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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

马光水，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出
版诗集《在时间上跳远》。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
章见诸报端。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

李利忠，又名李庄、李重之。
浙江建德人。长日谋食之余，偶
或写点诗文，以遣有涯之生。

我的同事小武是出了名的怕老
婆。我那幼稚懵懂的儿子，有时见到
他，也会气呼呼地指着他的鼻子说：

“你没用，怕老婆！”其实追溯起来，
却不过是某次在宴席上敬酒，他站着
不肯坐，他老婆说，你坐下，小武无
助地四顾了一下，赶紧坐下了。

我们因此经常拉他一起探讨男人
到底为什么怕老婆。当然，有关这
点，早在明代，谢在杭就在他的《五
杂俎》 中钻研过了。他说：“惧内者
有三，贫贱相守，艰难备尝，一见天
日，不复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
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
也；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
持，令非己出，三也。”也就是说，
男人之所以怕老婆，通常有三种原
因：一种是贫贱夫妻，艰难备尝，甘
苦与共，一旦富贵荣华，遇有争执，
男人想到旧日恩情，自然让之避之，
以致怕之矣；一种是老婆貌比天仙，
漂亮非凡，男人自觉三生有幸，爱得
排山倒海，天昏地暗，杀身以报都
干，自然不能也不敢拂她的意；还有

一种则是门户不对，老婆财大气粗、
光焰万丈，逼得男人如临深渊、如履
薄冰，最后人仰马翻，俯首帖耳。在
该书中，谢在杭还分析了怕老婆的
人。说小人怕老婆，是怕老婆的厉
害；聪明人怕老婆，是因为爱老婆；
穷人怕老婆，是要靠老婆养活；有钱
人怕老婆，是怕烦偷安；老婆虽丑而
惧怕，是因为老婆能持家；老婆刚过
门就怕了，是惑于床第之欢；有孩子
而怕老婆，是顾念孩子；没孩子而怕
的，是想生一个。根据谢氏理论，最
后我们一致举手通过，小武是因老婆
厉害，这才畏之如虎。

小武听了也不反驳，最多说你们
懂什么，我老婆说了，怕老婆的是上
等人，爱老婆的是中等人，打老婆的
是下等人。有天他来我办公室闲谈，
说起若干年前，曾于一本书中读到有

个驸马爷和侍女偷情，不想公主好手
段，她先下令在驸马爷的前额上剥了
一块皮，又在侍女的阴部剥了一块
皮，然后交换着贴在原处。这一异体
植皮手术居然成功了！虽然侍女后来
寻了短见，驸马爷却不得不终日顶着
那块皮，行走于政府各部门，令见者
绝倒。最后小武总结说，这样的老婆
连鬼都不敢招惹，人哪有敢不怕的？
但我后来发现，这小子狡猾啊。他的
怕老婆，原来是用来做挡箭牌的，只
要不利于己的事，均以怕老婆为托词
一推了之。

前两天休息，和家人在宝石山上
碰到了小武夫妇，我儿子连忙兴高采
烈地迎上去，大着嗓门说：“老婆有
什么可怕的。”小武好心情，他笑嘻
嘻地说：“几年前的一个情人节，一
只被猫追赶的老鼠误入花店，发现无
路可逃，就顺手拿起一朵玫瑰花准备
抵抗。哪知猫见后当即羞涩地低下了
头，忸怩地说：死鬼，太突然了！”
他指指身边的老婆，“我就是那只老
鼠，她就是那只猫。”

惧 内

瓯海水系多、桥也多。但去瓯海，
一定不能错过将军桥。一条河流淌一
段历史，这一座桥，也记录着瓯海一段
将军治水的故事。此行，我们见到了
治水将军龚欧涛的后人，这一人一桥
的故事，在将军后人的叙述中、在温州
的山水记忆间，静静流淌。

瓯海的将军桥，桥跨勤奋河，是
上河乡通往温州城的必经之路。桥在
唐代时，叫行春桥，因邻河边将军
庙，也被当地百姓们俗称为将军桥。
龚欧涛是晚唐时期的温州郡将，为了
应对嵊县的裘甫叛乱，他率兵抗击，
在行春桥附近激战时不幸溺水。反兵
也因此受挫退出，鹿城得以保全。为
了纪念龚欧涛，行春桥后来就改名为
将军桥。

将军桥的故事有点悲壮，但温州
人民真正记住龚将军，并不仅仅因为
他阵亡于将军桥附近。温州历来水系
丰富，东晋时期，西郊郭溪、瞿溪、雄溪
三溪之水汇入城南两个水门，城内就
已形成一个活动水网。“三溪”汇集，常
有水患。《温州市志·大事记》中记载，

唐总章二年（669）六月，飓风暴雨，海
潮高涨，永嘉、安固两县被冲毁民宅
6848 间，溺死 9070 人、500 多头牛，受
损田禾4150顷，朝廷遣使救灾。睿宗
文明元年（684）七月，温州大水，漂
流 4000 余家。龚欧涛是温州兴修水
利任务的执行者。唐会昌三年，他调
任到温州，时任温州刺史的韦庸交给
他一项重要任务，将鹿城西南一带的
郭溪、瞿溪和雄溪以及其他河流疏通
在一起，把它们和温瑞塘河以及瓯江
连接起来，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会昌
河。旧时都是农业社会，所以水利灌
溉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龚将军虽然
牺牲于温州，但他实实在在的惠民政
事记在温州人的心里。在温州郭溪一
带，“龚”姓居民很大一部分都是将军
的后人。

在任桥村龚氏后人重修的龚欧涛

将军纪念馆，为我们讲述这段将军治
水历史的，就是龚将军的后人龚中
和。2020年，龚中和在任桥村村民们
的推举下，走马上任村书记，他说的
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有人问我为
何愿意出来当村书记？其实就是反哺
吧。”龚中和说，自己家原来条件并
不好，1990年代初，任桥村个体企业
不少，村里的个体企业对他所从事的
加工作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改革
开放的春风下，龚中和的生意有了起
色，但这些年，他也一直想为村里干
点实事，“就像龚将军那样。爱出者
爱返，福往者福来。”龚中和说。

时光流转，不变的是将军桥传颂
的治水故事和精神。如今的将军桥
边，矗立着将军龚欧涛的雕像；龚家
子孙也在温州传承着龚家家训中的持
家治业、立身处世的居家之道。快艇
在温州的母亲河中疾驰，将军和桥以
及沉淀下来的故事，从千年之外横跨
而来。

瓯海的水系，一刻不停地流淌，娓
娓地，仿佛一位老者在说着些什么。

瓯海的一人一桥

《水浒传》 第六十回的曾头市之
战，宋江颇有“黄袍加身”之嫌。

话说宋江同众好汉在外打了胜
仗，班师回寨途中，忽然，路边一大汉
倒头便拜。此人自我介绍，名叫段景
住，盗得大金王子的坐骑夜玉狮子马，
本欲进献宋江，却被曾家五兄弟抢夺，
对方还用污言秽语辱骂梁山好汉。段
某这番话，好生奇怪。明明晁盖是梁
山泊老大，他却当众说要献马宋江。
不过，这种低情商的人也是有的。

然后，宋江把段某领到山寨。在
更多豪杰面前，段某不断说马的事。
宋江自然派戴宗去曾头市打探，结果
带回曾头市井小儿口口相传的顺口
溜：“……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
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
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就这么点
不值一提的把戏，晁盖竟勃然大怒，决
定亲自领兵，攻打曾头市，决心“不捉
的此辈，誓不回山”。宋江表态说：“哥
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
晁盖接上就是一句：“不是我要夺你
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
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
弟去。”一把手说这种话，怎么听怎

么别扭。施耐庵接下来写道：宋江苦
谏不听，晁盖忿怒，便点起五千人
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
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忿怒与愤怒是不同的。愤怒是怒
不可遏的，很激烈，生怕人家不知道。
忿怒是怒而不发的，很压抑，竭力不想
外露。话说三遍泛屎臭，宋江一个劲
地“苦谏”，好像晁盖不会打仗似的。
小说家虽没明说，通过一个动词，一个
形容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尴
尬场面，一屋子人没有不尴尬的。往
日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迎战高
俅，晁盖都没有出面。宋江几战下来，
声望如日中天，早已功高盖主。王伦
的下场有目共睹。这会子，晁盖主动
出山，恐他已深感地位动摇的危机，
旁边那人保不齐没有二心。

吴用没有随军出战，不免叫人顿
生疑窦。前几战都是吴用献策用计，
运筹帷幄。晁盖与吴用是老搭档，按

理应该形影不离，何况这次晁盖带的
都是老部下。即便段某和曾头市的那
段顺口溜不是宋江设计安排的，但吴
用的高高挂起，莫非是三十六计之将
计就计？

仅仅因为对方舆论攻击就要对人
大动干戈，晁盖实在不懂政治，倒像
村野蛮夫。他好像被人算准了是低能
自负之辈，结果大败而归，中箭身
亡。晁盖死前对宋江说：“若哪个捉
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
这话说的，任谁处在准老二的位置都
像吃了只苍蝇。平心而论，晁盖的心
胸与智商皆不足以做首领。就凭这不
开窍的临终遗言，我看他与王伦也是
半斤八两。

宋江的演技了不得。晁盖闭眼，
他哭得如丧考妣。当众人推举他为梁
山泊主时，他的表演比赵匡胤更到位，
立即抛出前领导送的“苍蝇”：“却仍不
可忘了晁天王遗言。”其实不过是要大
家解决名正言顺的问题。宋江上任后
并未立即攻打曾头市，第一把火，是把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接着调整梁山泊
大小将领位次。自此，梁山泊水浒寨
里，人心悦服，皆大欢喜。

蹊跷的曾头市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