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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总是伴随象山石浦海水咸咸的味道、海浪
的击打声，以及家父常提起的当年先祖纪子庚的辉煌历程。虽然随
着时光的流逝，昔日的纪家大院已经显得颓老沧桑，但却不妨碍我
从小对玩伴炫耀我是豪门望族的后代，“从福建迁居而来，经商致
富却富而不奢，乐善好施”，有关先祖纪子庚的故事，便是我小时候
最自豪的谈资。

先祖纪子庚生于1865年，名传长，祖籍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
安区)，于1933年过世。现在我们重新提起纪子庚.大家熟知的便是
在石浦镇汝溪自然村村口的纪子庚先生墓，现已被列为县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墓碑是当年蔡元培先生书写的，墓志铭是马叙伦先
生所作，他的一生便是这样辉煌而荣耀地结束。他的事迹与义举在
象山石浦一带广为流传，至今，和我们同辈的人还能讲出他当年的
事迹。

因为隔辈，我小时候并未见过先祖纪子庚，只能从老一辈口口
相传的记忆以及留存下来的一些老照片中找寻到先祖的影子。现
在我也老了，也会和我的孙辈们说起先祖纪子庚，就像当年我的祖
父对我说起的一样，每每讲起这个，我就仿佛重回年幼时光，被一
股闽商义秉天下的自豪感包围。

其实我的这位先祖年幼的日子极为艰辛，在他幼小时就失去
了父亲，母子相依为命，经常有上顿没下顿，温饱都很难保全。小小
的他就在如此逆境里立誓“决不能将饥寒的忧虑留给母亲”，于是
就开始做走街串巷、挑鲜篮担(卖鱼货)的小贩生意。也许，正是幼年
的艰辛造就了他大慈大爱的情怀。

从卖鱼货开始，不畏狂风暴雨，不避酷暑严寒，一个孩子硬生生
地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不欺瞒，不缺斤少两，更不肆意要价，通过这
样薄利多销的辛苦贩售，竟不知不觉地树立起了他的口碑，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据爷爷说，先祖纪子庚的发家源于当时大家都头疼的
鲨鱼.他把鲨鱼进行分解制作售卖，鱼皮制作成皮革，鱼骨和鱼翅制
作成高档菜肴，内脏熬制成油，其他部分制作成肥料，分解利用，变
废为宝。不但为渔民解决了难题，更使家境日渐殷实。到清光绪十八
年(1892年)，28岁的他就有了数万银元的积蓄。进而他买房置地，在
石浦延昌营房街建造仓栈、管理用房以及花园住宅等200余间(纪家
大院)，通过官方政府注册，正式创办纪协顺官行，开启了真正辉煌的
闽商之路。

纪协顺官行经营范围很广，分设了南北货店，有碗行、树行、海
鲜行、米行、杂货行等，几乎涌盖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在如今看
来，很有电视里那些世家大商的风貌。那时的交通，主要还是依靠
海上船运，先祖让掌柜伙计们满载货物，分批销售，再装上当地的
货物，同程售卖。30多年来，纪协顺官行一直秉承诚信经营、品质优
先以及慈善为怀的理念，成为闽浙乃至东北的一个知名商行，订货
购货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随着家业的增大、财富的增
多，先祖纪子庚依然严格要求自己布衣素食，但对别人却豪爽大
方。他是真的以助人为乐事、常事，但凡乡里有修桥铺路、集资办
学，他总是领头捐助。他和福建老乡一起办仁济堂，只为无钱就医
的老乡，还出资养活被抛弃的孩童，并给他们安排活计。

从我听到有关先祖的故事里，总是被人用“活菩萨”“大善人”
这样的代号来称呼他，当年很多石浦人都受过他的恩惠，我想这也
是乡亲对我们家特别尊重的原因吧。有关他的善举，被记录在了县
志以及各大报道资料上，更是刻在了人们的心中，流传于后人。

值得一提是先祖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东门灯塔。1915年，为了
石浦航道安全，由纪家出资，任氏二兄弟监管，完成东门灯塔建设
项目。他还出资建设完成五里桥、三湾路廊、沙塘湾山路等工程。二
是为著名爱国人士蔡元培、马叙伦提供避难场所。1927年北伐战
争期间，蔡元培、马叙伦两先生因为策动北洋政府浙江省长夏超独
立失败，遭军阀孙传芳通缉，由北大学生励乃骥护送至象山避难。
励乃骥是纪家亲戚，后来将蔡、马两先生带到纪家避难，受到先祖
纪子庚的热情接待，安置在后花园客厅。后来又安排船只送蔡、马
两先生去福建。1927年1月17日下午，先祖专门备船两艘，一艘
蔡、马两先生乘坐，由纪家亲信周和贵掌舵，另一艘安排了几名本
地青年护送。先祖给他们俩备足路资，并带上鱼翅等高档干货。次
年，蔡、马两先生乘坐陈嘉庚先生赠送的渔轮来纪家致谢。

我希望像先祖纪子庚那样重情至诚、回馈桑梓、大慈大爱的闽
商精神和情怀能得以流传，这是为商之道，更是为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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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闲事、闹心的事
太多了，像毛线团越扯越乱，越团越大，真让人累。春有百
花，夏有凉风，秋有明月，冬有白雪，长亭短亭，哪一亭不是
光阴如玉、明媚如画？偏偏有闲事在那牵着扯着，嘀嘀咕
咕，翻肠搅肚，真厌烦。无事生非，闲事增烦恼，一个接着
一个。

抛开闲事，似乎也简单，就是不理了，任而东西南北
风，我自岿然不动。这要看个人定力了，也就是常说的淡
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像翻越崇山，有点难。

郑板桥的主意就好实现多了，他肯定也受了闲事的一
些苦，要不然写诗给人家，也不会一开头就说：多读古书开
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

书卷多情似故人。书是有情有义的，不像闲事，总来
惹是生非，令人心思不宁。闲事高高搁起，手握一卷书，就
像和老朋友闲谈，亲切欢颜，轻松愉悦，再没有这样的好事
了。书房里，一卷卷书整整齐齐立在书架上，宛若高朋满
座，无案牍劳形，无丝竹乱耳，谈笑间，光阴已缓缓成了一
曲《高山流水》。

清代著名戏曲家、大文人李渔曾在家乡浙江兰溪建了
一座亭子，当地财主以自己赞助资金最多，给亭子取名为

“富贵亭”。写出《闲情偶寄》的李渔当然不满意这名字，后
改名为“且停亭”，并为亭子写了一副对联：名乎利乎道路
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且停亭”，名字取得好，对联也写得好，高出“富贵亭”
十万八千里。富贵能消弭烦恼吗？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且
停停。于丹说，人生路上到底有多少座亭子，也许那并不
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甚至不是具体的一段光阴，一盏茶、一
杯酒、一段琴曲、一片山水意境，都可以走进去，体会生命
中的一种从容。

我觉得这“且停亭”就是手中的书卷，一程一程读下
去，万卷在胸，自然而然眼界就高了，跳脱出了小局限，人
生也就走向了适宜从容。

有人不屑，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如果你当真这么
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隔了那么久的岁月，谁拎得清这
是古人的自谦，还是一时的牢骚呢？如果动机不纯，一心
想在书卷里找到黄金屋和颜如玉，也恐怕是要失望的。而
你若是当真喜欢上了书卷，书卷更不会亏待你。殊不知腹
有诗书气自华，书卷会在心上给你铺一条宽宽的道，会在
你的头顶擎起一片清澈盈蓝的天，让你拥有强大的内心、
阔绰的人生格局，对抗一路酸辛苦辣。

书香继世长。一个人身上最好的气质是书卷气，那是
物质之外精神层面上的，一出场就别致有格调，却不盛气
凌人，不高高在上，那是一种缓慢柔和的光泽。书卷气不
是天生的，而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和陶冶，天长日久的渗透，
灵魂渐渐就有了书卷的芳香。一个家庭呢，立足于社会，
最好最体面的介绍词便是书香世家。听到书香二字，内心
会不由自主升腾起敬意。而听到富贵人家，羡慕的成分就
多了些，不会生敬心。

书香和精神一样，无形却至高无上，它主导着人生的
走向。

手握一卷书
□耿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