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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彭均胜

人们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
子》耳熟能详，《骆驼祥子》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老北京人
力车夫“祥子”的辛酸故事，“祥子”化作辛苦贫穷人力车夫
的符号。在几乎同时期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刘公岛上，也就
是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曾为北洋海军成军地的刘公岛
上，也生存着一群“祥子”，受尽了英国殖民者的欺凌。

甲午战争战败后不久，1898年，英国靠武力强行租借
威海，英国军方十分看中威海的气候，并将刘公岛当做英
国海军驻华舰队避暑、疗养和训练基地，每年4-10月到刘
公岛避暑养疴，最多时舰队达34艘，官兵达7800余名，这就
大大刺激了岛上交通工具的发展。留在岛上的部分居民
和岛外的不少中国人，或屈从于英国人的淫威，或迫于生
活贫困，大都从事人力车夫的营生。

刘公岛上的人力车，即黄包车，由人拉的双轮车，因
它的原产地是日本，1902年后才引入到威海，民众将这种
车贬称“东洋驴子”或拉“洋车”。由于这种车较为轻便，造
价比较低，扩充较快，1934年岛上就有164辆。

英国驻刘公岛海军军官及其家属，凡出门办事或游
玩，均以车代步，有的是乘车去东泓打“高尔夫”、看打靶，
或是乘车岛游，个别的还有乘人力车举行婚礼的，还有的
组织乘车赛跑的。这些拉车人被称之为“洋车夫”。“洋车
夫”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唯英国官兵之命是从。

“洋车夫”把人拉到目的地之后，要你在那里等多久，不
敢越雷池半步。有些被英国官兵熟悉了的车夫，经常被他们
指名道姓地按时接送，专门服务。但在殖民统治下，车夫们
只有听之任之的份儿，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和权利。

殖民当局对人力车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实行许可证
制度，运营车辆要领取牌照，要在显著位置或指明的位置
上打上车辆的登记号码；天黑时，必须点亮车灯。严格执
行乘车价格，不得拒载，严禁运送货物、牲畜和传染病人，
保持车辆整洁。车夫们还要统一着装，上衣为蓝背心，黑
边、白字。殖民当局还经常查验车况，不符合标准的要吊
销牌照，问题严重的要予以重罚，甚至没收和拆毁车辆。
为了营生，车夫们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些古怪的“规
定”，人收拾得紧趁利落，车擦得干干净净，车铃调理得悦
耳动听，车灯在夜里点得锃明瓦亮，唯有这样，才好招揽
那些高贵而又爱显摆的英国官兵……

刘公岛上当年有164辆黄包车，也就是说有164个“祥
子”。他们的年龄都在20-40岁之间，大的也有近50岁的，最
小的只有13岁。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祥子”“趴活”等客，
专做英军官兵等外国人的生意。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张
老照片上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场景，图片中众多的黄包车
一字整齐地排列在海军公所门前，当时海军公所辟建为
英海军俱乐部，开设酒吧、地滚球等娱乐设施，每逢周末
和下班时间，英军官兵在此消遣娱乐，也成为“祥子”们招
揽生意的重要场所。

因为车多，英国人规定“祥子”们要排队，有专人挨个
叫号，“祥子”每接上一个顾客，便端起车杆，甩开大步，撒
丫子就跑。有时候是坐车的英国人催他们跑，他们便快
跑；催他们快跑，他们便飞跑。坐车的英国人许多时候并
不十分着急赶路，他们有的是时间，但是“祥子”们自己却
得抓紧，大家能多跑一趟就多挣一趟的钱，尤其大家都在
奔下午4点这个时辰。因为英国人，无论是舰上的还是岛
上的，每天下午4点下班，他们从舰艇上下来或从办公署
走出来，“祥子”们的生意立马就掀起了高潮。

“祥子”们的报酬，一般一站地一角钱，3里路两角。对
照当时的物价，时白细布每匹6元，面粉(红日当天、五燕、
蝠寿等牌)每袋1 . 3元。车夫们累死累活地辛苦一天，挣不
到一袋面粉，也仅是挣个温饱钱。

1940年，英军撤离刘公岛，刘公岛结束了长达42年的
殖民统治，岛上的“祥子”们失去了挣钱的营生，转移到城
区，继续挣扎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奴役之下。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政府摈弃了这种人拉人的奴役行当，旧社会劳苦
大众生活缩影的“祥子”们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下了那段
悲惨岁月的时代印记……

□王玉堂

战国时期的墨子，不仅是一位学显
天下的思想巨子，还是一位声震诸侯的
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社会活
动家；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
儒学并称“显学”。到了孟子时代，依然
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然
而，就是这位“中国历史中一甚大人
物”，正史中记载甚少，《史记》中也没有
为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
有寥寥数语：“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
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
后。”就是这语焉不详的24个字，给后人
研究墨子带来了极大困惑。

与历史典籍中墨子的记述少之又
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存墨家经典

《墨子》一书中，有关泰山的记载则多处
可见。据统计，在今本《墨子》中出现过
两次“大山”、两次“太山”、四次“泰山”。
清代学者毕沅考证的《墨子佚文》中亦
出现过一次“太山”。“大山”即“太山”，
亦即泰山。也就是说，“泰山”至少在《墨
子》书中出现过九次，这在先秦典籍中
极为罕见；泰山在墨子及墨家弟子心目
中的地位之崇由此可见一斑。

泰 山 作 为
地 名 在《 墨 子 》
中出现过四次。
第 一 次 提 及 泰
山与战争有关：

“ 至 夫 差 之 身 ，
北而攻齐，舍于
汶 上 ，战 于 艾
陵 ，大 败 齐 人 ，
而 葆 之 大 山 。”
(《墨子·非攻》)
讲 的 是 齐 国 被
吴 国 的 军 队 打
败，退守泰山的
情 形 。后 来 ，吴
国“ 退 不 能 赏
孤 ，施舍 群 萌 ，
自恃其力，伐其
功 ，誉 其 志 ，怠
于教”，最终“吴
国 以 亡 ”。第 二

次是墨子在泰山之上“樵禽子”：“禽滑
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
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
以樵禽子。”(《墨子·备梯》)禽滑厘是
墨子的得意门生，曾率三百人持“守圉
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墨子·公
输》)。这次墨子“管酒块脯，寄于大山，
昧葇坐之，以樵禽子”，一个以自苦为
极而又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墨者形
象跃然纸上。第三次则是周武王祭祀
泰山的记载：“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
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
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
(《墨子·兼爱中》)意在说明武王“虽有
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

的兼爱情怀和担当精神，对“今天下之
士君子”认为兼爱是“不可行之物”进
行了有理有据有力的驳斥。

在墨子看来，泰山不仅仅是一座
山，而且是神圣、雄伟和力量的象征。如

《墨子·兼爱中》记载：“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
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
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
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
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
异，古者圣王行之。”

再如《墨子·兼爱下》记载：“然而
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犹未止也。
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
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
河也。故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
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
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
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
行之。”“挈太山越河济”与“挈泰山以
超江河”是一个意思，比喻不可能做到
的事情。“天下之士君子”认为推行墨
家兼爱学说“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墨子则理直气壮
地反唇相讥：“挈太山越河济”“挈泰山
以超江河”是不可能做到，但“兼相爱、
交相利”与“挈太山越河济”“挈泰山以
超江河”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并且都
是古代圣王亲自实行过的。无论是“挈
太山越河济”，还是“挈泰山以超江
河”，强调的都是泰山之大而难以挈
动。

历史上的墨家非常重视对大自然
的观察。据《墨子·佚文》记载：“禽子问：

‘天与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为仁。
太山之上则封禅焉。培塿之侧则生松
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鼋鼍龟鱼，民衣
焉，食焉，死焉，地终不责德焉。故翟以
地为仁。’”墨子尊天事鬼，又认为“地仁
于天”，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在这
里，墨子重在强调泰山的神圣与神奇。
有研究者据“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太
山之上则封禅焉”等词句，推测泰山封
禅源于墨家或与墨家有关，值得做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另外，《墨子》书中还先后三次出现
过“泰颠”二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
罔之中”(《墨子·尚贤上》)、“武王有闳
夭、泰颠”(《墨子·尚贤下》)、“泰颠来宾，
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有人便望文生义地把“泰颠”解释
为泰山之巅，更有学者把“泰颠来宾”说
成是“地外文明曾经光临泰山”，这些都
是极其荒谬的。这里的“泰颠”又作“太
颠”、“大颠”，是人名而非地名。“泰颠”
是周文王手下的一位贤臣，与南宫括、
散宜生、闳夭一起并称“文王四友”，曾
用计解救被殷纣王囚禁的文王，辅佐武
王伐纣，与泰山无关。

长期以来，墨子的里籍问题一直
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有鲁国 (今
山东滕州)说、鲁阳(今河南鲁山)说、宋
人说、齐人说，甚至还有离奇的印度人
说、阿拉伯人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大地名山众多，墨子唯有对泰山
情有独钟。通过对墨子与泰山的研究，
或许能为“墨子是鲁国人”说提供更多
的佐证与支撑。

英租时期

刘公岛上的“祥子”
︽
墨
子
︾中
的
泰
山

投稿邮箱：qlwbrwql@163 .com

︻
文
化
地
标
︼

【忆海拾珠】

▲墨子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