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戒歌》
对人世浮华
的警醒

陈政宏

陈白沙，这位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以独特的学风和深邃的思考影响了后世无数文
人。他精于运用诗歌来传达其学术理念，同时
巧妙地借助诗歌教育弟子。《三戒歌》就是他“以
诗教化”理念的代表，这首作品不仅是他个人的
深刻认识，更是对后辈学子的谆谆教诲。

《三戒歌》的创作灵感，源自陈白沙在长期
教育生涯中对学生弊病的深入观察。在陈白沙
公开讲学的过程中，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纷纷
前来求教。在与这些学生的日常交往中，陈白
沙敏锐地发现他们普遍存在三大弊病：色、戏、
懒。尤其是对“懒”这一弊病，他深感忧虑，认为
它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顽疾，是阻碍个人成长
和进步的巨大隐患。

说起学子的弊病，陈白沙回忆起年轻时在
大儒吴与弼门下的求学经历，那时他因一次贪
睡而受到吴与弼的严厉批评。这一教诲在他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他一生的警钟。尽
管陈白沙后来勤学苦读，成为儒学大家，但他始
终铭记吴与弼的教诲，并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
步。为了帮助学生克服弊病，他创作了《三戒
歌》以表勉励。

《三戒歌》分为戒色、戒戏、戒懒三部分。形
式上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诗文体裁，语言简练，节
奏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其内容则深入浅出地涵盖了人生的思考、道
德的评判以及对生活的态度等多个层面。通过
内容的描绘，陈白沙以巧妙的方式展现了自己
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整个作品主题鲜明，
思考深刻，能够对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
积极的影响。

在《戒色歌》中，陈白沙告诫学子们要远离
红尘浮华，不能纵欲和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歌
词中的“世间花酒总为先，花酒原来枉费钱。酒
醉猖狂还要醒，花迷撩乱不知天”，表达了对纵
欲生活的否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只会让人陷
入迷茫。他举例鱼吞饵、蝶恋花等现象，警示人
们要防范那些诱人的糖衣炮弹：这些诱惑如同
鱼饵，看似美味，实则充满陷阱；如同花朵，看似
美丽，却可能让人迷失。最后，在“寄语江门诸
弟子，莫贪花酒误青年”这句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陈白沙先生对年轻人的深切期望，他希望学
子们能够珍惜青春，不被短暂的欢愉所迷惑，而
应追求更高远的人生目标。

《戒戏歌》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陈白沙的
人生观。在古代，戏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娱
乐方式，然而陈白沙却从戏中洞察出一种人生
的虚幻。他深知，过度沉迷于戏的虚幻中，会使
人渐渐遗忘生活的真实，甚至可能导致人格的
扭曲与价值观的混乱。歌词中的“锣鼓喧天上
翠楼，男人扮作女人头”，生动地描绘了戏中的
荒诞场景，那些浓妆艳抹的面孔、虚假做作的笑
声，都只是虚无的表象。而“少年容易成衰老，
快活何难变困愁”，则是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
的感慨，沉迷戏曲的快乐转瞬即逝，但虚度光阴
的遗憾却伴随终生。“金榜题名空富贵，洞房花
烛假风流”，则是对虚荣和浮华的批判。即便金
榜题名，权势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纵然洞房
花烛，风光无限，也只是戏里面的假象。陈白沙
以此告诫我们，要珍惜眼前的平淡与真实，切忌
脱离现实。

在《戒懒文》中，陈白沙强调了勤奋和努力
的重要性。他通过列举历史上众多名人的例
子，如孔子、匡衡、车胤、韩愈等，形象地说明了
古代圣贤的勤奋和节制，告诫人们要想成就一
番事业，必须克服懒惰，保持勤奋不懈。同时，
他还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入手，通过一系列生
动形象的举例，如“官懒吏曹欺，将懒士卒离，母
懒儿号寒，夫懒妻啼饥”等，幽默诙谐地揭示了
懒惰的危害。无论是官场的懒惰、家庭的懒惰，
还是个人的懒惰，都会给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
和遗憾。文中众多勤奋的圣贤事例，与懒惰的
危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思想主题：
要时刻保持勤奋的精神状态，不断努力进取。
这种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对
于今天的我们也同样有着正面的引导作用。

纵观整个作品而言，《三戒歌》是陈白沙对
人生的深度思考与感悟的结晶，同时也寄托了
他对后辈学子的热切期望与教诲。此作品告诫
我们要珍视青春、追求真实、远离虚华，要勤奋
不懈，不受浮华所诱。它启示我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具有
深远的意义。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充满诱惑
的社会中，《三戒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值得我们
深入学习和思考。

三月怀抱着凋零的桃花，恋恋不舍地
离去；四月身披绯红的暖阳，迫不及待地
前来。我那孤独的脚步，在这渐有温度的
季节里徘徊，徘徊在都市楼林里，眺望远
山，思绪里多了份四月的温度。

四月是个有温度的月份，那暖暖的，
是暮春的骄阳；那柔柔的，是春来不及抹
去桃红李白的温和。此时，陌上青青的
柳色在细润的风里舞蹈，复苏的万物在
海边、在河岸、在溪涧里、在我那属于大
山回忆的梦里欢歌跃舞，吟唱着“叮叮咚
咚”“哗啦啦”“沙沙沙”的小曲，迎接四月
的到来。

等四月有了温度，山里的梯田有了绿
意，也多了几分忙碌。大山里，暖春来得
晚，四月了，山里的人才开始忙碌春耕。
你看，他们扛着犁，赶着牛，去犁田；你看，

他们挑着撮箕，进牛栏，把农家肥挑出来，
一担担地堆于田水间，然后散撒在水田
里，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农肥踩入泥
里；你看，他们正弓着腰，忙着插秧，浅浅
的绿意铺满农田……那弯弯曲曲、曲曲绕
绕的梯田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映在被满
春染绿的梯田里。山间时而传来一两声
你呼我应的吆喝，山里就有了破晓一般的
希望，那希望渐渐地染绿山野。

等四月有了温度，山里的果儿挂满枝
头。山林里、屋前屋后，全是杨梅、梨、桃
等果儿青绿青绿的影子。这些果儿，各有
各的姿态，能叫上名的，叫不出名的，可以
食用的，不可以食用的，全然不顾你是否
喜欢，沐浴在四月暖和的阳光下，雀跃欢
舞。这青绿的果儿，有的芝麻一般细，有
的筷子头般大，有的宛如指头……颗颗粒
粒贪婪地吸收着灿烂的阳光，缓慢地成
长，看似一点儿也不着急的样子。可你稍
不留意，没几天的工夫，长势惊人，大过乒
乓球。

等四月有了温度，我们便快活了。
换一身轻便的短袖装，穿行于阳光斑驳
的山林里，你追我赶，多了几分情趣。在
竹林里，细数春笋，等笋儿脱下那深紫色
的外套，我们捡了抱回家放在晒楼里晒
干，卖给进山收货的小商贩，便能赚到几
颗买糖的钱；在茶籽林里，争相与蜜蜂抢
吸茶花蜜，摘茶耳，吃茶泡，那是无比的
快乐；在奔跑上学的小路边，荆棘丛里伸
出一两枝细细长长树莓的藤条，那满是
刺头的藤条上悬挂着一颗颗橘黄色的莓
果儿，望着牙齿酸酸打颤，但还是情不自
禁地折下树枝将莓果儿钩过来，食下酸
酸甜甜的童趣……

等四月有了温度，山涧里的溪水渐
渐响了。山脚下，溪流潺潺，淙淙的流水
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四月的雨，持续
了半月之久，这溪中的水流终于有了点
气势，“哗啦啦”地唱着歌，不急不争、永
不回头地朝前奔去，溪水在稍有落差处
居然能淌下一小股瀑布。光着脚在溪水

中行走，清凉的流水抚脚而过，凉凉的，
舒服极了。那溪里的沙石，时而硌得脚
底麻痛，时而钻进指缝间挠得脚痒痒，时
而脚踩在满是苔藓的卵石，一滑，差点仰
翻落水……溪水里，最为欢快的莫不过
那三五成群的鸭子，被关了一个冬天的
它们，此时正欢天喜地地扑打着羽翼，溅
起片片灿烂的水花。

四月来后，风吹了无痕，别后悠悠，牵
挂亦还在，无限事尽在不言中……

讲起浮石飘色，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幅
幅随着四季更替自动变化的生动画面，有
春的希冀，有夏的耕耘，有秋的收获，有冬
的蓄积和新的又一轮生长。

浮石飘色，恰如岭南的风，轻轻柔
柔。风云际会，朝晖夕阴。从秦平百越
始，有南越而终归于汉。自五代十国起，
有南汉而终归于宋。宋元间有南宋覆于
此，明清间有南明覆于此。大浪淘沙，有
无数英豪折戟沉沙，有无数志士力挽狂
澜，也为台山斗山浮石积累了无数文化
沉淀。公元1279年，宋少帝与丞相陆秀
夫殉国于崖门奇石，于宋为大不幸，于新
会及其后析出之新宁（公元 1499 年设
立，1914年改为台山），则为莫大幸事。
战后遗存的南宋军民流落新会，为岭南
滨海培育文化精英无数，古井烧鹅、东艺
宫灯等均源于此。浮石赵氏族人亦由新
会古井迁来，自明始，立村600余年。因
村后有浮山，故村名如此。令人惊叹的
是，浮石村坚持里坊制度数百年，由一坊
乃至十坊，坊坊相连，巷巷相通。一日访
里巷，发现一巷名“三坊二十七巷”，阵容
比著名的福州“三坊七巷”大很多，兼容

并蓄，包罗万象。如浮石所居赵氏族人
非土著，浮石飘色，亦非出自本土。相传
赵氏族人清初进京赶考，发现抬阁表演，
便带回本村用于北帝诞巡游，并日益发
扬光大。台山市常住人口90.77万，海外
华侨182万，遍布海外107个国家和地
区，素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台山华侨
向以“爱国爱乡”著称，在辛亥革命、抗日
战争及改革开放中作出重大贡献。南北
融合，夯实东西交流之基石；文化融合，
培育经济包容之土壤。微风拂面，杨柳
依依。北帝诞为农历三月三，塞上春寒
料峭，东北冰雪未消，此间莺飞草长柳绿
花红，田里秧苗初长，村头绿榕成荫，木
棉朵朵绽放。一众人等，锣鼓鸣道，色柜
成行，鱼贯行于田埂，寂寥乡间陡然有了
精神。

浮石飘色，恰如岭南的雨，洋洋洒
洒。你看那游行队伍，一组六人，四位壮
汉抬轿子，两位小孩飘飞于上。抬轿者身
强体壮，意志坚韧，几百斤重的轿杆扛在
肩膀上，没见一个人咧嘴，也没见一个人
皱眉头。轿子上一坐一立的两位小朋友，
心无旁骛，气定神闲。轿子叫做“色柜”，
为保证平衡，在箱底压大石若干。余尝试
轻重，轿子未起，肩膀已被压得生疼。每
台飘色有两个“色仔”，一上一下，坐者为

“屏”（又称“下色”），立者为“飘”（又称“上
色”）。飘色之妙，全在于此。看那穆桂
英，腾空起舞，身披铠甲，手使银枪，英姿
飒爽又自带妖娆。看那赵子龙，英姿勃
发，勇救阿斗，正冲锋陷阵，横扫千军如卷
席。还有木兰从军、牛郎织女等一组组飘
色组合，生灵活现、惟妙惟肖，一台台大戏
次第上演，感觉有无数神仙美眷相会，又
有无数志士英豪聚首，直把山野渔樵、河
湖钓客看得如痴如醉，直感叹“五帝三皇
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人生如戏，戏如
人生”。村人不语，内心默默祈祷。一边
拈香，一边祷告，祈盼远行人平安归来；祈
盼有志者心想事成；祈盼风调雨顺；祈盼
国泰民安……所有良好的祈愿，都在这里
头了。

浮石飘色，恰如岭南的草木，根植大
地，生机葳蕤。亲见浮石飘色表演的万人
空巷景观，从斗山华侨广场起，经新宁铁
路广场，穿梭大街小巷，游行数公里，一路
人潮人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至斗山河
边绿坪处停歇，未见发布解散号令，人海
便四下消散，正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
般退去。真个是长于田亩，隐于烟尘。欲
与色仔聊聊，不料他们几分钟的时间便脱
了戏服，换了校服，混在人群中很难分辨
出来。几个正用毛巾擦脸上妆色的小演

员，说还要赶紧回家复习功课呢。进村拜
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师傅，言及飘色传
承人培养。赵师傅说，没有工资发，参与
全凭热爱。平时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
工，轿夫、色仔都是临时招募。不过，心一
定要静，志一定要坚。色仔必须头顶碗水
不洒，轿夫必须肩扛重物不动，方能通过
遴选。正与赵师傅攀谈，跑来两个小家
伙，说他们就是表演飘色的。小姑娘说，
她上五年级了，扮演穆桂英。想起来了，
上次巡游的“穆桂英”正是她，电影《故园
飘梦》里也有她的身影。问她长大的理想
是什么？她说想当医生。问她为什么，说
因为可以救人。另一个是小胖墩，上六年
级了，是“穆桂英”的表哥，在巡游队伍里
舞狮子的。问他的理想是什么？他说想
当消防员。问他为什么，原因一样，也是
因为可以救人。《礼记》云，“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奉献
精神、仁爱情怀，在耳濡目染间植入了少
年心田。

古人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
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优秀的文化传统
和真正的精神食粮，必然是根植于生活
的，而且为生活带来欣喜和希望。名列国
家第二批非遗的浮石飘色，就是这样的。

家乡四月的色彩

异常明亮

一部分在田野上

一部分在乡亲们的脸上

家乡的四月

田野的色彩为何如此明亮

因为色彩中所含的

不仅仅是雨露阳光

还有春的颜色

乡亲们脸上的色彩为何如此明亮

因为色彩中不仅含有幸福

还含有亮晶晶的希望

我爱家乡四月天

家乡的四月有数不尽的好风光

可我最喜欢欣赏的

是春风让麦田翻起无际的绿色波浪

又把油菜花们的笑脸连在一起

连成的那片金色的海洋

我喜欢油菜花那灿烂的笑脸

在我的眼里

油菜花的笑脸

既干净又明亮

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家乡

四月那俊俏的模样

浮石飘色 刘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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