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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霜染深秋

14 悦览——4个比喻，道尽人生

15 非遗——黄骅烙画

南皮县城南的许庄村

西，有一座建自清乾隆年

间 的 古 墓 ，至 今 保 护 完

好，墓碑字迹清晰可辨。

墓地的主人是南皮人许

南金。让许氏族人引以为

豪的是，这位先贤在世时

不 仅 品 德 高 尚 ，颇 有 威

望，他还是一代宗师纪晓

岚的老师。

齐家务、王家务……

沧州为啥很多村都叫“务”
■吕永森

纪晓岚到南皮读书，师从许南金。他于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考中进士，为官50
余载，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是名副其实
的大学士。纪晓岚一生著述颇丰，其中的文
言文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享有盛
誉。书中内容多是鬼怪神异的故事，然而却
在诙谐与幽默中给人以警示与启迪。

在《阅微草堂笔记》所描写的 1196个
故事中，有关南皮的占 13则，其中两则是
关于许南金的故事。纪晓岚在两则故事中，
对授业恩师许南金的尊重、推崇之情溢于
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老师苦学通儒、正派公
道、慎独操守、不信邪魔的赞许。

其中一则故事写道：南皮的许南金先
生，最有胆量。

先生在寺院读书，与一位友人同睡一
张床上。半夜，见北墙壁上燃起了两支灯
炬。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巨人面孔从墙壁
里突出来，像簸箕那样大，两支灯炬就是双
目发出的光亮。友人两腿发抖，几乎要被吓
死。许先生披上衣服，慢吞吞地起来说：“想
读书，正发愁蜡烛已经点完了。你来得正
好。”于是他拿起一本书，背向墙壁坐着琅

琅吟诵起来。没读几页，那目光就渐渐消失
了；他拍着墙壁呼唤，巨人脸再没有出来。

还有一天夜里，许先生上厕所，一个小
童举着蜡烛随往。巨人脸又突然从地上冒
出来，对着他们笑。小童吓得扔掉灯烛扑倒
在地。许先生拾起蜡烛放在巨面怪的头顶，
说：“蜡烛正没有烛台，你来得又很及时。”
巨面怪仰视着许先生没有动。许先生说：

“你哪里不能去，偏要在这里？海上有追逐
臭味的人，你难道就是吗？那么，不能辜负
你的来意。”说罢，他就拿起一团厕所的秽
纸朝巨面怪的嘴擦去。巨面怪呕吐起来，狂
吼了几声，把蜡烛弄灭了。巨面怪也随之消
失了，从此再也没出现。许先生曾说：“鬼魅
都是确实存在的，也时而亲眼见过。只是检
点生平，没有做过不可面对鬼魅的恶事，所
以我心中无愧，一点儿都不害怕。”

纪晓岚记叙的许南金不怕鬼的故事，
形象表现了许南金“检点生平，不惧鬼魅”
的性格特点。在民风淳朴的乡里，许南金

“处家庭友爱慈惠，出于至诚”，乡人都很爱
戴他。或许，这也是许南金受到后世仰慕的
一个重要原因。

沧州境内，村名中含有“务”字
的不少。

比如，黄骅齐家务镇有东、南、
西、北、后齐家务等；盐山边务镇有张
边务、小边务、大边务、霍边务、周边
务等；南皮有东、西唐务等；沧县有
刘、大、孙崇家务和齐家务等；河间有
曾家务、前豆务、王家务、大黄务、东
化务、西化务等，献县有支家务……

这些带“务”字的村庄中，现在
地图上只有任丘和泊头的村庄将

“务”字写为“坞”字，如任丘麻家坞
镇有一、二、三麻家坞和坞坊村，泊

头有大阎坞、小阎坞等。
关于这些村庄名称中“务”字

的来源，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种说法是，燕王扫北时，天

降大雾，这些村庄受到了保护，于
是取“雾”读音，将村名取为“务”。
这显然只能是传说，并无可信之
处。古人立村，同选择住宅一样，须
根据天时地利人文等要素，不可能
如此儿戏。

另一种说法是来源于船坞，也
就是造船、修船的地方。我们推测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也不尽准

确。因为看地图就知道，许多含
“务”字的村庄并不临近古河道，而
且有些还离河流还很远。

比如，献县的支家务村北就是
黑龙港河。船坞里修造船只，必得靠
水，还不能影响河道交通。如果这里
曾经是船坞，那大概率会有码头、沟
壕等，但支家务村从来没有发现类
似遗迹。所以，支家务村即使靠近河
流，但大概率也不是所谓的船坞。

最后一种说法，“务”字极大可
能是北宋时期的地名遗存。到了北
宋时期，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形成

了城镇商业化的局面，出现了像
“店、铺、市、场、务、津、院、寨、关、
镇”等多种形式的村庄形态。这些
村庄形态作为地名也被保存下来，
并且这些村庄形态也开启了基层
行政区管理的雏形。

“务”，本是指一种专办事务的
场地，它出现在唐朝中后期，一般
指征税机构。当时，设置这个机构
的区域并不多。到了北宋时期，在
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贸易繁
忙的地区，设立叫“务”的衙门机
构，负责掌管贸易和税收。

据记载，在宋辽金时期，除州、
府、县要设置税务或税场外，县以
下的行政机构，很多地方也开始设
置税务或税场。比如：茶务、盐务、
酒务、市易务、市舶务等。其中，“酒
务”的设置就很广泛，说明了宋朝
商品经济的发达。

那些带“务”的村庄，无论是临
近河道，还是临近官道，有很大一
部分应该是同税务征收，或者市集
交易有关。因此，“务”字很有可能
是宋代流传下来的地名，这也是含
有“务”字的村庄名字的一大来源。

地名里的沧州

纪晓岚的老师许南金纪晓岚的老师许南金
■赵树森

命途多舛的许南金

许南金，号比庵，一生命运多舛。他 3
岁时失父，8 岁丧母，幸好得叔父抚养，
让他读书学习。许南金自强不息、发奋读
书，得到很多位老师的夸奖。然而，许南
金中举以后，又接连参加了三次会试，都未
能及第。自此，他失去信心，不再参加会试，
转而创办书馆，潜心教授学生。

从他墓碑上的碑文来看，他的门生中
至少有 4人中进士，分别是：张受长、张乃
史、马兆鳌和纪晓岚。

许南金做人很有气节。传说，有一次，
许南金在南皮城街上行走，巧遇县令乘轿
路过。许南金躲避不及，受到衙役的呵斥，
许南金与衙役争辩起来。县令将许南金囚
禁在牢，既不审讯，又不放人。过了几天，狱
卒对他说：“你写个悔过书吧，我帮忙求情

把你放出去。”
然而，许南金不愿写悔过书，并对狱卒

说：“你告诉县太爷，给张道捎个信，就说我
许南金死在南皮牢里了，叫他来给我收
尸。”

许南金提到的张道就是他的门生，
后 来 为 许 南 金 撰 写 墓 碑 碑 文 的 就 是
他。当时，张受长分授河南彰、卫、怀三
府，兼管河北司副使兵备道，南皮人都叫
他张道。狱卒将许南金的话告诉了县令，
县令大惊，赶紧跑到牢里，给许南金作揖
拱手、赔礼道歉，用轿将他送回家。

许南金教书 13 年，一直到乾隆七年
（1742 年）去世，教书生涯才结束。纪晓岚
和张受长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纪晓岚笔下的老师

打呜哩哇

沧州老俗话

沧州话里是指人说话时，一

方听不懂，装傻充愣，顾左右而言

他。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中山书隐：打唔哩哇就是支支吾吾，
假意搪塞，扯闲打岔，顾左右而言他的意
思。

孙克升：我们这里是指装听不懂的
意思，或知道而不愿明说，“我问他半天，
他光跟我打唔哩哇”。

中山书隐：打唔哩哇应该是来源于
唔哩哇啦这个词。唔哩哇啦是粤语中的
常用词汇，意为“闲扯、闲聊”。唔哩哇啦
的另一个意思也是“牵扯、捣乱”。唔哩哇
啦作为一个常用的俚语，其语气较为亲
切、随意，可以让交流双方的距离更近，
也能够使得谈话氛围更轻松愉悦。同时，
唔哩哇啦也有着讽刺的意味。

冯姐：我们也说打唔哩哇，指故意装
听不懂，搪塞对方的意思。

冬东：我们说“打哑巴chan”，也说打
岔。但打岔多是无意，打哑巴chan多指故
意。

马金铃：打哑巴缠的表现就是装作
听不懂。他可能没有多少表示，甚至只是
摇摇头，摆摆手。

老兵李：打唔哩哇，与“顾左右而言
他”意思相近。

沧海粟：我们这边说咦哩哇，属于一
种低级的掩饰。回应方一般说：你少给我
来这些咦哩哇。

马金铃：我记得有一个儿童游戏。孩
子发出“啊”声，拉长音，用手有节奏地轻
轻拍嘴，叫“打哇哇”。虽然发声，但毫无
内容。“你说话，我权当你在打哇哇。”就
是指故装听不懂。

许南金墓

●他不慕权贵，不怕“鬼魔”；
●他的故事被学生写进《阅微草堂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