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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吴绍先

▲蒲剧《枣儿谣》剧照 （资料图）

□郑祥林

清代康熙年间，稷山县吴城村
农民吴绍先，为寻找先后走失又分
别被拐卖的两位胞弟，历时 17 年，
走遍十几个省，徒步数万里，受尽千
辛万苦，终于将流落异地他乡的两
个弟弟找到，重返故里，全家团圆。
此事不胫而走，惊动了京师，朝中文
武官员、绅士平民，争相欲见吴绍
先。

康熙皇帝闻知后，颇为赞许，钦
封其为“义民”，并赐“兄弟孔怀”金
字牌匾一块，以表彰他万里寻弟的
义行。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
地，也深为其精神所感动，写下了
800 余字感人肺腑的《纪吴伯宗寻
弟事》一文。文章记述了吴绍先寻
弟所经历的艰辛历程，热情赞扬他
的“孝悌”精神。一代名相、文渊阁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从李光
地处得知吴绍先寻弟事迹后，十分
感佩，亲自面见了吴绍先并邀请至
府内，以礼相待，满怀激情写下了
76韵五言诗，抒发了对吴绍先艰难
而又漫长寻弟经历的同情，歌颂他
高尚的兄弟情怀，盛赞他虽系“力田
之夫，其犹有唐尧虞舜之遗风”的品
格。陈廷敬认为，吴绍先的义行，不
仅是世间兄弟辈的榜样，也是达官
显贵们的表率。吴绍先携两弟返晋
后，山西省督抚赠匾“亘性寻弟”，平
阳知府赠匾“名高荆树”，以示褒扬。

弟弟被人拐卖

吴绍先自幼家贫，不幸父母相
继早逝，留下了他和年幼的两个胞
弟。绍先居长，时年 13 岁，二弟伯
祧5岁，三弟伯乐1岁，兄弟三人相
依为命。绍先年龄稍大时，娶妻成
家，担负起养育两个弟弟的重担。
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农忙时辛勤
耕耘于田间，农闲时出门给人拉大
锯赚钱。一天，吴绍先从田间劳作
归来，忽然发现三弟伯乐走失，急忙
向邻里亲友询问，均无消息。他心
急如焚，寝食不安，魂不守舍。迷惘
中，好像死去的父母在看着他、责备
他，为幼子着急流泪。

吴绍先悲痛欲绝，寻弟更加心
切。白天顾不得田间农活，夜晚忘
记了疲劳和饥饿，夜以继日地寻
找。后来打听到三弟出走闻喜县，
被浮屠寺和尚拐卖。气急之下，他
将和尚告到官衙，经审讯，果然是和
尚所为。三弟究竟被卖到哪里？卖
给何人？茫然不知。官衙不作深追
细查，和尚逃之夭夭，不知去向。这
该如何呢？

十七年寻两弟

吴绍先决心要找回三弟，即使
其流落到天涯海角，也要义无反顾
地找回。从此，他徒步上路，四处寻
觅。先到本省各县，后到河南、山
东、湖北、直隶（今河北）、陕西、浙江
及西南边陲的诸省。他边走边问，
多次来去往复，虽历尽艰辛，但仍未
能找到。当他返回家乡，一进家门，
岂不知二弟伯祧又被别人拐骗掠
卖。悲愤交加、伤心至极的他跑到
父母坟墓前大哭，并发誓：找不回两
个弟弟，愧对死去的父母，誓不回

家！
吴绍先扛起大锯，再度离家寻找

弟弟。没有盘缠，就给人边拉锯挣钱，
边打听弟弟的下落。他顶严寒，冒酷
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无钱吃
饭，便沿街乞讨，最后无法竟然卖掉大
锯。有一天，他夜宿旅店，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拿出随身携带的《论语》，
当读到《里仁》篇中“父母之年”句段
时，想到父母不幸早逝，两个可怜弟弟
又被人拐卖，心中的酸楚使他禁不住
放声大哭，惊醒了别的旅客。他翻身
起床，乘着月色急忙赶路又去寻找。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如此苦苦寻觅了
将近17年。后来，从一位北方过客处
打听到三弟被掠卖给京师一位高姓官
员家中当差。吴绍先又几经周折，千
里迢迢找到高家，终于见到三弟伯乐。

父母去世时，伯乐只1岁，走失时
仅 4 岁，几次转手到高家时 12 岁，找
到三弟时，已年过二十。高家待伯乐
很厚道，当得知绍先多年寻弟矢志不
移的决心和饱尝艰辛的经历，深受感
动，当即答应等其找到二弟伯祧时，让
他兄弟三人相偕返家。同时，还赠送
盘缠，让他继续寻找二弟伯祧。

吴绍先在京师时，已打听到二弟
被掠卖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
市）。宁古塔是个什么地方呢？宁古
塔是清廷设置的五个将军辖区之一，
地处东北边陲。冬季气候极度严寒，
一夜之间，能冻坏手指、脚趾和皮肤，
是当时朝廷发配罪犯之地。吴绍先思
念二弟，不顾路途遥远和环境恶劣，急
欲启程。临行前，对伯乐说：“我要找
到伯祧，兄弟三人一并返家；找不到伯
祧，终死不回，妻子和孩子交给你照
管。”再次表达了他誓死寻弟的决心。

告别三弟，离开京师，再次徒步上
路，昼夜兼程，出山海关，经盛京、过吉
林、终于到达了宁古塔。多方寻问，打
听到二弟伯祧被掠卖给清廷一位满族
将军麾下当仆人。他不顾一切，急于
见到二弟，但却被这位将军拒绝，并让
其部下训斥责问、拳打脚踢和鞭笞。
吴绍先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
他毫不畏惧，据理辩解。他向将军陈
述了17年兄弟离散相思之苦，诉说了
徒步数万里寻弟之艰，终于感动了将
军，答应让其弟返家。

吴绍先离京出关到找到二弟，已
逾夏、秋、冬三季，历时9个多月。此
时，宁古塔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滴水
成冰。兄弟二人不顾饥饿和寒冷相扶

而归。数日行走在冰雪中，身体冻僵，
十趾见骨，双足俱残，不能行走则在地
上匍匐爬行，疲劳、饥饿和寒冷，使其
骨瘦如柴。兄弟三人终于在京师会
面，相偕返回故乡。吴城村村民为庆
祝他兄弟三人再次团聚，在本村西门
外关帝庙唱大戏三天，表示祝贺。康
熙帝、山西省督抚和平阳知府赠送的
金字牌匾及陈廷敬、李光地所作诗文，
在稷山视为盛事，民间争相传颂。吴
绍先寻弟事迹，被载入《稷山县志》和

《清史稿》。

“义民亭”的建立

将近 300 年间，吴绍先万里寻弟
义行，感天动地，令世代人敬仰。民国
十二年，稷山知县郭象蒙向上峰汇报
后，为吴绍先建亭、树碑、立雕像。郭
象蒙奉命在县城西关西寨门外建石亭
一座，取名“吴绍先义民亭”。石亭四
周匾额镌刻着亭名及康熙帝、山西省
督抚和平阳知府的赠匾题词。亭前两
石柱雕刻的对联是：“春秋十七道里三
千，神明见视肉骨团圆。”亭中立一通
青岩石碑，高120厘米，正面中央楷书

“稷山吴绍先义行碑”；右上款“中华民
国十二年十月”；右下款“山西督军兼
省长阎锡山题”。碑身左侧镌刻着《纪
吴伯宗寻弟事》全文，署名大学士李光
地、安溪人。碑身右侧镌刻着《稷山义
民寻弟诗有序》，署名大学士陈廷敬、
泽州人。碑身背面刻写着稷山知县郭
象蒙的撰文。碑额前面刻着“双龙戏
珠”，中间刻着篆书“扬休”二字，后面
刻着虎头与赤虎，中间刻篆书“永志”，
左右两侧雕刻着似蝙蝠图案。义行碑
左旁有吴绍先雕像，浓眉大眼，头戴瓢
帽，蓄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左手搭
膝，右手持《论语》，脚穿毡靴，端坐一
把古式背椅。石椅背后刻写着：“吴绍
先，字伯宗，稷山吴城人，清康熙间，有
万里寻弟义行。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
奉山西省长阎令建立石像，知县事郭
象蒙立。”

1962年扩建稷山县城时，将“义民
亭”拆除，“义民”吴绍先的雕像及义行
碑后移至稷山青龙寺，实行异地保
护。石刻的牌匾及亭前石柱楹联均已
遗失。吴绍先石雕像和义行碑，吸引
着众多游人的注目和敬仰。这对进一
步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公民道德素养，
密切亲情关系，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
力。

□聂顺荣

文学界劳模——陆游

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
为最，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长歌
行》《示儿》《浪淘沙》等作品，从北宋的徽宗、钦
宗，到南宋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陆游一生
经历了六个皇帝。他一生活了85岁，自言“六
十年间万首诗”，留下诗篇9300余首，相当于平
均每两天创作一首，在诗人中堪称“劳模”的极
大典范。真可谓成就非凡。

史学界劳模——司马光

为了编写《资治通鉴》，他参考了宋神宗私
藏的2400余卷书，还参阅了222种资料，3000
多万字。前后花了19年时间，这19年，司马光
秉烛至深夜，警枕破黎明，到66岁时才编写完
成了和《史记》齐名，此生必读的历史书籍《资治
通鉴》。司马光曾自诩“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真可谓呕心沥血。

司法界劳模——狄仁杰

为官期间，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
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
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
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
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
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
积压案件，涉及官民1.7万人，其中无一人再上
诉申冤，真可谓劳苦功高。 （《兰州日报》）

古代“劳模”

□罗鑫 邱世杰

·射箭·

作为六艺之一，射箭在中国古代不仅是攻
城拔寨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
养君子风度的方式；而且，古时射箭还具有严格
而复杂的仪式流程，被称为“射礼”。

在做客、宴请之时，射箭则成了一种社交活
动。如《仇英款射箭图》，画面中描绘了明代官
宦人家邀请客人在庭院中射箭的场景。

·蹴鞠·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踢圆”等，
起源于春秋战国，兴盛于宋代。作为一项有着
两千多年历史的足上球类运动，中国蹴鞠在
2004 年被国际足联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运动
起源。

《仕女蹴鞠图》描绘了仕女集体进行体育活
动及游艺的画面，其中对蹴鞠的刻画非常生动，
蹴鞠的花纹清晰可见。

·马术·

马术原本是人驾驭、骑乘马匹的技能，现已
逐渐发展成在竞技场上检验人马配合、协同工
作能力的独特体育项目。中国马术历史悠久，在
汉唐时期，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不论
男女老幼都热衷于骑射、马球等马术娱乐活动。

《马术图》中描绘了古人高超的马上杂技技
巧，其造型丰富、刻画细腻，人物姿态生动、色彩
艳丽，是一件难得的马术绘画艺术作品。

·围棋·

围棋是一项历史悠久、凝聚着中华民族智
慧精华的智力运动。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益智游
戏，围棋拥有深邃的内涵。

围棋活动自唐代开始在中国古代女性中盛
行，到清朝时期已成为宫廷、贵族妇女中广泛盛
行的一项体育活动。《仕女弈棋图》描绘了春临
大地、风和日丽之时，女性相聚在一起，以弈棋、
观鱼、赏花为戏，彰显雅致情趣。

（《浙江法治报》）

如果古代也有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