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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顾钱江、郑良

年三十，辞旧迎新的春节前夜，中国人一年最
盛大的节日。但在福建莆田，人们要过两次年———
除夕晚上为“做岁”，正月初四晚上才是最盛大的
年———“做大岁”，更奇怪的是，莆田人正月初二是
不去别人家里拜年的，当地还保留“白额门联”的
传统——— 大红春联上方露出一道白条，喜庆中透
出些许悲伤。

莆田人过年的种种异常举动中，隐藏着 400
年前的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济世英雄。

这位英雄就在莆田地区的众多书院里。他拱
手而坐，头戴儒巾，身披大袍，望着面前的供品与
求签者，金漆的面孔似无表情。英雄已逝去四个世
纪，时间潮水冲刷，离当时愈远，历史愈斑驳模
糊……

终于，有人以这位英雄之名写了一部莆仙戏
《林龙江》，把莆田民众膜拜为“先生”但不详其事
迹的庙中偶像，在舞台上还原为鲜活的英雄传奇。
这个传奇的讲述者，是在仙游县城生活了一辈子
的大剧作家——— 郑怀兴。

痛史中的英雄

春节之际的莆田仙游，绿意盎然。沿着曲折小
路，经过葱茏的荔枝树和龙眼树，就到了县城一隅
郑怀兴先生的家。

“我现在所住之处，就是抗倭的古战场。”71
岁的郑怀兴如是描述，令闻者一凛。他家后面一座
小山，相传戚继光在此和倭寇打了九仗，故称“九
战尾”；前面是更壮烈的“十八战”。不远处木兰溪
畔，戚家军强渡虎啸潭追击倭寇的遗址犹存，每年
五月初五，这里都有祭祀仪式。

对郑怀兴来说，创立“三一教”并与莆田抗倭
史紧密相联的同乡林龙江，却曾是个熟悉的陌生
人：“小时候我就知道，乡亲们不论婚嫁、动土、乔
迁或出行，常常要悄悄地去庙里问‘先生’或‘请先
生’。”但是要问这位“先生”是何方神圣？当时的郑
怀兴和很多人一样，却并不太晓得。

郑怀兴逐渐知道，生于 1517 年的林龙江是一
位融合儒释道精华、以儒家为根本精神的大思想
家和大慈善家，做了许多济世益民的好事，他最大
的壮举，是十年中数次带领门人埋葬和火化倭乱
中罹难民众的遗骸，总数达几万具。

受了感动的郑怀兴，以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了
林龙江的传奇，这就是创作于 2004 年的莆仙戏

《林龙江》：
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为乱沿海，莆田一带

受害最深。有一人对倭患早有预见，他就是林龙
江。富有才华但文章锋芒毕露的他屡试不中，经道
人卓晚春启发而悟道，放弃功名，致力传道，扶世
济民。

看到倭寇威胁迫近，而当地武备松弛，林龙江
向官军献上《抗倭管见》，却被嘲笑。当倭寇真的杀
来时，林龙江出头，与乡绅约好共同出钱请路过的
广东兵出手；解围之后，林龙江依约奉上酬金，其
他乡绅却背信弃义不肯出钱，林被恼怒的广东兵
鞭打，但仍劝说他们不要为害民众。

此后，林龙江向官府建议由乡人自办团练，共
御倭寇，但未被采纳。临近过年，倭寇气势汹汹而
来，林龙江提前招呼乡人逃难，也被嘲笑。倭寇在
内奸带领下烧杀抢掠，血洗莆田。令人心痛的是，
倭酋敬畏龙江先生，下令保护林宅，但劫后归来的
乡人见林宅独存心生嫉恨，纵火烧了林家大厝。林
龙江顾不得追究，而是卖田募钱派门人收尸火化
后安葬，使死者得安其灵，让生者不病于瘟疫。

今天，在莆田市纪念林龙江的东山祖祠中，仍
保存他和弟子积薪火化遗骸时所用的骨灰罐，令
人视之动容。据莆田市林龙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卢
永芳介绍，莆仙地区在政府部门登记的三教祠
(书院)有 1700 多座，散布于社区村镇中，香火颇

旺，发挥着崇德向善、扶危济困和社会教化的功
能。

2017 年为龙江先生诞辰 500 周年，《林龙
江》在仙游首演。“本地老百姓很爱看莆仙戏，希
望这部戏能帮助乡亲更好地了解林龙江的事迹和
精神，净化世道人心。”郑怀兴说。

在他看来，林龙江最值得今人学习之处，是以
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从自己做起，在日常
工作生活中，做个有追求有品格的人，进而推己及
人，互爱互惠。这样做的人多起来，风气会逐渐改
善，社会就能充满希望。

史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兴化府城
(今莆田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为倭寇攻陷，
被占领两月之久。直到戚继光入闽抗倭，取得仙游
大捷，倭寇才弃城而去。二月初二，幸存者相互探
视伤亡情形，二月初四莆田、初五仙游再补过一次
年，称“做大岁”。后因二月农事繁忙，莆仙民间就
把做大岁改到正月初四、初五。“白额门联”、初二
“探亡日”也因此融入当地年俗。

时至今日，莆仙地区过年“做大岁”已传承
450 余载。“莆田人把最大的痛，融入最大的节，我
们的年俗中包含着公祭遇难者的仪式。”莆田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唐炳椿说。

打退倭寇要庆祝，心理阴影要驱散，非要轰轰
烈烈地庆祝不可。做大岁过后，莆田从初六开始到
二月二轮番上演各色节庆活动，爬刀梯、跳傩火、
打铁球等民俗表演延续至今，成为此地独有的“元
宵月”嘉年华。今年莆田元宵文化旅游月的主题为
“妈祖爱，元宵长”。

为古事注入今情

2004 年完成的《林龙江》，是郑怀兴剧作中思
考倭患系列的第一部，此后又有《浮海孤臣》《海
瑞》《青藤狂士》等戏，显示了作者对明史的深思。

为何会有倭寇？郑怀兴认为，明朝实行“海禁”
的锁国政策是主因。其时，日本诸岛争向中国朝贡
求利，互相争斗起来，在中国沿海制造骚乱，明政
府于是实行“海禁”。“那是因噎废食。”郑怀兴说，
结果使商人变成了走私犯甚至是海盗，勾结日本
人，趁中国沿海防务空虚，大肆走私掳掠，越发猖
獗，终致嘉靖年间大倭乱。这正是莆田痛史与林龙
江义举的大背景。

郑怀兴基于历史记载而创作的《浮海孤臣》，
或可称为“《林龙江》前传”。它讲的是明朝一个使
者到日本小岛上去劝说大海盗王直归降，结果昏
庸的朝廷中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杀了王直，维持海
禁，引起倭寇猖狂反扑，血洗莆田。

“如果明朝能像宋朝那样开放海上贸易，会是
非常繁荣的，”郑怀兴说，“这些戏有现实意义———
通过沉痛的历史教训，让人们体会到今天中国倡
导的改革开放、‘一带一路’，是非常正确的。”

从 1981 年的成名作《新亭泪》开始，郑怀兴已
写了 20 余部历史剧。他从小对历史有浓厚兴趣，
儿时听祖父讲古，长大后看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
著作，他还向朋友借来《古文观止》，全文抄录再细
读。这为郑怀兴写历史剧奠定了史识、思想和语言
的坚实基础。

郑怀兴的历史剧讲的是古事，但总是让人感
觉到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感。“为古事注入今情”，
正是他创作上的追求和诀窍。

“写历史剧不是搞影射，今情必须真诚，古事
不能歪曲，这样，将今情注入古事，才能使古人复
活过来，才能从栩栩如生的古人身上发现今人的
影子，引起观众的共鸣。”郑怀兴说。

《林龙江》《妈祖》《冼夫人》构成郑怀兴历史剧
中的英雄系列，有他一以贯之的思考：“我要把这
些神请回到人间来，让人们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
高尚的品格、行为和精神，才从人变成了神，而不
能盲目地顶礼膜拜。”

妈祖，这个死时年仅 28 岁的莆田湄洲女林
默，缘何被后世册封为“天妃”“天后”，成为影响遍
及中国沿海和东南亚的海上女神？“古代说她有
‘异禀’，就是特殊的能力，但如果只停留于会看病
和预知吉凶，她就只是一个巫婆而已。”郑怀兴说，
他的剧作《妈祖》，塑造了一个舍己为人、胸怀博大
的女性，她为海上遇困者做了太多的好事，最后为
了救人而牺牲自己，被后人奉若神明。

当然，郑怀兴说，妈祖也是应运而生，宋朝与
海外贸易发达，人们是多么需要一个海上护航的
神灵啊。在他家的客厅墙壁上，有一幅巨大的妈祖
像，那是他女儿的手绘作品。

“历史剧要想好看，一定要写出思想境界，发
出时代新声，”郑怀兴说，“还要有精彩的故事，否
则就是说教——— 观众不爱看！”

专心写戏四十年

1948 年，郑怀兴生于仙游，1971 年始自学写
戏。从 1980 年正式到仙游县编剧小组算起，他已
专心写戏近四十年。

郑怀兴成名颇早，创作于 1981 年的《新亭泪》
是他第一部历史剧，也成为莆仙戏继上世纪 50 年
代《春草闯堂》后，又一部蜚声全国的经典之作。
1986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剧
文学学会邀仙游县鲤声剧团进京，展演郑怀兴的
三台戏《新亭泪》《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并为
这个小县城来的剧作家举行剧本研讨会，使他的
戏剧创作获得全国声誉。此后，《半月谈》杂志将郑
怀兴与魏明伦、郭启宏并称为“戏曲界三驾马车”。

与他视野开阔、思想深刻、丰富多样的剧作形
成反差的是，郑怀兴从事创作以来一直住在莆田
市辖下的仙游县。起初这是不得已——— 他年轻时
就承担起照顾祖父母和智障弟弟的责任，加上有
些口吃，自认不适合到外面与人交往；后来他渐渐
意识到，正是因为待在小地方，心无旁骛，自己才
能写出这么多作品。

“我在仙游编剧组，从来没有谁指定要写什

么，我对什么有兴趣就写什么，有很大的创作自
由。”郑怀兴说。

莆仙戏，莆田和仙游一带特有剧种，是宋元
南戏的活化石。上世纪 50 年代，陈仁鉴执笔改
编的莆仙戏《春草闯堂》，引起全国轰动。莆田市
只有两三百万人口，莆仙剧团却有 100 多个，庙
会演出、乡村节庆演出是剧团主要的生存方式。

儿时的郑怀兴就爱看莆仙戏，和小伙伴以
树枝当刀剑，用树叶编头盔，自编自演，不亦乐
乎。从事专业创作后，鲤声剧团一直是演出郑怀
兴新作的“试验田”，剧团演职员素质高，培养了
一大批爱戏懂戏的本地观众，这使郑怀兴如鱼
得水。

老师陈仁鉴的教导影响了郑怀兴一辈子：
你只管把戏写好，不要去争什么待遇，该得到的
都会得到。名和利是过眼云烟，只有好作品才能
留下来。

郑怀兴跟每个剧团合作都很好，他只强调
一个：把戏排好演好最重要。“他们问我要多少
报酬，我说那无关紧要，就是把戏演好，”郑怀兴
说，“我从来不讨价还价，干吗讨价还价？！我们
不是生意人，戏演得好才高兴。如果戏演不好，
观众骂‘这是个臭戏’，那给一百万我都不要，觉
得是耻辱。”

郑怀兴的作品，大都为传统戏曲形式，但透
出很强的思想性和现代精神。这个小县城的大
编剧是怎么做到的？“读书和思考很关键，我从
小爱看书，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郑怀兴说。
他的书房，约十米长的一面墙全被古今中外的
书籍所占据。

其中有许多西方现代戏剧作品。“外国的剧
本与中国传统戏相比，角度和立意不同，情节和
结构很精巧；我认为，中国的戏曲，应该在坚持
本民族特点基础上，大胆地向外来文化借鉴，这
样才跟得上时代，与世界接轨。”他说。

作为这一认知的实践，郑怀兴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写出《青蛙记》《神马赋》《造桥记》等探索
性的戏，直到 20 多年后才得以陆续排演。这些
剧作虽不如他的历史剧有名，但被一些评论家
视为郑怀兴更重要的作品，因其将中国当代戏
剧“拉升到了世界水平”。

迄今，郑怀兴创作了 40 余部戏曲作品和数
部电视剧，涉及莆仙戏、京剧、晋剧、秦腔、琼剧
等剧种，屡获全国奖项，演出率很高。2018 年全
国戏曲舞台上，郑怀兴的新老剧作有 12 台上
演，成为令人称奇的艺术景观。

“每个剧本都有自己的命运，急不得的。写
出来后什么时候排演，能造成多大影响，都是它
们自己的命运，编剧只要用心写就行了，别的不
管。这就好像当父母，孩子长大后能不能成才，
那是他们自己的命运，父母能做的就是好好地
培养他们。”郑怀兴说。

回望戏剧人生，郑怀兴充满感激。“比起陈
仁鉴先生等前辈，我真幸运，在改革开放时代可
以安心写戏，获得认可。”他说，若不是很早就奠
定在全国戏曲界的地位，他这个没有经济实力，
也没有背景的小县城编剧，不可能被全国各地
剧团邀请写戏，更不可能到台湾和国外去做交
流。

在 2016 年出版的四卷《郑怀兴戏剧全集》
扉页上，作者写下：安身立命于梨园。

“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平凡、单调、寂
寞，而我自己营造的戏剧天地，却是一个丰富多
彩的世界，自己流连其中，常常也乐而忘返。”郑
怀兴说。

400 年前，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倭患中的济世英雄

400 年后，一曲莆仙新戏与一位小县城的戏剧大家

莆田“一年两过”背后的今古传奇
马斗全

因此生与书结缘较
深，自然也就对书店、图
书馆多有感情。去过好
多图书馆，最大的去过
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最
远的去过三亚市图书
馆。而感觉亲切、以为办
得最好的，却是至今尚
未去过的温州市图书
馆。

我与温州似乎有一
种夙缘。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主持《难老泉
声》诗刊时，著名诗人吴
鹭山先生曾数次赐稿，
同时又抄寄词学大师夏
承焘先生的词稿，使敝
刊大为增色。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开始在《温
州日报》发表文章。随后
陆续结识了赵乐强先生
等多位温州诗人，参加
过好几次在乐清举办的
诗词活动，数次上过雁
荡山。更与当代诗学研
究权威、温州籍北京大
学教授钱志熙先生为同道好友，于古典文
学和当代诗词有所探讨与交流，两人许多
观点和见解几乎全同。有几次探讨和交流，
即是在温州进行的。钱教授曾为拙著《南窗
吟稿》作序，又邀我到温州作过讲座。

我与温图结缘，是 2010 年获赠《温州
读书报》，一读而感叹一个市的图书馆竟办
了这样一份有品位的读书报，随后即开始
在该报发表文章，并与主编卢礼阳先生加
了微信好友。我的读书文章，以前多发表于

《中华读书报》，从此就多给《温州读书报》，
以表支持。从礼阳先生的微信朋友圈所发
内容，除了看到一位热心于图书事业的学
者每日忙碌辛劳外，又经常看到图书馆的
各项工作和诸多情况。我还多次收到温图
工作和温图为温州市所做工作的简报、通
讯等，收到几期方韶毅先生主编的《瓯风》。

温图，不知不觉成为我退休后联系最多的
图书馆。那次去雁荡山，本拟温州市区逗
留，拜会礼阳先生和温图其他朋友，参观一
下我想像了多次的温州市图书馆。奈何活
动行程安排很紧，抽不出时间又不能请假
离队，而未能到温图。因向礼阳先生致歉，
说下次一定去。两年后再到雁荡山，因同样
的原因，且与数人同行，事先订好机票，竟
然还是抽不出时间，于是只好劳礼阳先生
来乐清一会，始得相与畅谈。

去年，收到礼阳先生赠书《此心安处》，
系方韶毅先生主编的“瓯风文丛”之一种，
亦系温图丛书，而喜其编纂之认真和严谨。

此外，温图还整理或编辑出版《温州文献丛
书》《温州文献丛刊》，还有《籀园芳馨》《瓯
风》等。从这些系列出版物分明可以看出，
温图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图书馆，而成为温
州市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机构。近又获悉，
礼阳先生主编的《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
钞本丛刊》已纳入中华书局著名的“中国近
代人物日记丛书”系列一体刊行，正在陆续
出版，更是温图对地方文献和中华文化的
一大贡献，所以受到读书界广泛关注。只此
几端，便令人感叹不已。不要说各地市级图
书馆，便是那许多省市大图书馆，如这样致
力于图书文化建设的，得有几家？或者有人
说，温州经济发达，有钱，自己供职的图书
馆没有相应经费。文献的整理出版固然需
要经费，但许多经费充足的图书馆，并未能
像温图这样。岂不知，做这许多工作，第一
不是钱，而是切切实实的敬业精神和辛苦
付出。笔者也曾搜集整理过古籍，更做过多
年编辑，那辛苦，只有同行知，难与外人道。

以礼阳先生为例，读《此心安处》，最能
窥见他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与痴迷。一次
与友人翻看我的雁荡山之行照片，看到礼
阳先生和我的合影，友人说，这位卢先生比
你还瘦。我说：虽然瘦点，但他身体很好。友
人似乎有些怀疑，问是吗。我说：如果不是
很好，那他早就累坏了。没想到友人说：莫
不是过于劳累，瘦成这样了？我想他的话也
不无道理。所以后来数次提醒礼阳先生注
意休息，不要太劳累。礼阳先生和他那些温
图的伙伴们，这样长年累月地辛苦和付出，
埋头为地方文化做贡献，并无名利可言，正
是人们常说的为他人做嫁衣裳。在中国经
济最为发达、商潮滚滚的温州，有这样一座
可以傲视许多大图书馆的图书馆，有这样
一群颇有定力的图书馆人，堪称奇迹。这就
是我非常喜欢温图的原因。所以出版的几
本拙著，还有我们中镇诗社编著的好几本
书，都送温图，聊表心意。

温州，虽说偏处一隅，但古来注重文
化，多有著名文人，而有“东南邹鲁”之称。

温州市图书馆创办于 1919 年 5 月，与著名
的五四运动同时，不知是巧合还是相关，总
之已有百年历史，甚令人羡慕。温图如今越
办越好，有这样一群图书馆人，似乎也就不
难理解了。

﹃
温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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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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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人们要过两
次年——— 除夕晚上为“做
岁”，正月初四晚上才是最盛
大的年——— “做大岁”，更奇
怪的是，莆田人正月初二是
不去别人家里拜年的，当地
还 保 留“白 额 门 联”的 传
统——— 大红春联上方露出一
道白条，喜庆中透出些许悲
伤

莆田人过年的种种异常
举动中，隐藏着 400 年前的
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济世英
雄

古古风风

▲仙游正月“闹元宵”。 张张力力摄摄
仙游县鲤声剧团演出的莆仙戏《林龙
江》剧照。 郑以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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