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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华漕情

【我爱家乡篇之三】

新华漕··

侯尧封 （1515-1598） 生于正德十年
（1515）十月初一，他是抗清名将侯峒曾的曾
祖父。

侯尧封求功名之路漫长曲折，41 岁时在
乡试中考中举人， 但因当时侯家没有充足的
经济来源，只能靠自己潜心且耕且读，拼凑资
金，一次次赴京应试，终于在他 57 岁第六次
赴京应试时考中进士，金榜题名，为侯氏子弟
奋发攀登仕途树立榜样。 而后在踏入仕途的
进程并不顺畅，起起落落，充满艰辛。

侯尧封先担任刑部主事， 再赴督察院任
监察御史（正七品）负责江西军务。 侯尧封所
到之处提倡教育教化，修上饶鹅湖书院，庐山
白鹿洞书院，建立文化名人祠堂，最为显著的
政绩是主持修筑九江湖堤。

随后侯尧封继任福建巡抚使时， 在查办
一件弑父大案时， 经受了一场严峻的人格考
验。他发现建宁县知县受贿出卖官爵，便将其
弹劾，而这个知县背后有吏部侍郎（三品官）
作靠山，转眼调往江陵任职去了。侯尧封愤愤
不平，坚持己见，结果他遭排挤，被派到辽东

审案， 后来又被降为湖广佥事， 分巡于斩州
（今湖北省斩州县）。

侯尧封依然以诚实正直的作风处理政

务。 斩州盗贼猖獗，既有水盗，又有山贼。 侯
尧封应对水盗十分果敢 ，以建造楼船 ，安插
间谍，扼守要害，最后一举捣毁了水盗的巢
穴。 面对大同山山民，倚仗天险，藏匿亡命之
徒，逃避朝廷税赋 ，同僚意欲派大军攻山剿
灭 ， 而侯尧封力排众议派遣能吏与山民谈
判，约定对他们减税减负 ，并安排他们的子
女出山接受教育， 山民不再与官府为敌，安
分守己。

侯尧封调任湖北襄阳时，当地大旱连月，
他主持祈祷降雨仪式，第二日天降及时雨，被
当地百姓颂为“侯公雨”。襄阳城踞汉水边，两
岸低平且不坚固，侯尧封组织民工加高堤岸，
又修老龙堤以防范洪水，果然当年汉水暴涨，
城外水高三丈，而城内安然无恙。 洪水退去，
命人增高城墙，整修石驳岸，同时又筑两条石
梁，直通附近的岘山。 有人认为是“一朝被蛇
咬，十年怕井绳”的迂腐之举，侯尧封不予理

睬，继续把石梁架设好。
第二年，侯尧封母亲病故，他回家奔丧守

孝之际，汉水复发且比往年更加汹涌，水涨到
离新增城墙仅一尺处， 而城外无数百姓得以
通过石梁逃到山上，幸免一劫。 侯尧封的未雨
绸缪决策，使他在当地再次名声大振。

年近 70 岁时侯尧封担任了福建省参政
代理布政司 （副省级）， 有库吏向其献媚说：
“库中有来历不明的几万两银子，大人可随意
支用。 ”侯尧封厉声呵斥，丝毫不为所动。

侯尧封沉浮官场二十多年，始终两袖清
风 。 万历十八年 （1590）告老归里 ，时年 74
岁。

返乡后，随着家庭成员的扩大，他以身作
则，严厉家风，时常教诲他六个子女说：“不愿
尔等为第一流官，但愿尔等作第一流人。 ”

看到家乡的百姓被沉重的税负压得喘不

过气来， 侯尧封立即写信给户部尚书及松江
知府、嘉定知县，提出“岁漕永改”利民建设。
他在信中恳切地说：“各位当官为吏的享受爵
禄，穿红戴绿，要为朝廷尽忠，又要为皇上分

忧，同时也要关心民间疾苦，替百姓着想，各
位身为父母官， 天下哪有做父母的不疼爱自
己孩子的道理……” 万历皇帝根据户部尚书
的奏本，恩准嘉定县减少田赋的税额，为此嘉
定人对侯尧封极其推崇。

侯尧封清政廉洁、心有百姓的胸怀，在他
豪纵雅谈随所欲言的诗词中得以印证。 有一
首《送刘筠乔山人归楚》诗云：“龙蟠江上新月
明，龙蟠江中新水生。 自怜赠别无他物，醉把
清光送尔行”。 还有一首在福建而作的《题浮
盖山卧牛石》 诗云：“田人乡间少， 时将孟夏
终，如何尚高卧，不起助农工？ ”这首小诗写得
清新活泼，今人读后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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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汤良敖

年前， 华漕镇政府图书馆沈老师来电询
问我的家庭地址邮箱，说新的一年，镇政府要
给我们“花知季”读书会成员每人订阅一份报
纸。 我当时想，我们每个月参加学习时，读书
会总会给我们每人发放《新华漕社区晨报》和
当天安排的书友们主讲精彩内容， 还经常发
著名作家的新作，怎么现在要寄到家里了？

2021年元旦，新年伊始，我家的邮箱里一
份崭新的《解放日报》映入了我的眼帘，头版
头条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新年贺

词：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致祥幸
福美满！双手捧着《解放日报》，只感到浑身温
暖，我和“花知季”的情缘不禁一幕幕涌上心
田。

我从青浦县华潮供销社 （即现在青浦区
华新镇）通过单位商调到上海县纪王供销社，
即后来闵行区华漕商业总公司直至退休。 幸
运的是，正逢盛世，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
国梦” 呈现了一个既有憧憬又具体的理想和
目标。 我永远忘不了在“精彩华漕”度过的三
十几年多姿多彩工作学习生涯，没法舍弃“花
知季”（华漕、诸翟、纪王的谐音）这充满书香
的小屋。

2002年，华漕图书馆馆长郑兰芳老师和华
漕民间乡土艺人朱墨钧老师为了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镇
党委、妇联、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花
知季”读书会。 我由书法家谢贤 （音：扔）先生
的介绍，第一次认识了读书会成员，看他们如
此热情谦和、才华横溢，我被深深地感染了：读
书会会长朱墨钧几经考察、 查阅有关资料，写
出了三十多万字的《闲话〈紫 村志〉》在《花知
季》连载，他独特的吹墨画艺术曾经为西哈努
克等多国元首表演；和蔼可亲的谢荣、丁黎老
夫妇俩采访过数百位名人，其报道和摄影作品
在上海及全国各媒体发表；谢贤 先生的左笔

横书和嵌名对联堪称沪上一绝，他曾应邀为江
泽民、新加坡吴作栋、汪道涵等数百位名人用
左笔横书所制作过嵌名对联；庄智娟老师创作
了长篇小说《风雨不了情》以飨读者；才思敏捷
的文学教师周宝宝、一丝不苟的文化编辑王庭
元、乐于奉献的志愿者干政国、能歌善舞的邬
爱华、勤于笔耕的热心知青郑斐等老师都令我
肃然起敬、钦佩不已。

在郑兰芳会长的精心策划安排下， 书友
们能者为师，主讲了《礼仪与习俗》（朱墨钧）、
《充分发挥 “正能量”》（郑兰芳）、《网上乾坤
大》（庄智娟）、《古诗词欣赏》（周宝宝）、《采访
名人》、《“朗诵天使” 孙道临》（谢荣、 丁黎）、
《楹联和书法》（谢贤 ）、《谜语创作 》（干政
国）、《孙中山奉安大典记事》（东方燕林）、《世
界三大宗教》（吕思恭）、《医疗和保健》（路中
华）、《运动与健身》（施国庆）、《标题的妙用》
（吴朴）、《咬文嚼字》（黄庭元）、《缅怀纪念表
哥冯 （音：哲）》（邬爱华）、《散文的思考与属
性》（郑斐）、《在书海中学游泳》（钱荣生）、《金
色梦想实现啦》《经络保健 康复晚年》（汤良
敖）……老师们都认真做足了案头准备，作了
精妙演讲，坚持至今已 19 年。

在读书会成立 5 周年之际， 在华漕镇党
委、镇政府支持下，在已出的 21 期“花知季”
298 篇文章中精心挑选了 58 篇， 编辑出版了
“花知季”文集《书山小径》。 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总评委叶辛先生
特意为文集写了“倾诉你的心里话”的序言，
他高兴地写道：“像闵行区华漕镇的读书组，
编撰的‘花知季’文集之一———《书山小径》，
搜集了那么多作者的文章， 我还是第一次看
到。 ”在 10 周年又出版了文集《学海扬帆》；成
立 15 周年时在已经发刊的 50 期“花知季”后
5 年中选编文集之三《春华秋实》。

当年，我就压抑不住澎湃的思潮，写了一
首《花知季》赞：

笔耕园地《花知季》，书友切磋抒心声。

弘扬新风尽讴歌，惩恶反腐投檄文。
读书心得随感录，沧桑巨变著宏论。
散文诗歌如赏曲，小品报道赛品茗。
能者为师听讲座，不辞辛劳访名人。
童年苦难堪回首，嵌名楹联横书成。
集思广益集良策，真情实感畅谈论。
《书山小径》路途远，振兴中华与时进。
我在书香浓郁的“花知季”得益匪浅，我

的征文《晚年焕发“正能量”》和《夕阳红似火》
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我爱读书，我爱生活”
征文活动优秀奖，并选入《耕读新曲“农家书
香”》一书。 市老年基金会《九九关爱网》也把
我退休前在华漕“花知季”读书会写的《百善
孝为先》收录至博文集《圆梦九九》中 ，诗作
《赞虹桥枢纽》获得“闵行区统战纪念改革开
放三十周年诗歌”奖。

我眼中的华漕是精神文明之乡、 学习之
乡、读书之乡。美丽整洁的街道、公园、村庄民
居，处处都洋溢出浓浓的精神文明气息，涌现
出众多的“华漕好人、好事，英勇事迹”。 我眼
中的华漕是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开拓奋进，不
断推进社会治理，增强区域发展，加强规划建
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的美好之乡。 感谢镇政府读书会给我们书
友订阅《解放日报》，送来精神食粮。 “精彩华
漕”一定会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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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
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
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
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
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
为 2021 年 4 月 1 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
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并
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
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优
秀“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1 年 2 月优秀 “啄木鸟”：徐洪
源、张德胜、周龙根、严志明、朱建国、滕
国梅、赵水生、刘童、庄秀福、路永敏

2021 年 2 月最佳“啄木鸟”：陆晓地

为官清正的侯尧封
文 干政国

政府送来精神食粮 年

文 王林

爆竹声、打闹声、欢笑声交响在一起
声声的祝福

爷爷有讲不完的规矩拜不完的神

孩子玩着爆竹追逐玩耍

一碗素饺闻到肉香

妈妈总是说那不能吃、 孩子们的欢笑
声挥去妈妈的愁

年啊年，不知到了成年
用嘴亲着不易的车票，挤上列车
妈妈包着饺子，唠叨今年的收成
一家人品着小酒，话着桑麻

年啊年，不知己到中年
电话里的祝福

妈妈总有说不完的话

转眼到了年

视频中的那布满皱纹的脸

年又成愁肠，成了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