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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
半”。在闽南地区，流传着“七月半不回
家无祖”的俚语。

早期闽南普渡日集中于七月十五这
一天，后来因购买食品、雇请戏班均有不
便。清朝乾隆年间，普渡日期由地方乡
绅出面抽签决定。石狮各村庄都有了各
自的普渡日，镇区统一在八月初三通街
普渡，龟湖大普则是12年轮流一次。而
农历“七月半”依然家家祭祖。

七月初一这一天，家家户户要“起灯
脚”，在家门口挂上一盏“普渡灯”。当日
黄昏，人们在各自家门口摆上五味菜肴
和酒饭做祭祀，又称“犒兵”。到了农历
七月廿九，便要“倒灯脚”。

一个节日，一份怅惘。传统上，出外
谋生的人在这一天，不论远近都要赶回
家祭祖，献祭供品、焚香叩拜。许多“游
子”拖家带口，携带鱼肉珍馐等祭品，回
老家祭祖。存孝心，用好料，虔诚“款待”
先祖和亡灵。与其说这是一场祭祀活
动，不如说这是一场生死对话，和先人进
行一场跨越阴阳的灵魂交流。一边焚
香，一边汇报一年来的工作、家庭、生活
情况，逐一问候着“那边”的亲人。心里
默念：目前阳间一切安好，望祖先多多保
佑。十年生死两茫茫，父母离世已经十
几年，感念哺育之恩，重温血浓于水的情
感，倾诉的话说不完……

红尘滚滚，日月穿梭。一个“缅怀先
祖，珍惜当下”的特殊传统节日，一年年的
轮回，一代代的传承。如今，我们赶上了
好时光，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真切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父母的恩德永远牢记在心间，多想请父
母举杯邀月来团圆。人生海海，不思量，
自难忘，放不下的是扯不断的惦念。

生命的指针，永远倒不回昨天的轨
迹；时间的河流，也没有办法掉头行驶。
唯有珍惜时光，善待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人生几回伤往事，萋萋青草悲怆
怀。指缝太瘦，人生苦短。这个世上，有
一种幸福，叫“亲人在”；有一种满足叫

“亲人爱”；有一种明白，除了生死“都是
小事”。这是一个怀念的节日，也是一个
感恩的节日，更是一个有爱的节日。虽
路途遥远，人来人往，但因为有爱可忆可
念，我们都不会孤单。点心灯一盏，焚心

香一瓣，愿天上人间共安暖！
习俗是文化的传承。“百善孝为先”，

中元节的那些故事和传说，饱含着人们
“感恩、孝亲”精神的坚守，让人们慎终追
远；发扬推己及人、救济众生的善举，换
得世界清平。跳脱鬼神的角度，“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
也是一种博爱和慈善。

2010年5月18日，文化部公布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
单。中元节入选，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民俗中提倡的那些
价值观，比如孝敬父母、追念先人、传承文
化，促进邻里和谐，关爱弱势群体，和今天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中元节，传承的是一份思念、一份亲
情、一份孝义。我们怀念逝去的亲人，总
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因社会发展、
人口流动，如今提倡环保祭祀、文明祭
祀、移风易俗、网上祭奠，这都是正确的
打开方式。“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将温情化为追思，共同祈愿美好的未来。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
唐代“贞观之治”的盛世景况，说
明当时国家安定、人们思想品德
高尚、社会风气良好。这一盛况
可以概括为“天下无贼”。石狮

“中国好人”黄光蚕是一个普通
农民，他疾“贼”如仇，以抓“贼”
为业。他曾是一位成功的企业
家，却急流勇退，“荣”当“农民义
务110”队长。从企业家到义务
治安巡逻员，实现其“天下无贼”
的人生追求。那么他缘何如此
执着？

俗话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
容易，做一百件好事不简单，做
一辈子好事就难了，而黄光蚕就
是那个做一辈子好事的人。黄
光蚕，1945年出身于仑后村一
个贫农家庭，少年天资聪颖。念
小学时，其老师黄逸生发现他的
聪智，记忆力超常，似乎有过目
不忘之功。刚发的课本，看过一
遍，他就能倒背如流，黄老师语
重心长地对他说：“只要你肯念
书，学费会请菲律宾仑峰同乡会
华侨支持。”但是，20世纪50年
代处于困难时期，黄光蚕只念了
三年的小学就辍学务农，提起这
件事，他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但是，他依然对已经作古多年的
黄老师饱含着浓浓的师生情。

踏进“农民义务110”，30多
平方米的队部，接待室、宿舍、厨
房、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眼前
慈祥而诙谐的老人，声音洪亮，
零星的白发点缀着岁月的沧
桑。黝黑透红的国字形脸上些

许的皱纹，额头布满岁月的痕
迹。要不是当年与歹徒搏斗嘴
唇上留下的伤疤，健步如飞的
他，倒像是一位六十开外的长
者。提起与歹徒搏斗的情形，还
握紧拳头、跨踏马步。眼前的
他，我调侃夸赞他宛如“智取威
虎山的杨子荣”！

说起黄光蚕，他是石狮当地
家喻户晓的人，百度里关于他的
信息足足有数百条。笔者认识
他20多年了。改革开放初期，石
狮乡镇企业兴起，黄光蚕抓住机
遇，创办了车辆配件厂，并连续8
年被评为优秀企业。当年，新开
辟的石蚶路仑后段西侧，他的别
墅院子里竖立着一座“江夏雄
风”石雕，十分耀眼。精雕细琢
的圆柱，三层楼房红砖白石镶
嵌，极具闽南建筑风格，算得上
村里数一数二的“高大上”豪宅。

2011年，石狮市重点项目建
设拉开序幕，石蚶大道拓宽改造
项目提上议程，黄光蚕的别墅和
厂房在规划征迁范围内，舍小
家、顾大家的他，二话没说，找到
动迁组，在征迁协议上盖上手
印。为 将“农民义务110”继续
下去，他不等不靠，不找政府，将
队部搬到一幢华侨闲置的石头
老屋，重整旗鼓，搭建低矮的铁
皮屋，他吃住办公在这里，至今

“快乐地”度过了11个春秋……
石狮建市初期，被誉为“小

香港”，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外来人员，盗抢案件频频发生，
社会治安严峻，黄光蚕的豪宅引

来歹徒贪婪的目光。1996年冬
天的一个深夜，5名歹徒潜入黄
光蚕家里盗抢，他的7名家人被
反绑双手蒙眼封口，歹徒翻箱倒
柜，10多万元现金和财物洗劫一
空，并打开冰箱和名酒，边吃美
味边品尝美酒，还挑选笔挺的西
服穿在身上，提着大包、夹着小
包，在别墅里折腾到拂晓，方才
大摇大摆扬长而去。面对如此
嚣张的歹徒，黄光蚕一气之下，
发誓要消灭盗贼。这一事件彻
底改变黄光蚕的人生追求和轨
迹，钱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渺小而
淡薄，于是从拼命赚钱改善家人
生活转为保护家人的生命。时
年53岁正当壮年的他，卖掉自己
苦心经营多年年盈利60多万元
的汽车配件厂，自费组建“农民
义务110”巡逻队，从老板“转行”
当起“农民义务110”队长，并确
定不接受捐款、不收一分钱保护
费、不领补贴的“三不”原则。
1998年国庆节，宽阔的石蚶大道
仑后村西侧“江夏雄风”黄家别
墅 4 间店面，挂起“农民义务
110”耀眼的灯箱，黄光蚕开启了
人生新的征程。

位于仑后村的宝盖科技园，
是石狮市重点工业园区，入驻企
业众多。1999年8月9日凌晨，
黄光蚕为了捉拿电缆大盗跳下
三米多深的水沟，身上六处受
伤，在将身材高大的犯罪嫌疑人
制伏后连同缴获的一整车高压
电缆移交公安部门。2006 年 1
月30日凌晨3时许，黄光蚕在宝

盖工业区巡逻时，发现6名歹徒
盗窃大量钢材并装上汽车，他上
前同6名歹徒展开殊死搏斗，肋
骨断了两根……一场更为血腥
的浴血搏斗发生在他创建“农民
义务 110”的第十年。2008 年 9
月2日凌晨4时许，黄光蚕在石
湖大道巡逻时，遇到4名骑摩托
车的外地年轻男子，他借手电光
发现对方的车上有包装的物品，
经检查，是一尊当地寺庙的古代
铜制香炉，他让同行的一名队员
回队报警，只身与歹徒周旋，不
料对方突然抽出随身携带的4把
刀棍向他疯狂袭击，他边与歹徒
奋勇搏斗边大声呼喊，全身被砍
伤20多处，刀伤最长21厘米，嘴
唇上部及牙齿全被打掉，手指被
砍断，流血过多昏倒在地……笔
者得知此事后，即联系文明经营
户的曾双彬牙科医师前往医院
慰问，曾双彬医师义务为他装上
一口假牙，体现了石狮人对英雄
的敬畏，一时传为佳话。

随着抓“贼”的机会越来越
少，黄光蚕搞起“多种经营”，增
加义务法律宣传员、急伤贫病救
济员、乐队指挥员“三员项目”，
配合当地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
由一名企业家变成义务保一方
平安的巡防队队长。他每年印
发治安宣传手册、平安信、日历1
万多份，并向群众公开承诺：第
一、农民义务110有警必接、有难
必帮，凡夜间在辖区发现盗窃、
抢劫或其他犯罪行为，接警后在
5分钟内一定赶到现场；第二、凡

向农民义务110举报一起犯罪线
索或协助抓获一名犯罪分子的
群众，“农民义务110”将给予200
元至1000元的奖励；第三、保证
始终不向村民、企业、外来工和
经商户收取任何治安费、保护
费。

黄光蚕在巡逻中经常遇到
摔伤、急病外来工，他都第一时
间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并自掏
腰包垫上医药费，方才悄悄离
开。在遇到没有钱回家的人，黄
光蚕都会赠送其回家的盘缠，先
后救济近百位、10多万元。

说起乐队指挥员，黄光蚕创
办的“光蚕乐团”可是石狮地区一
支响当当的西乐队，他花费几十
万元，购买二十多种西洋乐器，招
收20多名农民群众当乐手，常年
活跃在石狮乐坛，以乐养队，白天
是号手，晚上是巡逻员。

伤疤，就是他的勋章！这句
话是对英雄的最好颁奖词。黄光
蚕先后荣获“福建省综治工作先
进个人”“泉州市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等称号，2009年11月入选“中
国好人榜”见义勇为类好人。在
他简陋的队部门外小花圃里，立
着一座“双手紧握”的雕塑，寓意
团结一心，与歹徒势不两立的决
心。雕塑上的碑记：“坚守的力
量，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坚守在
巡逻路上，不惧生死，不求报酬，
只为一方平安，1998年，黄光蚕组
建仑后农民义务110巡逻队，用
坚守……”77岁的黄光蚕正圆梦

“天下无贼”人生夙愿！

天下无贼
黄汉瑜

闽南中元节
郭芳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