灭“反清复
明”的泉州少林寺的铁珠、铁鞋、铁柄、铁板四
个和尚，故意设擂台引诱泉州少林弟子来打
擂台，企图乘机消灭少林四家僧，就发出“天
下英雄为第一，独吞少林四家僧”的号令。但
我不喜欢这首诗。从表哥教我这首诗之后，
我从未用它打压过放牛个儡。

我最喜欢盘唱三类有故事的诗。
第一类就是《三国演义》和《薛仁贵征西》

等历史故事。
“出字脱落两座山，刘备拿帖请先生。三

请茅庐诸葛亮，三跪九叩请下山。”
“四字写来四角亭，七岁孩儿是罗成。头

戴银盔薛仁贵，马失污泥李世民。”
小时候有一本《薛仁贵征西》的小人书，

爱不释手，天天不厌其烦地翻看。薛仁贵身
着白甲，头戴银盔，骑一匹白马，手持一杆方
天画戟。这副装束模样，是我乃至同龄伙伴
们都崇拜的神明，把薛仁贵和村头亭里的二
郎神等同起来。路过亭子都要朝二郎神磕几
个头。心里默念着：菩萨保佑我，长大成为一
名像薛仁贵那样保家卫国的军人。

第二类是神话故事：
“出字脱落两座山，观音为佛普陀山。观

音修行十八难，菜篮挑水上高山。”
“一把白扇画润桃，青蛇白蛇姐妹哥。青

蛇手拿双把剑，白蛇手拿双把刀。”
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是“画润桃”。请教过

我堂叔，他是我祖父的学生。他说，“画润桃”
是你祖父教的，取意“三月春雨润桃花”。现

在读来很有诗意，但在小孩子心里只对“青蛇
白蛇姐妹哥”感兴趣。在川中的话语里，小姐
和丫鬟之间也可以称兄道弟的，正符合小孩
的平等心理。

第三类自然是闽剧里的人物故事了。川
中闽剧戏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很出名，在
本村祠堂里经常演出《狸猫换太子》《八美楼》
等经典闽剧。这些闽剧里的人物故事也成了

“盘诗”里的内容。比如：
“出字脱落两座山，仁宗皇帝真不堪，奴

奶（母亲）白目（眼瞎）你不认，雷公调来换心
肝。”

表哥给我讲：宋朝李娘娘被刘皇后陷害，
用剥皮狸猫调换李娘娘所生太子，李娘娘被
打入冷宫，哭瞎了眼睛。后来太子当了仁宗
皇帝，却不认他的亲娘。李娘娘找到包公，包
公也拿仁宗皇帝没办法，就调来雷公换了仁
宗皇帝的心肝。

在不谙世事的孩童心里，对帝王家事不
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英雄打擂台。打擂台
不仅有铁珠和尚这类英雄，也有女侠。闽剧

《八美楼》就演八个美女比武打擂。
“天字透头就是夫，八美打擂沈月姑。圣

母师尊来托梦，男扮女装是你夫。”
舞台上美女比武打擂着实好看，但在孩

童心里也蒙上一层谜团：
“可字加大就是奇，人间姻缘真稀奇。八

美楼上沈月姑，一杯茶水泼下来。”
闽剧《八美楼》讲的是蒋云闲逛八美楼，

沈月姑无意中将一杯茶水泼到蒋云身上，却
成就了两人的爱情。闽剧里经常有“一杯水”

“一枚钗”就能搞定姻缘的剧情。小时候虽然
不信这等巧合，但朦胧中也有期待。

这些小孩们都喜欢的诗，一学就会。但
是大人们都会主动教给我们一些穷苦小孩苦
学中状元之类的诗。还好也有故事，比如吕
蒙正住破窑中状元之类，也背了一些，但在盘
诗中却很少用到……

一转眼，小学毕业，升入县城一中。放牛
娃们，再见了。盘诗，再见了。但盘诗里的这
些故事，却都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中，盘诗也成
了乡愁的一个引力。

然而真正理解“盘诗”价值的，还是上了
大学之后。教古典文学的老教授教导我：所
谓诗歌，就是写来唱的。即使到了唐代，诗也
还是可以唱的。只是时代久远，诗的文字保
留下来了，而声音和曲调却淹没在历史的河
流中了，实在可惜。但是教音韵学的教授则
告诉我：福建方言是中原古韵与福建原住民
族语言的融合，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听了老
教授们的教导，自豪感油然而生：原来老家

“盘诗”还是熊猫级的国宝呀。

从此有了一个心愿：退休后回故乡，把
“盘诗”用文字记录下来，怕家乡年轻人不放
牛、不砍柴，把“盘诗”都扔了。

先要把《盘诗曲谱》记下来，这很重要。
我不懂乐理，就唱给同事听。经同事妙笔一
挥，一首曲谱就出来了。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联想起古人唱吟《凉州词》的那种悲壮
感，觉得《盘诗曲谱》与《凉州词》等古典曲谱
相比，也毫不逊色。据堂叔说，我祖父传授唐
诗七言绝句时，也是用盘诗的曲调吟唱给门
生听。正如音乐家孙玄龄教授所言，“唐诗写
了就能唱，曲调就不会很复杂。从现存于民
间口头的吟诗调里，能够找到唐人吟唱诗歌
的连接点。”（孙玄龄《吟诗调小议——兼谈唐
诗的一种歌唱方法》）顺着现存的吟诗调轨
迹，也许能窥探唐代诗歌吟唱风貌。由此可
以推测，盘诗的曲调应该是传承了唐诗的曲
调。

盘诗押韵也是按照七言绝句的要求，一、
二、四句押方言平声韵。我所收集到的 100
多首盘诗，都押方言平声韵。其中大部分既
符合普通话声韵，也符合《平水韵》。如：

“一把白扇画芙蓉，芙蓉花开十八重。风
吹不倒灵芝草，雨打无声万年松。”

有三分之一左右符合《平水韵》的平声
韵，但用普通话盘唱却不押韵。如：

“可字三沰（点）就是河，杨令公托梦杨令
婆。杨家也出杨八妹，八妹骑马跳过河。”

这首诗里“河”和“婆”，按普通话，韵母分
别是“e”和“o”，但在《平水韵》里却都是“五歌
平声”。有位学者就“e”和“o”是否押韵这个
问题专门撰写了一篇论文，洋洋洒洒写了
2000 多字，结论是，在古汉语里，“e”和“o”是
通韵。如果这位学者也会用川中方言盘唱这
首“盘诗”，他就知道，“河”和“婆”的韵母都是

“o”，是“同韵”，而不是“通韵”。这可能就是
音韵学教授所说的“福建方言是古汉语的活
化石”的例证了吧。

还有一部分诗，当用方言盘唱是押韵的，
用《平水韵》衡量却不在一个韵部。如：

“六字写来两只脚（方言读 ka），师傅盘
诗嘴也燋（口渴）。盘诗原是跶遛（玩耍）事，
劳你拿凳又端茶。”“脚”“燋”“茶”在《平水韵》
里都不同韵部，但方言里三个字的韵母都是

“a”。开始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到一篇
《跟随南岛语族，追寻福建先民的足迹》的报
道，说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南岛语系和福建方
言都把“脚”叫“ka”，终于明白“脚”“燋”“茶”
三字的韵母都是“a”。至于为什么在《盘诗》
里有一部分韵脚与《平水韵》不符，甚至有些
是有音无字，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但毋庸置疑的是：川中老祖宗遵循“耕读
传家”的祖训，为从事耕作的子孙创作寓学于
乐的“盘诗”，内容上、形式上都超越了《童谣》
玩耍游戏的稚气和《黄连歌》男女私情的俗
气，传承了唐诗的典雅隽永的雅气，是一朵耕
读文化的奇葩！

甘国宝留下的一则庭训——

居官廉慎 尽心报国 勿坠家声

川中“盘诗”，一朵“耕读文化”的奇葩
□ 汤细昌

屏南平讲戏屏南平讲戏《《陋规案陋规案》》剧照剧照

小梨洋国宝公园举办小梨洋国宝公园举办““孝廉文化讲堂孝廉文化讲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盘诗曲谱（依据川中盘诗整理）

川中古民居川中古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