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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信
念

（选登）

梁孟伟 著

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廷腐败无能，

列强虎狼环伺。一纸《马关条约》，刺激了

外国强盗瓜分中国的野心；一份《辛丑条

约》，更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深渊。

尽管中国大地黑夜沉沉，但古老的东

方已显露出熹微的晨光。1898年是中国近

代改良主义运动“戊戌百日维新”的一年，

也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宣武门

外菜市口的一年。

浙东新昌风景秀丽，天台山、四明山、

会稽山等名山环列，唐代白居易在《沃洲山

禅院记》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

洲天姥为眉目。”出新昌城，东行十五公里，

就会看见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它就是查

林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最早的村

址旁有棵很大的茶树，故名茶蓬头，后周围

有了里屋基、大园地、下台门、马家园等 5

个小村，并联成一片，又名茶联。后改茶联

为楂联，最后改名为查林。

梁柏台祖父梁春堂有大道地楼房三

间，由于柏台三叔梁开扬过继给三爷，房产

就由梁柏台父亲梁开钱和二叔父梁开荣平

分。后来梁开荣后代“香火”不继，北首一

间半楼房分别由梁小芬和陈莲珠继子梁志

洪购回，遂成今天的格局。

查林四周，远处是深黛起伏的天台山

和四明山脉，近处是低矮连绵的丘陵地

带。中间是一条曲折萦迴的查溪，古老的

查林村，就像搁浅在山脚岸边一条灰色的

船，破旧得像件老和尚的百衲衣。因为沿

溪而居，家家户户建房造屋，就地取材的是

溪滩中大小卵石。村里砌的墙是卵石，铺

的路是卵石。查林村，仿佛就是卵石堆砌

的世界。

鱗鳞屋瓦荡漾着岁月的波纹，幽幽轩

窗传递着家族的风情。大道地又称梁家

台门，坐北朝南，三进三重，三个道地，有

正屋9间，中厅、厅、侧屋20多间，共30间，

是梁氏祖先的居住地。梁相台的家在第二

进朝西，一间半两层的石木结构楼房。前

面和中间用木板分隔，后墙用卵石砌成。

1989 年 9 月 14 日，岁近中秋，时交二

更，梁柏台就在那个月将圆而未圆的夜晚，

发出了第一声婴啼。欢天喜地的父亲梁开

钱，抱起天庭饱满、眼睛明亮的儿子，心里

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因为此前他和胡

玉兰已生有两女，长女梁小芬（梁菊芬），次

女梁竹芬，这次喜得贵子，就是“香火”有继

了，而且是梁氏的“房头香火”。梁开钱于

是按照宗谱第“佑”字辈，给这个儿子起谱

名佑民，又名殿栋，字柏台，号鹤朋，别号梯

云、越庐、月庐，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佑民之

心，鹏鹤之志，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梁家世代务农，父亲梁开钱读过几年

私塾，聪明干练，为人慷慨，勇于任事，曾办

过八年乡村初级学堂。但不善理财，靠租

种庵田维持一家温饱。梁柏台的母亲胡玉

兰，邻村竹岸人，比丈夫大两岁。她心地善

良，温顺朴实，极富同情心。对梁柏台温柔

敦厚、豁达大度、同情贫弱、乐于助人等品

格的养成，起了很大的影响。村里很多老

人回忆，梁柏台手上如果有一个馒头，就会

掰半个与你分享；兜里有几分钞票，谁有困

难就会提供帮忙。路上碰到肩背手提的老

人，总会帮助提着或扛上一程，如有时间就

会一直送到家门。

查林村前，有片田畈，从桠权坑到石演

畈，由东南而西北，从山脚到溪边，高高低低

地铺排着成百上千亩水田。这是查林村民

的粮仓，也是梁柏台童年的乐园。他和别的

孩子一样，像欢乐的小鸟一样在多姿多彩的

田野上飞翔，摸田螺捉鲫鱼抓黄鳝，或为劳

作的亲人送茶送饭。

每年春夏，村前碧绿一片，村后一片碧

绿。村后，是个深潭，村里人叫它后门潭。

因为迤逦南来的查溪水，至此撞上对面岩

壁后，水流向西，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深潭。

村这头是一大片溪滩，溪对面是一片巉

岩。清浅处金沙历历，游鱼可数；潭中则一

片碧绿，深不可测。每年夏秋，这里就成为

男人们的天然泳池；水中岩石，成为梁柏台

和小伙伴们的天然跳水台。春夏的潭水碧

绿得像块翡翠，倒映着山上如烟似雾的花

草树木。一到冬天，潭中成群结队的鲦鱼，

变幻的锦鳞在阳光的折射下，泛出银光片

片。

冬去春来，水牛下田。每天清晨，梁柏

台早早地骑着大水牛，穿过薄雾笼罩的溪

滩，坐在圆鼓鼓的牛背上，顺手折一柳枝，

做成圆圆的柳笛，吹起动听的歌。牛一起

一伏地驮着梁柏台，泅过清盈盈的溪水，觅

一处青草丰茂处，尽情地啃啮起来。

每天傍晚，青山如黛，晚霞绚烂，梁柏台

就会肩挎一只鱼篮，手提一根鱼竿，赤脚踩

着清溪中滑溜溜的卵石，随着鸭毛梗做成的

浮子逐波而行。每当浮子一沉，梁柏台右手

轻轻一提，左手鱼篮一接，钓起的是一片霞，

牵动的是一座山。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和姐

姐回到家里，梁柏台所钓之鱼在母亲的精心

烹调下，已经变成了可口的饭菜。

查林虽处山区，但附近都是山坡荒地，

柴火主要来自数十里外的里山。柏台家缺

少壮劳力去里山挑担砍柴，送上门来的柴

更无钱购买，小小柏台就常和姐姐到附近

的山坡上耙树叶拾干柴。柴尖竹桩时时刺

破鞋底，荆棘毛草常常划破手臂，姐姐们心

疼地问他疼不疼，柏台总是坚强地抿着嘴

摇摇头。每当暮霭四起、百鸟归林的黄昏，

回家路上，柏台和姐姐抬着全家的温暖，也

抬着童年的辛酸。

天台山遍布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剡溪

水吟唱着唐朝的诗歌。但查林村没有这么

诗意和浪漫。出生贫困家庭，懂得农民的

艰辛；从小参加劳动，了解稼穑的艰难。“四

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乡亲们都勤劳得

像一只只蜜蜂，没日没夜地劳作于田边地

头，到头来还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麦出

不吃米”就是查林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

就是等到麦子泛黄可以开镰，穷人家早已

野菜充饥无米下锅。所以当时查林村民患

的都是营养不良的“浮肿症”“黄胖病”，很

多乡亲四五十岁就英年早逝。每当悠长的

巷弄里响起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哀婉的乐

曲又在悲泣着哪户人家生命之花的调零。

梁柏台每当看到悲伤得死去活来的乡亲，

总是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泪水。

梁柏台是梁家独子，又是梁氏“房头香

火”，自然被寄予厚望。1908年，也就是梁

柏台 9 岁那年，父母送他进入本村一所私

塾就读。按照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

“钦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整整迟了

三年。入学的第二年，因梁柏台家房屋年

久失修，行将倒塌，梁柏台被迫辍学，随全

家寄居到竹岸外公家里。

竹岸地处查林上游，合溪与莒根溪在

这里汇合成查溪。一遇汛期，两脉婉约多

情的清流，顿成两条桀骜不驯的黄龙，在竹

岸村头交汇撞击，更汹涌着扑向下游。这

时，青山绿水变成水乡泽国，滚滚洪水冲毁

了道路，淹没了良田，甚至冲家毁舍。连接

两岸的木桥也被冲垮，以致常常发生桥毁

人亡的惨剧。一回梁柏台眼睁睁地看着木

桥垮塌后，桥上一位姑娘瞬间被滚滚的洪

水吞没。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变

为“民国”。查林于 1912 年办起了双溪学

堂，柏台祖母所捐庵田转为校产，柏台全家

也移居本村毓灵庵，他得以优待生资格免

费入校读书，这时梁柏台已经13岁。屋漏

偏逢连夜雨，双溪学堂又因校产纠纷，于

1913年停办。好在不久又办起龙山学堂，

该校设在查林村的关帝庙内，梁柏台插班

进入三年级读书，这就是如今查林小学的

前身。学堂两幅楹联深深地吸引着小小的

柏台：

仿树木以树人求连抱必培拱抱

欲保家必保国造英雄先正童蒙

虎踞龙盘地脉灵此地必生豪杰

北斗泰山师望重诸君如坐春风

小小的梁柏台对“欲保家必保国”六字

印象特别深刻，把“家”和“国”紧紧相连，并

分清了“家”和“国”的主次：先有“国”才有

“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梁柏台回

家向父母一解释，父母觉得这儿子心气高

眼界宽，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从此，梁柏台每每看到自己喜欢的对

联，就随手抄录在笔记本上。一次他走访

新昌南区公立道南小学，看到两幅楹联反

复揣摩，忘情吟诵，不忍遽离：

保家先保国

寸土胜寸金

自卑登高有基勿坏

升堂入室吾道其南

柏台虽小，但保家爱国、伤时忧民的种

子，已悄悄在自己的心田生根发芽。

龙山小学虽属新式学校，由于条件的

限制，仍保留着旧学堂的教学方法，比较注

重文科，常用批仿作文。先生面批加笔批，

倒使学生在作文方面多有受益，梁柏台就

是在这里打下了作文基础。梁柏台保留下

来的81篇批仿（摹写）作文中，先生的批语

大多是溢美褒奖之词：如“思精笔健，气盛

言宜”“议论深淳，文章英挺”“持论正大，用

笔灵活”“文思清词气顺”“笔致清灵，词理

明达”“语能沉着，笔无呆相”“文有别见，笔

致清刻”等等。

春天开始，家家户户起早贪黑忙着养

蚕。梁柏台始觉好玩，特别是听蚕吃桑叶，

简直如聆天籁；看着蚕宝宝们吐丝成茧，觉

得无比新奇：

蚕者人民之宝也。吾国人民一岁之间

全赖乎蚕。蚕优则人民一岁之用有余，有

余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呜呼，蚕特一微虫

耳，且能富国，蚕非大有益于人世耶。

从养蚕到富民再到强国，小小柏台见

微知著，志向已是那样的高远！

早岁已知世事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