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古琴，人们常会想起春秋时的“琴圣”
俞伯牙，可叹这位“琴圣”的知音，只有钟子期一
人。钟子期亡故，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而唐朝
开元年间，有一位县令，不仅让古琴艺术变得雅
俗共赏，还把琴台当作“审音理政”的窗口，全县
百姓都成了他的“知音”。这位“抚琴与民同乐”
的县令就是元德秀。

元德秀（695年—754年），字紫芝，河南洛
阳人。年少丧父，事母至孝，曾背着母亲进京考
试。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登进士第，任邢州
南和县尉，因施政有方升为龙武军录事参军，后
因车祸伤足辞去军职。因家境贫寒，于开元二
十三年（735年），自求任鲁山县令。

鲁山地处偏僻山区，盗匪横行、虎患不绝，原
任县令弃官而去。元德秀上任后，抚流民，修水
利，兴农桑，治匪盗，群众渐渐安定下来。据《新唐
书》记载，有个盗贼被关押在牢里，当地正碰上老
虎作恶，盗贼请求打虎赎身，元德秀答应了他。有
属吏对元德秀说：“那是盗贼的诡计，将来他逃走

了，你不是要受到牵累吗？”元德秀说：“我已经答
应了他，不能背弃约定。如果有牵累，我当承担罪
责，不会牵连到别人的。”第二天，那人带着老虎的
尸体回来了，全县的人都为此而啧啧称叹。

唐玄宗在东都时，曾在五凤楼下设宴，命令
三百里内的县令、刺史都要拿出歌曲来进献。
当时人们都传言玄宗将要对所献歌曲排出优
劣，施加赏罚。为求封赏，河内太守用车装着几
百个演员，披挂着锦绣，甚至有的装扮成犀牛、
大象，十分新奇瑰丽。只有元德秀不愿劳民伤
财，只带了乐工几十个，联袂唱了一首他自己创
作的歌。玄宗听后，十分惊奇，赞叹说：“唱的都

是贤人之言呀！”又转而对宰相说：“河内府的百
姓恐怕都生活在苦难中吧？”于是罢免了河内太
守，元德秀因此更加出名了。

为感谢这位好县令，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鲁山乡绅和民众自发组织，捐资为喜欢弹
琴读书的元德秀倚旧城墙修筑了一座琴台，以
示庆贺。此后，元德秀常在琴台上读书弹琴，处
理政事，与民同乐，史称“琴台善政”。

元德秀一生清廉，所得到的俸禄全都用来供
给孤儿弃儿吃饭穿衣。县令任满，他用来盛物的
竹筐里仅剩一匹细绢，便赶着一辆柴车离任。定
居陆浑时，他的住宅不造围墙，不设门锁，也没有

仆人小妾。元德秀喜欢弹琴、擅长作文，写了一
篇《蹇士赋》来自比。宰相房琯，每见元德秀，叹
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成语

“紫芝眉宇”即来源于此，形容人德行高洁。
天宝十三载（754年），元德秀去世。死时

家里只有枕头、鞋子、竹盆和舀水的瓢一类东
西，可见其两袖清风。司马光称“德秀性介洁质
朴，士大夫皆服其高”，一代大文豪苏轼也发出

“恨我不识元鲁山”的感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元德秀“琴台善

政”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墨客所歌颂。
明代诗人姚裕在《琴台》一诗中写道：“琴台百尺
枕苍天，今日登临忆往年。漫想紫芝为政暇，几
多情思付丝弦。”明代成化年间，鲁山教谕陈孜
在《琴台善政》一诗中写道：“贤侯德政爱民深，
百尺高台静抚琴。一曲清风弦上调，满腔和气
轸中吟。伯牙昔日堪同操，单父当年不易心。
高山流水非独乐，至今追慕仰德音。”高山流水
何其美，与其独乐，不如与民同乐。

琴 台 善 政琴 台 善 政
●崔洁 黄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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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侵占了东三省，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当时在瞻榆县境内，反满抗日活动的组
织纷纷成立。在李芳廷、胡必烈等人的带领
下逐渐联合，成立了义勇军，最后发展到
3000多人。

据伪满档案记载：“大同元年3月1日，宣
布了满洲独立。对此，胸怀不平的反满抗日
分子，在各地纠集乌合之众，以致阻碍国家之
前途。”“地处偏僻之我县，为其盘踞之地，进
而骚扰作乱。并因该等之煽动，县民附和者
达三千人，组织了反满抗日义勇军。各地示
威，因此地方治安极度紊乱。”

义勇军旗帜鲜明，枪口直对日本侵略者
及其伪政权。在义勇军的打击下，伪政权惶
惶不安。曾采取了“肃正”治安政策。于
1932年（伪大同元年）5月4日，调驻在洮南
的警备司令张海鹏，对义勇军进行讨伐。张
海鹏率伪军3000多人，向瞻榆方向进发。但
伪军怕义勇军的英勇，行动非常迟缓。义勇

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
析，最后研究决定，一方面做积极的迎敌准
备，另一方面派出专人作争取瓦解伪军的工
作。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
口号，并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投诚起义
办法。这项工作很有成效，得到了敌人中下
级军官和士兵的同情和赞同。有一部分伪军
反水投诚。在战术上，义勇军采取向热河方
向假撤退的办法，诱敌深入。张海鹏听说义
勇军退了，急催讨伐队追击。伪军追到热河
之后，没等打仗，讨伐队就哗变了。当时有
2000多人投向义勇军。剩下的讨伐队不战
自溃，狼狈逃散。这一仗义勇军扩大到5000
多人，军威大振。

在热河经过短暂的整顿，于五月中旬义
勇军又返回瞻榆。由于投诚这些人不坚定，
加上敌人搞策反，里勾外联，约有1500人离
开了义勇军。剩下坚决抗日到底的3500多
人，组成了独立团，进一步开展打击日寇占领
区的斗争。

独立团成立后，直捣瞻榆县城。伪政府
惊慌失措，县长逃跑到四区集贤村躲避起
来。留在县里负治安责任的警察队员害怕义
勇军，有的自动离职，有的投向独立团。日本
侵略者不甘失败，又动用了空军袭击。在7
月22日和26日两次调动军用飞机，对县城和
其他驻有独立团的地方进行轰炸。义勇军没
有伤亡，炸死炸伤了几个居民，炸坏了一部分
房屋。

日本侵略者企图消灭义勇军，又于10月
16日纠集洮南、辽西警备军再次讨伐。义勇
军得信以后，有计划地撤到鲁北一带，使敌
人这次讨伐扑了个空。到大同二年4月28
日，日本侵略者派神捧到瞻榆县任参议官，
实际超过伪县长的权力，是地方伪政府的决
策人。同年8月15日，又派来一个松户警务
指导官，强化警察机构，镇压老百姓。但反
满抗日斗争并未停止。想肃清义勇军是办
不到的。义勇军分散在农村各地继续开展
活动，直接威胁伪政权的建立。这期间日伪

军警曾多次出击，但日伪军每次出动都以失
败而告终。

1933年11月，一部分义勇军及地方抗日
武装五洋等六部，联合兵力，集合部署，据守
二区王家窝堡屯。伪县警察队又进行讨伐，
到24日在刘子厚屯，双方进行了一次激战，
义勇军在群众支持下，迂回出击，英勇善战。
伪警察队日本绪方指导官及伪警士官均被击
毙。次日，独立守备队闻讯赶去增援，于二区
二龙山一带相遇，激战数小时，江本等十余名
日军被消灭。这一仗日本鬼子伤亡惨重。后
来日本鬼子为追念这些所谓的“县政治治安
守护神”，还在县城北土岗上鬼王庙附近修筑
一个“忠魂碑”（这个碑1946年解放后炸掉）。

由于群众坚持反满抗日，加上义勇军的
活动，使伪政权几无宁日。直至1935年 9
月，日本第十六师团门胁部队，打着宣传皇
道的旗号，进驻了瞻榆。日伪军联合搞起了
所谓疾风闪电式的“肃正”，义勇军终因平原
作战，无险可守，无林可据，再加上供给不足
而退却。

义勇军虽然退走了，但在瞻榆一带的抗日
活动，却深深地印在人民心中。 （六十七）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
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手里边……”这首由“儿歌
大王”潘振声创作的《一分
钱》，告诉孩子一个朴素的
道理：拾金不昧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哪怕是小
小的一分钱，也绝不能据
为己有。

这首儿歌传唱了半个
多世纪，没有想到近日出
了“新版本”，原本的“一分
钱”，被改成了“一元钱”，
引起网友热议。有人觉
得，一分钱钢镚差不多退
出现实生活，一元钱是如
今孩子们能见到的最小面
额的现金，改动一下无伤
大雅；但更多人认为，随意
改动经典，有可能产生误
导，让孩子们觉得善行与
钱的多少相关。作者潘振
声的女儿对改编也不认
可：“爸爸这首歌写的是孩
子天真无邪，捡到钱要交
给警察叔叔，跟物价飞涨
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是那
个时代的产物，但经典就
是经典，我们今天唱来仍
然可以体会当时创作者的
心血。改成这样，唱起来
不觉得拗口吗？”这种改写
并未征得已逝原创者家人的同意，还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懵懂的孩子也许就会认为，“一元钱”是原创。

确实，孩子们很难再捡到一分钱了。由于时代
的变迁，物价水平、薪资收入已经有了大幅上涨。一
元钱是一分钱的一百倍，可是，原创歌曲中“一分钱”
的含金量，真的变了吗？“一分钱”的取与舍，正是启
蒙教育的必备内容，正是把对社会公德心的培养落
实到了最细微处，正是对孩子们世界观、人生观的一
种亲切的熏陶，根本与钱的数额无关。遇到一分钱、
一角钱、一元钱，甚至是百元大钞，不是自己的，就一
定要上交，这是自我与他者边界的认知，是做人的基
本准则。

机械草率地改动经典，暴露出一些教育机构、一
些出版机构在是非取舍、法律意识和历史修养上的
无知与莽撞；老儿歌“涨价”，同时暴露了新时代儿歌
作品的短缺。如今的孩子，对过去的经典难免有些
隔阂，自然期待更多与时俱进的新儿歌出现。改动
流传了几十年的经典，以“编新不如述旧”来偷懒，甚
至去丑化或者消解，恰恰暴露了儿歌领域创新力的
匮乏。老儿歌传唱不衰，新儿歌佳作不断，才能让更
多孩子享受寓教于乐带来的最大收益。

在四百年前，有一位理念超前的“奇人”：他
是知名畅销书作家、是出版社老板、是编剧兼导
演、戏剧理论家、美食家、园林家、养生达人……

他写下的《笠翁对韵》是儿童熟悉对仗、用
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闲情偶寄》被林语堂
称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他支持出版
的《芥子园画谱》被齐白石等画家视为经典教材，
流传至今。

更有趣的是，他还是古代率先向盗版开战的
文人，四百年前，他用实际行动坚决捍卫自己的
著作权，誓要与盗印者“决一死战”。他是谁？他
又是怎么做的？

一个畅销书作家的诞生

1611年，李渔出生，同很多天才的开头一
样，他从小就聪慧无比，四书五经过目不忘、十来
岁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

24岁那年，李渔考中了秀才，但4年以后，他
再赴杭州参加乡试却不幸落第，复读了两年再考
还是不中，想到在而立之年一事无成，他就伤心
不已。

就在他埋头复习考试的那几年，明朝已经
在风雨飘摇之中，李渔感到仕途抱负实现无果，
于是便决定放弃，选择在隐居在浙江兰溪夏李
村等待，后来，他又举家搬到省城杭州，做了一
名“杭漂”，而他轰轰烈烈的后半生，此刻才刚刚
开始：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极为发达，人们热爱
看戏，戏楼戏班也对剧本有着大量的需求，李
渔瞅准了这个机会，便打算“卖赋以糊其口”，
也就是俗话说的“卖文为生”，成了一位“自由
撰稿人”。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文采斐然的大家，但很
少有人真正完全靠着写作维持生计，李渔敢
做，而且他真的是把自由撰稿人做到顶尖儿的
代表。

李渔从小熟读经典、精通音律，又思想敏
锐、敢说敢做，写起戏自然是来得心应手，在旺
盛的创作精力下，他先后写出《怜香伴》《风筝
误》《意中缘》《玉搔头》等戏剧，往往十几天就
能写出一部。他的作品新奇有趣、富有娱乐
性，即便写男女谈情说爱，故事也比其他人精
彩许多。

李渔的作品被当时的许多文人所不齿，认
为不能登入大雅之堂，但在市场上，他的书往往
一经问世就被抢购一空，甚至写到一半就被拿
去拍，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
(清朝)第一”。直到今天，许多剧目还以多种形
式反复上演。

在国内火爆的同时，李渔作品也早早走出了
国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就曾在《中国近世戏曲
史》中提道：“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
不立举湖上笠翁者。”

打击盗版：“誓当决一死战”

随着戏剧和小说作品的火爆，李渔的“湖上
笠翁”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但盗版的烦恼
也随之而来。

一些盗印者是守着李渔的新书一到，便自己
在家里大量翻印、销往市场；还有一些不良书商
更甚，趁李渔没有更新时便找来许多无名书稿，
直接冒充“湖上笠翁”的名字摆上书摊。

辛辛苦苦写书养活一个大家庭的李渔，自然
不甘心被他人窃取劳动成果，他四处奔走，与人
打官司，清初，朝廷管理苏州、松江两府的机构称
苏松道，他通过关系找到苏松道台孙丕承那里告
状，终于查处了一起严重盗版事件。

那时，金陵城的盗版现象猖獗，李渔便决心
搬到金陵，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书屋，名
为“芥子园”，决定“自产自销”——自己写书、自
己刻书出版、自己卖书，最大程度地减少盗版给
自己带来的损失。

他给每本书都印上自己精心设计雕刻的“芥
子园”印章商标，作为李渔正版新作的标记。

除了打官司、印商标，李渔还在自己的书里
严词警告不法书商：自己的书严禁盗版翻印，如
果仍有人“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
形”，就是“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
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

可以说，李渔是最早有版权意识的古代文人之
一，他非常坚决地捍卫自己的著作权：“至于倚富恃
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
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

爱玩会玩的生活家

没想到的是，本意在金陵城打击盗版的李
渔，又开始了一段辉煌的文化产业：

在芥子园书铺，他不断精进印刷技术，除了
印刷自己的作品，还重新审定编辑了很多名著，
如“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
游记》《金瓶梅》。

他还根据读者需求推出一系列插图本、袖珍
本，后来“芥子园”书铺屡经转手，但由李渔开创
的传统一直保持着，让芥子园成为清朝出版业的
著名品牌，沿袭二百多年。

由芥子园书铺出品的最知名图书，还要数
《芥子园画谱》。许多成名的艺术家都是从此入
门，齐白石曾在自述中说，自己二十岁跟着师傅
做活时发现了这本画谱，“好像是捡到了一件宝

贝”，他借来一幅一幅地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最
后钉了16本。

多才多艺的李渔，除了身兼作家、商人、编
剧，还是个“导演”，是个爱玩会玩的生活家。

李渔向来对戏剧情有独钟，而且对戏剧理论
相当有见解，他经常担任教习和导演，自导自编
了很多精彩剧目。

56岁那年，李渔应朋友之邀出门远游，先后
于山西临汾、甘肃兰州幸获贵人相赠的乔、王二
姬。二姬颇具戏剧天赋，李渔如获至宝，他当起
编剧、导演、经纪人，组织家庭戏班开展“全国巡
回演唱会”，“全国九州，历其六七”，每到一处，都
会受到当地名流的热烈欢迎。

在李渔六十岁那年，《闲情偶寄》问世，这是
一部关于戏曲艺术以及生活美学的作品，内容涵
盖园林设计、室内装饰、梳妆粉黛、烹调艺术、居
室器玩、如何消愁解闷、如何养生、防治疾病等方
方面面……

《闲情偶寄》以“生活”为主题，李渔把日常生
活中的闲情琐碎搬进书本，对一草一木皆有感
情，作家林语堂说，这本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
袖珍指南”。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李渔仍存有最天真的童
趣，他在《笠翁对韵》中用美好的韵律写下了世间
万物：“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
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

可惜的是，就在李渔的事业正红火之时，一
场变故发生了，公元1672、1673年，他心爱的
乔、王二姬因病先后辞世，李渔伤心欲绝，写下
《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亡姬，
呈江念鞠太守》《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哭悼，
此后，李氏家班再不复往日辉煌。

公元1680年正月十三，古稀之年的李渔于
贫病中逝世。后世对他的评价有多种样貌，但大
家都必须得承认，这位潇洒又有才的奇人，为中
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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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前，畅销书作家是怎么“打击盗版”的？
●任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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