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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莊勇

孝子的真正定義是什麼 從恢復舊校曆說開去
我自少年之時，特別喜

歡我中國的古典文學，情有
獨鍾，愛不釋手，這枯燥無
味的東西，絕非是以前或現
在青少年的所好，緣因先祖
及先父早逝，留下這一群孤
兒寡婦來對殘酷的現實。當

時無意之中，我發現先嚴留下的陳舊郵架及
首日封，我如獲至寶。另先祖留下一箱的古
典文學著作，以及原封線壓的古典小說，包
括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薛
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封神榜、還有三、
四十年代的小說，包括魯迅、老舍、矛盾、
巴金、林語堂等名著，還有孔孟的名著，這
些書籍奠下我對中國文學愛好的基礎。但是
時常讀後是一知半解，沒有名師的指點，實
在常常會有學而後知不足之感慨。

過了數年後，我特別請我母校嘉南中
學級任老師王福民、丁星，以及邵建寅院
長，新加坡章長基的指點，由於我自己的自
修，常常會覺得學而後知不足。

我對孔孟的學說特別感到興趣，於是
熟讀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及孟子，人
家告訴我說：「讀了半本論語，可以治天
下。」這句當真，論語是孔子與學生的對
話，在孔子的眼裡，在這世界中，只有君子
及小人。孔子的教訓，雖舊猶新，信不信由
你。我研讀論語凡五十年，參考書數十本，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只有這兩種，古時代是這
樣，現時代亦是。現時更變本加厲，各人只
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酒醉金迷中，
醉生夢死的場合，我們所見是不是都是一些
虛情假意的偽君子嗎？

我 們 大 家 都 知 道 ， 宗 聯 有 選 模 範 族
長，婦女會有選模範母親。据稱菲華有些
團體要選「菲華孝子」，我們是否知道「孝
子」的定義是什麼呢？

孔 子 的 孝 經 中 ， 對 孝 子 的 定 義 是 什
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壞，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這句話很簡單，但是我們亦必須知道

其真正的意思，我們對生我養我，育我的肉
體，不可以隨便的將之損壞，包括自殺亦被
視為不孝，父母有很多人皆有養老金，以備
急需。所以金錢對父母來說，「養子防老，
積榖防饑」來說，並非首要。我們退一百步
來說，子女的成功，在社會有名氣，是不是
父母的光榮。

所以孝道在外國人的眼裡，就沒有那
麼重要了。他們吃飯，都是各自付賬，並沒
感覺什麼不對，在中國人的眼中就大大不同
了。

我在一本書籍中，我看到有這樣對孝
道定義的釋解說，如果你的父母要你去倒一
杯熱茶，你倒一杯冷茶ICE TEA，是不是真
不孝。

在我菲華社會中，我所親眼看到，有
兩位社會的名人，實實在在堪稱為孝子。其
一就是我的好友吳輝漢先生，其母親身體欠
安之時，常常要入院治療；輝漢兄必定陪伴
她寸步不離，治療完畢空閒的時間，必定會
撥時間帶其母親和弟妹到世界各地遊歷，並
邀請香港名醫專程來菲為其母保養，這樣的
結果，使其母多活了十幾年。

第二位是商總副理事長施偉廉，多年
前，我和他根本不相識，我當時時常帶我的
家庭到萬沓俞央伊沙香格里拉五星級的飯
店吃自助餐，我常常看到一位青年人，手推
著輪椅和看護進入餐館，由於多次的見面，
我就自動自發向他詢問，他告訴我他父親出
門不方便，原本星期天他可以與其家人在一
起，但是他卻是推其父親及看護去吃飯，這
樣對他的犧牲，在華社被傳為佳話。這兩位
是我所欣賞的，名符其實的孝子。

以上所寫，是給各位讀者做為參考而
己，在英文的字典中，根本沒有「孝子」這
兩字的正確翻釋。語云：「百善孝為先」，
這是古人名訓。

教育部一位主管證實，
從下學年開始，學校開學時
間將提前，這是教育部逐步
恢復舊校曆的一部分。教
育部日前已批准從2025——
2026學年度起，學校恢復每
年6月開學，翌年3月放暑

假。2020--2021學年度以前，學校一直都是
6月至3月上課，直至3年前才更換成目前的
校曆。

學校之所以換成每年8月開學，翌年6
月放暑假的新校曆，主要是因為不少人認
為，舊校曆6月開學後，正值本國進入雨
季，其間經常都會下雨，這種天氣一般都
持續至10月份。由於本國基建乏善可陳，
雨季期間，每逢傾盆大雨，必會造成四處
漲水，對師生的上下學，帶來極度的不方
便。

此外，菲律濱地處低緯度太平洋之
中，海洋性氣候明顯，夏季氣旋、反氣旋
多且強度大，容易造成大規模降水和高強
度颱風。每年雨季期間，更是時有颱風襲
境。颱風期間，學校三天兩頭都宣佈停
課。有鑒於此，不少人擔心學生功課被荒
廢，所以近幾年一直有人醞釀更改校曆。

另外，也有人認為菲律濱不少亞洲
毗鄰國家都是每年9月開學，翌年7月放暑
假，所以本國應該跟他們一致，以使中學
生畢業後要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們，暑假時
間不會太長，以及本國暑期時間應跟其他
亞洲毗鄰國家一致，以方便本國跟各當地
國家的師生之間，能夠在暑期當中進行學

術等方面的交流，加上本國和不少國家於
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於是更改校曆的事
就這樣水到渠成。然而，到了3年前開始實
施新校曆後，大家才知道，原來夏天上課
並非易事。

菲律濱的公立學校，有時候一間小課
室，一節課上課生數竟多達將近50人，課
室裡不但沒有安裝空調，就連一點新鮮空
氣也沒有。在如此炎熱天氣之下，50多人
擠在一起，的確是活受罪。教育部看清內
中的利弊以後，終於決定恢復舊校曆。雖
然過去3年浪費了大量時間，惟總算還能夠
亡羊補牢。

值得注意的是，今後即使恢復了舊校
曆，應該正面應對颱風停課的問題。由於
過去教育部曾建議颱風停課應實行補課，
但是一直都沒有去履行；有鑒於此，今後
若是颳風，學校最好不要宣佈停課，以免
荒廢作業。教育部應該制定打風時上網課
的完善措施。

對於這一點，政府應該撥出一筆預
算，作為向公校師生提供免費筆記本電
腦，讓他們於颱風時在家裡上網課；私立
學校也應該向老師們免費提供筆記本電
腦，以及向學生們提供價格擔負得起的該
項器材。

此外，本國中學生畢業後，並不是所
有人都到外國留學，所以我們並無必要跟
其他國家的暑假時間一致，至於國與國之
間的學術等方面交流，並不一定交流雙方
都應該是在放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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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鰍燉掛麵
麵條起源於中國，已有

四千多年的製作食用歷史。
說到麵條，人們自然會想到
武漢的熱乾麵、山西的刀削
面、北京的炸醬麵、蘭州
的拉麵、陝西的油潑面、廣
東的雲吞麵，等等。因為製

作工藝及配料的不同，形成各地的特色麵
食。

在長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
一帶，也有一種麵食，叫泥鰍掛麵，它雖
是鄉野尋常味，卻別具一格，深受當地民
間喜愛。

泥鰍掛麵，自然是泥鰍和掛麵兩種主
料做成。

環巢湖一帶，水網縱橫，岡嶺起伏，
河網濕地水稻種植普遍，岡原坡地麥田成
片，是著名的魚米之鄉。水稻田鬆軟油黑
的泥土最適宜泥鰍的繁殖生長，傳統種植
的麥子又為掛麵的製作提供了優質的原
料。

舊日，在巢湖北岸一帶，幾乎三兩個
村莊就有一家面坊。麥收時節，是面坊最
忙碌的日子。

童年的記憶裡，每到麥收時節，母親
會將脫粒的新麥送入面坊，磨一些麵粉，
也加工一些掛麵存放家中。

據說，在唐代，掛麵就已出現了，
但比一般的麵條要遲很久，當時稱「須
面」。及至今天，仍有一些地方將掛麵稱
作「龍鬚面」。成書於元代的《飲膳正
要》所記的「掛麵」，是被學術界認為的
有關掛麵的最早記載。

只是至今沒有文字發現，環巢湖一帶
的掛麵是何時出現的。

掛麵的製作依稀記得大概：幾十斤的
麥粉放在一隻大陶缸裡，和著鹽水攪拌，
然後用木錘舂搗，直到麵團泛出油光，富
有韌勁。舂搗好的麵團要捂上一兩個時
辰，然後搬到一張巨大的案板上，分成小
團，幾個人同時用擀面杖推壓攤成面皮。
撒上麵粉的面皮一層層折疊，切成寬條，
寬條又被搓成圓條，盤在一隻隻陶盤中，
再蓋上蓋子「養歇」一兩個時辰。

「養」好的粗麵條要攀纏在一根根有
兩三隻筷子長、手指般粗的竹棍上，然後
並排插在一隻隻上沿佈滿洞眼的箱子裡。
第二天一早，經過一夜發酵和自然垂拉的
麵條被取出，掛在屋外空地上的一排排木
架上，再人工一點一點地拉伸，直到麵條
如納鞋底線一般粗細，甚至更細，然後任
其在太陽和自然風的作用下晾曬風乾。這
樣，一份綿軟又勁道、並帶鹹味的地道人
工掛麵就完美呈現。

我的童年時代，鄉下食物異常匱乏，
有時饞極了，就從母親掛在屋樑上的掛麵
籃子裡偷幾根彎彎的掛麵來吃。不管是生
吃還是熟食，特別喜歡掛麵那寬扁的面
頭，有嚼頭且帶有淡淡鹹味的面香，讓人
回味無窮。

泥鰍掛麵，自然一定要手工的掛麵、
野生的泥鰍，才是最為地道，最具風味。

春夏之交，新面上市，也正是泥鰍
最為肥美的季節，這時節是泥鰍的繁殖盛
期，雄鰍壯碩，雌鰍滿肚卵籽，入餚最為

鮮美。
麥收過後，也是水田插秧的日子，稍

留意，軟泥中、秧苗間，即可隨手捕捉到
灰黃、滑膩的泥鰍。除了在泥田中捕捉，
還有在塘渠溝池流水的下游下網或是下籠
子「張」捕的。

夜晚「斬」泥鰍，也是孩童時期的一
道樂趣。將大號的縫衣針針鼻端在火上燒
紅，一根根並排燙插在用舊了的塑料牙刷
把上，然後將佈滿針的牙刷把固定在竹竿
頭，「斬」泥鰍的工具就算製成。

晚上，水田里的泥鰍很呆，電筒光
照著也一動不動，「斬」子刷地落下，一
條泥鰍就在一排針尖上扭動掙扎。專注尋
找塘中泥鰍，時常得意忘形，一失足，跌
進溝渠或塘泥中，弄得衣衫盡濕，滿身泥
臭。回家，往往討父親一頓「毒」打，但
斬泥鰍的樂趣，以及母親泥鰍下掛麵的美
味，還是讓自己樂此不疲。

泥鰍掛麵，巢湖北岸一帶稱泥鰍燉
（方言音「得」）掛麵，有「泥鰍燉掛
麵，饞死一巢縣」之趣言。

泥鰍燉掛麵在環巢湖周邊幾乎是家
家戶戶都能做出的家常菜，但是，作為一
道本地特色，各家各戶的具體做法也不一
樣。比如，有的是將泥鰍去其內臟，洗
淨，油煎翻炒加佐料，倒水煮沸下麵條；
有的是沸水下泥鰍，再放佐料下麵條。因
為各家理解的不同，一代代手藝流傳，味
道自有區別。

那日去巢北的蘇灣古鎮拍攝文旅片，
當地推介的特色美食就有泥鰍燉掛麵。鎮
裡特地請了一位知悉當地傳統燒法的廚師
來操作，這才知道，泥鰍燉掛麵的泥鰍一
定要活，土生的泥鰍要養在滴上幾滴香油
的清水裡幾天，讓泥鰍自動吐出腹中的贓
物。燒製時，要先將鍋燒熱，將鮮活的泥
鰍迅速倒入鍋中、蓋上鍋蓋，只聽一陣泥
鰍在熱鍋中的亂蹦聲消失後，再揭鍋倒入
新搾的菜籽油，配上各種調味佐料翻炒，
倒入開水，水沸下掛麵，先旺火後小火稍
燉（得）一燉（得），起鍋入盆，配香
蔥、芫荽，一盤色香味俱佳的泥鰍燉麵條
就充滿誘惑地呈現在你面前。

這種先將鮮活的泥鰍入熱鍋的做法，
保存了泥鰍特有的鮮味，與土製掛麵的特
有風味相交融，味美異常。而泥鰍入口，
牙齒嘴唇輕抿間，綿軟的泥鰍肉留在口
中，泥鰍細長的骨架會完整地分離吐出，
食趣盎然。

泥鰍被稱為「水中之參」，不僅肉
質細韌，且營養豐富，其脂肪成分較低，
膽固醇更少，既是美味佳餚，又是補氣益
腎、暖脾強體之品。

《本草綱目》即記其「暖中益氣，醒
酒，解消渴」。特別是在陰冷的日子，一
盆熱氣騰騰、綿香鮮美的泥鰍掛麵入腹，
酣暢淋漓，暖身驅寒。

泥鰍燉掛麵既可為菜，也可為主食，
是地方菜中的一道特別風味。

可它又不僅僅是一道美味，它純樸
的、極賦地方特色的燒製，蘊涵著一份濃
濃的親情、鄉情，那份家的味道、溫馨的
記憶和長長的掛念，都從舌尖，暖暖地直
達我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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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如意

司馬缸砸光
科 學 的 發 展 ， 可 能 以

人類製造核武器及其種種毒
害人類的東西來毀滅人類自
己。

藝 術 的 發 展 ， 可 以 溝
通騙術來扭曲人心，禍害社
會。我不會畫畫，但我敢說

我會畫鬼，因為人們都沒見過鬼，我隨便自
以為是畫個所謂鬼，誰又能有證據說我畫得
不像呢？

我這樣想且這樣寫，未免有點流氓習
氣，可是我的這種習氣還有其他表現，比
如，我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談我下棋沒輸過，
人家聽了或以為我是吹牛、或以為我了不得
的都可能有。但我其實也沒吹牛，因為我的
確沒輸過。只是，這沒輸過得原因是我根本
不會下棋，所以從未與人對弈過，也沒有輸
贏過。

這的確有點流氓習氣，說話不爽直，愛
抖弄「花花腸子」忽悠或調侃。

我這樣做或許很不像話，但也未必是個
別現象。古時候有個司馬光砸缸的故事，說
是同在一起玩耍的一個小朋友不慎掉入水缸
裡，有生命危險了！正當大家焦急商量著如
何救落入缸中的小朋友的時候，聰明的司馬
光主張且實行用石頭砸破水缸讓水流出來，
從而救了那小朋友的命。於是司馬光砸缸也
成了美談。

可是，世上總有見不得人好的人，他
們面對這個美好的故事信口雌黃，有的硬說
那是司馬缸砸光。如果有人與信口胡謅者爭
論這是非曲直時，偏偏遇上這信口雌黃者固
執地死攪蠻纏的流氓習氣，那個想爭論是非
曲直的人楞是被其折磨得語無倫次而竟然自
己也說錯了。於是變成司馬缸砸光成了「事
實」似的。

這忽然使我想到今日微信上有人在勸
告人們不要去關注惡劣的事，否則自己也會
變成惡劣。的確，我們平時如果要去說某人
說話結結巴巴，甚至還幸災樂禍地要模仿那
人，那自己真的很快就會說話結結巴巴起來
了。這也說明一個道理：好作用不一定容易
起，壞作用卻十分容易起。這也像建築房屋
一樣，推翻一座房屋很容
易，建好一座房屋就比推
翻要難得多了。

在人間，因為流氓習
氣或強盜邏輯很容易得勢
囂張，所以就有了謬種流
傳不勝枚舉。

記 得 小 說 《 林 海 雪
原 》 中 ， 有 些 東 北 土 匪
頭們在歡聚暢談，說到了
「那牡丹江一帶就是我們
的 了 」 ， 還 說 他 們 可 以
「弄個師長旅長幹幹」。
其實他們那些土匪們怎麼
幹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
就親耳聽到有的地方有的
人，以種種手段當上了某
單位的什麼大小官職，就

忍不住在某個宿舍裡喝酒猜拳大呼小叫，可
以想像到他們那時彼此滿臉通紅唾沫橫飛震
耳欲聾的膨脹動感狀態，尤其是那聲聲吼叫
之中，不約而同地彼此高聲稱呼對方官銜得
意洋洋，很有點某個朝代遺老遺少為了點啥
破事而彼此彈冠相慶著呢。至於這些人後來
有沒有倒的倒、死的死，我就不知道了。但
是每次回想當年在途中偶然聽到他們的吼叫
聲，至今還可以感受到他們靈魂的蒼白軟弱
和孤獨。但願他們為官之後沒有民恨！

司馬缸砸光雖然是個訛傳或笑話，但顧
名思義這個訛傳或笑話可能也未必僅僅是訛
傳或笑話。光如水一下樣，是砸不斷的。但
是總有人一直愛砸光，愛劈水，他們不明白
上善若水，也不肯誠服於水不可劈和光不可
砸，總是要拚命劈劈砸砸試試。因為他們大
概從其娘胎裡帶來了流氓習氣積習難改。他
們總認為只有他們沒有想到的，沒有什麼不
可做的。狂妄是他們的人生底色！

因此，不僅有他們這些司馬缸砸光，
無論是水缸尿缸還是菜缸酒缸，他們都不怕
破罐子破摔砸砸光，看看能不能把光砸滅，
讓人間長期墮落入黑暗，因為黑暗就是他們
這些流氓習氣十分嚴重的「人面東西」活動
的天堂，矗立在他們摸黑製造的人間地獄之
上。他們也如同鋼筋水泥一樣冷冰冰硬梆梆
很有力量，鈔票不是許家印的，而是他們愛
印就印的，多印一些拋出去，可以把廣大民
眾的民脂民膏侵吞好多來，以便挽救與他們
狼狽為奸的欠國巨債者。就是這樣一批司馬
缸們拚命砸光而暗箱操作侵吞民脂民膏，拚
命劈水讓民眾的血汗錢在他們的缸中和屠刀
下縮水貶值，來妄圖扶起他們製造的泡沫經
濟的搖搖欲墜的「大廈」。然而，「恆大」
倒了，他們的「大廈」還能不倒嗎？

司馬缸砸光。夜裡沒有太陽，但也還有
點光，砸不完的，至於民生的流水，也不是
凶狠的流氓的刀所能劈斷的。「哪有利刀能
劈水」？

況且，即使長夜漫漫如冬至之夜，而明
天的太陽還會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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