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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
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创造
了惊人的财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辉煌的成
就。五月里，我们不妨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循沿着古诗词的韵
脚，去感受对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礼赞。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最基本的存在方
式。《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有云：“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仅
仅八个字，便高度概括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的狩猎
场面。先秦时代的一首《击壤歌》也表达了对劳动的讴歌：“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劳动者的愿望极其简单，能够吃饱喝足就够了，并不羡慕锦衣
玉食，也不贪图高官厚禄。

《诗经》中的《伐檀》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诗篇。“坎坎伐
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既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奴隶伐檀造车的劳动场景，又表
达了伐木工人对当时统治者不稼不穑和坐享其成的愤怒与痛
斥。如今吟诵，不禁让人倍感古代劳动者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伐木工人如此劳累，种田农民也很辛苦。唐代崔道融《田
上》诗云：“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
明。”这只是一位普通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
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
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事实，也是封
建社会里中国农民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更是家喻户晓：“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没有从具体的
人和事落笔，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整个农民的
生活和命运。诗人选择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
实，深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同时言简意赅地告诫人
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与
眼下人们崇尚的光盘行动，其精神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说诗人李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挥汗如雨的劳动场
景，那么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呈现的则是一幅闲情逸致的
耕作场面。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
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
惜，但使愿无违。”那种悠然自得的情怀，那种返回自然的欣
悦，那种躬耕体验的快乐，在诗中抒发得淋漓尽致。浓厚的田
园生活气息，不觉跃然纸上。

其实，文人墨客笔下所讴歌的劳动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农
民，除了前述《伐檀》中的伐木工人外，还有赞美冶炼工人的，
如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梅尧臣《陶者》所讴歌的对象是陶工：“陶尽门前
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范仲淹的《江上
渔者》，则将关注的对象聚焦在渔民身上：“江上往来人，但爱
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白居易对卖炭老人更是
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
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
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催人泪下的诗
句，真是不胜枚举。

一首首吟咏劳动的经典古诗词，从千年的风霜中走过来，
浸透了劳动的汗水，凝练了劳动的魂魄；同时又让我们在诗意
的文字里，领略了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劳动者的最美风
采。让我们在这个火红的五月，握紧拳头，在生生不息的血脉
里，创造最美好的生活！

诗赞劳动最光荣
文化印记 □钱续坤

有句耳熟能详的谚语：“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其出处何在，又是因何而起
呢？

检阅旧书，这话初见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两部小说中。一是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之
间抄成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此时《石头记》第十七至十八回还没有分开，
在回前诗“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后，脂砚斋留下这样一
条批语：“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
之辈。”

二是乾隆四十四年付梓成书的短篇小说集《夜谭随录·铁公鸡》有此语：“济南某富
翁，拥资数十万，性极悭吝……乡人号之为‘铁公鸡’，谓一毛不拔也。近五旬无子，议
纳妾，价欲极廉，而人欲至美，媒笑曰：翁所谓‘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也。”

两书一字不差地引用此谚，同出于清乾隆年间，孰前孰后？脂批说它是“近之谚”，
“近”在何时？

清朝初年，确实有几个“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例，在这里不妨一提。
顺治年间，山东泰安、沂州至江苏宿迁、扬州新增一条马驿大道，时称“山东东路”。这
种国家级重要驿道，使用起来是很费银子的。此路设驿之初，朝廷为节约开支而减少了途
中设置驿站的数量。

明清之际思想家顾亭林 《日知录》 说：“ 《续汉·舆服志》 曰：‘驿马三十里一
置’……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
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驿站最主要的职责是为传递公文者
换马，为确保马递速度，明代重要驿道途中不入城市，驿站皆设在城外。亭林先生以为

“七八十里而一驿”，驿马不堪其累，哪知人有多大胆，驿站距离就有多么远，有人还正在
不断创新纪录呢。

明清年间，北京至南京还有一条由山东滕县进入江苏徐州的驿道，清初“山东东路”
开通后，此路即名为“山东中路”。查阅明代《一统路程图记》，北京至南京的这条路，途
中驿站相距最长100里、最短35里，相距60里的最多，有13处。而“山东东路”初设驿
站时，相距最长的220里，还有180里、120里的，与此相比，“七八十里”甚至百里，
还值得一说！

驿站相距太长，驿马奔跑太远、不得歇息吃草，哪能受得了？山东东路经过沂州（今
临沂市），康熙十三年《沂州志·驿递志》记载：“尤苦站遥路远，倍于他驿。如南由州前
驿至郯城，计程一百二十里……驿遥路远，疲毙堪怜。”郯城县知县黄六鸿说，康熙九年
郯城、红花埠“两驿额马一百二十匹，仅剩残疲十八骑”。郯城县往南，驿道进入江苏宿
迁县，知县胡宗鼎说该县“驿累倒敝，买补难支，每年计费万金”。节约了开支，累死了
驿马，也必然会耽误驿递之事，这还算得上驿道吗？最终，这条驿道只好面对实际增设驿
站，想法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清刘继庄《广阳杂记》也记有康熙年间大同军站“额马不
敷，以致越站应付，瘦毙逾多”之事。看来那时的驿道，还真有“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
不吃草”之事。

这条“马谚”是否出于清初驿道“额马不敷”之事，今难以推定；倒是《石头记》脂
批引用此谚，似可觅得其出处的一丝端倪。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无论十七、十八两回书分开与否，作者所写贾府正是大
观园建成、贾妃省亲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事情，也就是贾府最为繁荣的时
期。在这时有此回前诗和“马谚”批语出现，不能不说这几回书对批书人脂砚斋的震动太
大了，他毕竟是贾府、甄府“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见证人，抚今思昔，
哪能没有一番感慨呢。

《石头记》第十六回，有一段借贾琏的奶妈赵嬷嬷之口说的话：“咱们贾府正在姑苏
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还有如今
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
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
字竟顾不得了……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
闹去？”那首回前诗和“马谚”批语，当是由此而起意。

“‘贾’作‘甄’时‘甄’亦‘贾’”。而今，通过红学家考证研究，读者大多已知
《石头记》（《红楼梦》）所写是江宁织造府曹家和苏州织造府李家之事，这两家都曾有为
接驾康熙南巡“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事，为此亏空了大量织造银两。康熙
帝对此亏空心知肚明，在康熙五十四年 （1715） 有诸臣奏“江宁、苏州两处所欠织造银
两，共计捌十一万九千余两”时，康熙帝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
……”待到康熙帝死，雍正帝登基，曹李两家亏空银子的窟窿也没能完全补上，厄运也就
相继落到这两家头上了。这是为接驾“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才亏空的啊！接
驾“虚热闹”各方面都要好，还能少花银子吗？

对曹府“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最后一击，是雍正五年 （1727） 江宁织造曹頫在解送
缎匹进京途中，于驿道山东东路长清县等处，因“多加马夫、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而
被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最终被革职、抄家。

曹頫因“骚扰驿站”被皇帝传谕查办，自然是一查到底。曹家的人对“骚扰驿站”之
事是否有异议，未见史料记载。想必私下发牢骚也是有的，那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
儿不吃草”。脂砚斋批书引用此语，哪里敢说明出处而埋怨朝廷呢？也就只有用“近之
谚”代之，以“谁人识苦甘”而自叹了。

再看《夜谭随录》，此书共十二卷，引用“马谚”的《铁公鸡》在第十一卷，写成较
晚。我推测作者和邦额似看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也就记下了这条颇有讽刺意味
的“马谚”。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故而脂砚斋挥笔写下“真
骂尽无厌贪痴之辈”的话，以泄其愤。

“马儿不吃草”之谚

“磨剪子嘞……戗菜刀……”五十年前，我在故乡常常
听到这不绝于耳的吆喝声。那声音清脆、洪亮、悠长，回荡
在村庄的上空。农家人只要闻其声，便把用钝的菜刀、剪子
全盘托出，等候磨刀匠人的到来。

匠人马召祥，龙泉街道孙堂居民，磨剪子戗刀这手艺是
从祖上传下来的，到他这辈，整整八代。那是清康熙末年，
先祖马汉臣考取县官，在河北省邯郸任职，因他为官清廉，
刚正不阿，得罪不少人，他深知仕途不易，做官不到两年，
就辞职回乡了。回乡途中，住一旅店，巧遇一位高艺老人。
几番交谈过后，老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决定把磨剪子戗刀以
及打制菜刀剪子的高艺密传给他。由于先祖悟性强，经过一
段时间的拜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戗磨技巧，他带着半路上学
来的手艺，回到祖籍滕县城东的夹河滩（现为龙泉街道孙堂
居），开启了他的弃官从艺之路。

历经二百余载，磨剪子戗刀这门手艺，到马召祥的父辈
已是第七代传承。早年，召祥的父亲挑着一根扁担，颤颤悠
悠地行进在乡间的羊肠小道上，前头是工具箱，后头是天然
磨刀石，百余斤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那时，戗一把
刀三分钱，磨一把剪子二分钱，他硬是靠着三分二分的收入
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召祥八岁那年，跟在父亲身后，游走四方。别人家的孩
子星期天还在满大街玩耍，可他却一边上学念书，一边学手
艺。十四岁那年，父亲病故。十五岁，他接过父亲的“传家
宝”。父亲留下的扁担挑子有些沉重，召祥挑起来很吃力，
无奈只能求亲告友，借钱买下二手独轮车。那年的冬天，召
祥第一次单独出门做生意，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去遛乡戗刀。
跑了一整天，挣得两毛钱。回到家，他把钱交给娘。这时娘
哭了，心里悲喜交加。娘是为儿心疼，幼小的肩膀，过早地
挑起家庭的重担；娘更是为儿高兴，老祖的手艺有人传承
了，往后的生活有点指望了！

1976年7月，已经十九岁的马召祥从滕州二中毕业。从
小学到中学，他的手艺活都是靠星期天节假日去干。高中毕
业后，他面临三种选择：参加高考跳出农门、去学校当民
师、下矿井当工人。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传承祖辈留
下的老手艺。长年累月，他推着独轮车赶集遛乡。后来，挣
了点钱，他又添置了一辆自行车。每到客户家门口，他卸下
一条长凳，摆上其他工具，便开始干活。只见他弯着腰，双
腿叉开，一手握刀把，一手摁刀壁，来来回回，均匀戗磨。
刀与石的碰撞，发出嗤嗤的声响，给人一种有节奏的快感。
不论剪刀，还是菜刀，他都干得十分精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经过多年的磨炼，召祥的手
艺更加娴熟了。召祥磨刀讲究技巧，三分戗，七分磨，掌握
准火候。刀刃与磨石形成55度夹角，保持均匀用力，先粗
磨，后细磨，然后用小锤盘紧刀把。不管是饭店厨师用刀，
还是居民厨房用刀，经过他的打磨，就能一次戗刀保用三
年。磨剪刀，更是他的一手绝活。平面往回拉，斜面往前
推，磨石与剪刀保持45度夹角，粗磨细磨之后，再用小锤
轻轻地敲轴，确保剪刀口松紧适度。微山、邹城、山亭、曲
阜等地200余家大中小型服装厂，都是召祥的老客户。只要
电话预约，他开上三轮车就匆匆赶路了，他把磨好每一把剪
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服装厂使用的剪刀大都是进口
的，二三百元一把，戗坏了不仅要包赔损失，还影响个人声
誉。他还根据季节的不同，布料厚薄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戗
磨方法，力争达到最佳效果，让客户用得放心。

召祥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人，他常常扪心自问：当
年，如果先祖不是遇到那位无私老人传授技艺，能有马氏家
族的今天吗？他从艺几十年，不管走到何地，只要是孤寡老
人磨剪子戗刀，一律免费。

五十年后的春天，我与马召祥再次相遇，是在市区东部
的土城大集上。当年血气方刚的帅小伙，已经变成古稀老
人。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然干着老本行。他一边干活，一
边向顾客介绍他手工打制的各类刀具。我问，选择了这一
行，觉得亏吗？他说：“一点不觉亏，风风雨雨几十年，只
为手艺不失传。靠着这门手艺，全家过上了好日子，两全其
美！”

在人类社会进入高科技的今天，那些古老的、传统的、
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民间手工艺还能传多久走多远？这应该
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愿马氏磨刀技艺薪火相传，后继
有人。

乡村磨刀匠
匠韵流长 □侯贺奎

文化寻根 □孙南邨

滕州是百工祖师——鲁班的故里，俞廷茂所著长篇人物
传记《鲁班传奇》，是一部本土化传奇小说，同时还具备了明
清章回小说的特质。该书历时十载，凝聚了作者巨大的心
血，写得生动深刻、好读耐思。不仅如此，书中历史大事翔实
有据，人物形象丰满真实，主题积极向上，读者可于阅读的愉
悦中寻到历史烟尘里的蛛丝马迹。

《鲁班传奇》以鲁班从出生到终老的成长历程为纵线，以
所处时代诸侯国发生的大事件和乡邻间小人物发生的细微
末事为横线，围绕鲁班性格的塑造，纵横交错精心编织，成就
了凸凹分明、立体感强的百工祖师“鲁班爷”的形象。不论是
鲁班孩提时代的《风车探宝》，还是仙逝千年仍不忘为艺人指
点迷津的《铜牌坊》，全书三十章节，洋洋洒洒，汪洋恣肆，一
个凭着勤劳智慧、人格精神而赢得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赞颂的
布衣工匠，便凛然站立于篇章字句间，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主人公鲁班平民出身，长期与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生活
在一起，浸染了劳动人民身上吃苦耐劳、善良正直、舍己为
人、不慕富贵、嫉恶如仇、扶危济困、不怕困难、勇于创新、有
勇有谋、顾全大局等诸多优秀品格于一身。鲁班助人为乐的
大爱思想和精益求精的高超技艺尤其突出，以至于被民间奉
为木、石、建筑、漆、雕等行业的祖师，千百年来如耀眼明珠熠
熠生辉。细读《鲁班传奇》，不难发现，自然灾害的残酷、社会
的黑暗、人性的险恶，给匠人农夫带来了无尽的劳苦穷困，这
些，都在鲁班的生命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正是这些众多的因
素，让鲁班渐趋成熟，仗义行侠，身后被万口传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鲁班身上，有些东西成为了神话，
但却集中反映了平民百姓美好的愿望追求，这些良善与美
好，以及拥有此等品质的人，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与明天，这
是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的。虽然鲁班生活的时代已过去数
千年，但今天仍有着积极向上的内涵。

该书的结构，作者借鉴了《儒林外史》的特点，用一个个
相对独立的故事，把鲁班的一生串起来。当然，这些故事也
都有暗脉相连，其人物的性格前后有着发展与联系。为避免
框架雷同，作者力求每个故事情节各具特点，数条线索交叉
发展，以利于人物性格不同侧面的充分展示。除此之外，主
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风土人情，大多在鲁班的家乡——滕
州，如书里的上梁习俗、莲青山玉女的传说、滕国国君、古薛
国徐州、千山、龙山、薛河等，都闪耀着滕州的本土色彩，同时
也把人物形象衬托得更加丰满真实。

俞廷茂是位教师，出身木工世家，也会木工技艺，这对于
叙写木工祖师爷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而弘扬鲁班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才是他写作此书的出发
点和着重点，这些，对于当下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
中国来说，更有着积极与现实的意义。

大国工匠的千年传奇
——读长篇人物传记《鲁班传奇》

围炉品读 □张光恒

感时花溅泪 盛利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