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话”的爸爸》

我有一个“听话”的爸爸，
总是弯下腰，听我说话；
我有一个“听话”的爸爸，
总是笑眯眯，听我说话。
我有一个“听话”的爸爸，

总是先听我说，再发表看法；
我有一个“听话”的爸爸，

从来不会说我笨，不会笑我傻。

“听话”的爸爸呀，
因为会听我说话，

才知道我的欢乐、我的苦恼、我的想法。

“听话”的爸爸呀，
因为会听我说话，

才不会大发脾气、自作主张、天天训话。

我有一个“听话”的爸爸，
我会对你讲心里的话：

我有一个“听话”的爸爸，
我会好好听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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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

钩沉

会昌地处江西省东南部，武夷山余
脉西麓，南岭余脉北端，东邻福建、南靠
广东，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建
县。境内地形以丘陵为主，水路纵横、
沟壑错杂，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有着浓
厚的红色文化、源远的绿色文化、独特
的客家文化、灿烂的古色文化和淳朴的
好人文化。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
历史的风云际会中，途经会昌大地，或
咏或叹，留下了一大批诗意盎然的佳
作。在众多关联会昌的古诗词中，最著
名的莫过于南宋曾丰创作的“会昌系
列”诗文。这些诗文在《全宋诗》第三十
部中，也是会昌荟萃人文中最“辞直理
性”的篇章。

曾丰（1142 年—1224 年），字幼度，
号樽斋，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桥西
人。系“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同宗，南宋
知名理学家、文学家、诗人。南宋乾道
五年（1169 年），曾丰进士及第，授永州
教授。曾丰中进士后很长一段时间，都
没有为官，而是寓居临安。他一面拜谒
大臣谋求进身，一面吟咏山水，增广交
游。直到淳熙七年（1180年），他才得以
出任赣县丞，历任赣县县丞署理会昌知县，义宁、浦城县
令，广东经略司曹，德庆知府，湖南参帅，朝散大夫等职。
嘉泰四年（1204年），被罢职回乡。

曾丰生平好学，博览群书，以文章名噪一时。政事
之余，醉心诗文创作。归乡后，筑室“樽斋”，以此为
号。晚年无意仕进，以诗酒自娱，四方来求诗文者经常
满座。他在故里开办西山书院，致力教学和研究，求学
于门下者众多，著有《缘督集》40 卷。今存诗 551 首，存
文162篇。

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作
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历朝历代还
颁布了系列法令以促进农业发展。宋神宗时期推行青苗
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明神宗时期全面推行“一条
鞭法”，清康雍时期废除“人丁税”，推行“滋生人丁，永不
加赋”“摊丁入亩”政策。农耕文明的高度繁荣在宋代，当
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设施也相当完备，北宋景德三年
（1006年），朝廷专门增设了“劝农使”这一全新官职，负
责劝课农桑，帮助农业发展。文武百官上至转运使、提点
刑狱，下至知州、通判、知县，普遍兼衔劝农，业绩同步纳
入吏部考核，要求州县长官必须以“劝农事”为重。

淳熙九年（1182年）秋，曾丰与会昌结缘。他以赣县
县丞署理会昌知县的身份从赣县来到会昌。次年春，正
值会昌大旱，农作物受干旱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
刚来会昌不久的曾丰为解民瘼，亲自前往距县城南约60
公里的盘古山祈雨，旱情得以缓解，百姓大喜。在盘古
山，曾丰被眼前的丹霞美景震撼到了，只见山峦叠嶂，峰
石林立，景色壮丽。曾丰对盘古山因何得名感到好奇，于
是不顾攀爬的劳累，进到山顶的浮屠宫，询问主持僧人法
义，但法义也说不出所以然。于是，曾丰自己作了个猜测：

“余为言为盘古，混沌时，神人所为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
不有其功，一归之太空，是山今云。然窃意后人思盘古之
功，因而其名志之欤？虽涉传疑，以讹传讹不失本始。”盘
古山海拔约480米，整个山形似磨盘，周长5公里，直径1.5
公里，四壁峭立，西南面只有一条凿石蹬道直达山顶，给曾
丰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用游记的形式把这次登盘古山的
过程撰写成《盘古山记》，形象地描绘了盘古山的陡峭险峻
及攀登的感受：“南方之山，衡为宗。自衡袤而南稍东为大
余，袤而北又稍东为盘古。其地介闽、粤，故吴上游，今隶
赣。余为赣承，进取计左矣，犹幸并缘得赏。所谓盘古者，
久之未偶也。逢人谈胜，致中为热。”“凡百里山皆童，惟盘
古若鬅鬙然，望之青葱突兀。始蹈背而上，其势逶迤，高不
觉其为数百仞也。即之松萝参天，上匽盖如蟠蝌。其东西
崖壁立，尝试投石焉，一茶顷始至下。或徙倚而俯仰也，目
勇若蜚，足怯将坠，徜徉徘徊不忍舍而去。去矣，犹数步一
回首，其得我叹赏如此。”

曾丰在往来盘古山途中还深入乡间地头了解春耕情
况，到屋场邀请地方宗族长老座谈，帮助解决害农之困，
劝谕百姓尽心务农。并提笔写下《会昌劝农》一诗。《会昌
劝农》是一首七言律诗，曾丰用通俗的语言把“勤者天之
道，百事之门，惟勤则无不胜”的道理告诉给百姓。

会昌劝农
官不劝农农亦耕，诏书那可废常行。
烟霞自避旌旗色，鱼鸟相疑金鼓声。
蝶急岂遑追梦觉，鸠闲犹强管阴晴。
忙中偷得须臾暇，聊借江山答太平。

“官不劝农农亦耕，诏书那可废常行。”这两句诗强调
了宋代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宋代是农耕社会，历代统治
者都采取以农为本的政策，通过诏书等方式不断强调农
耕的重要性。这里的“官不劝农农亦耕”表达了一个普遍
现象，即使官员不特意去劝导农民耕作，农民也会自发地
耕作，因为农业是他们生活的根本。

“烟霞自避旌旗色，鱼鸟相疑金鼓声。”这两句诗以生
动的话语描绘了农忙时劝农官员下乡劝农的场面：官员
的出行队伍旌旗飘扬、金鼓齐鸣，又用拟人手法写烟霞为
之避让，鱼鸟为之惊疑，不仅突出了古代官府对劝农活动
的重视，也从侧面表现出会昌当地风气淳朴，对于外来的
人和事物感到陌生与疑惑。

“蝶急岂遑追梦觉，鸠闲犹强管阴晴。”这两句诗以蝴
蝶和鸠鸟为喻，写蝴蝶忙于采蜜，无暇顾及追梦；鸠鸟则
悠闲地关注着天气变化（斑鸠不停地鸣叫预示降雨，因而
古人认为斑鸠可以预测天气），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这
一联表达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与重视，忙于农事无
暇顾及其他，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忙中偷得须臾暇，聊借江山答太平。”这两句诗写农
民们在忙碌的农业生产中，偶尔也能偷得片刻闲暇，欣赏
这美好的江山景色。作者通过这一侧面描写，表达了对
国家太平的赞美之情。

曾丰的《会昌劝农》不仅是一首赞美农业生产的诗
歌，更体现了宋代社会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农民生活的关
注。通过描绘农事活动的繁忙和热闹，以及诗人在其中
的感受和体验，展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农民生活的
忙碌与美好，表达了诗人对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安定的
赞美、感激之情。

2024年2月10日（大年初一），在“文艺中国”直播间播出
的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新春晚会特别节目中，由我作词、著名
作曲家栾凯及栾景新作曲，丁美桐演唱，国管局花园村幼儿园
表演的《“听话”的爸爸》精彩上演，这是整台晚会唯一的儿童
歌曲。

《“听话”的爸爸》曾入选 2022年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少工委联合组织的“童心向未来”当代少儿歌曲创作推广活
动，这个活动历时两年，征集了 1259 首歌词作品，《“听话”
的爸爸》是最终评选出来的 12 首优秀歌曲之一。最近，该
歌曲又入选全国青少年美育示范展演——2024“全民美育”
青少年民族合唱展演展示活动 100首指定曲目，2024年“六
一”儿童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央视推出歌曲MV。

一般来说，我们都讲要孩子听爸爸妈妈的话，而我在创
作时，从逆向的角度，写的是“听话”的爸爸，从孩子的眼光看
待爸爸，从少年儿童的角度观察世界。

这个“听话”的爸爸，总是放下爸爸的架子，弯下腰听孩子
说话；这个“听话”的爸爸，总是很和气，笑眯眯听孩子说话；这个

“听话”的爸爸，总是先听孩子说，再发表看法；这个“听话”的爸
爸，总是很尊重孩子，从来不会说孩子笨，不会笑孩子傻。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小家庭里，体现着民主、文明、和谐、
平等、友善。这样的好爸爸，善于听孩子说话，了解孩子的欢
乐、苦恼和想法，不会对孩子大发脾气、自作主张、天天训
话。因为有这样的好爸爸，孩子也会讲心里话，会好好听爸
爸的话。

著名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曾经说过，“父亲在家里应
当是有权威的人，他的威信越高，孩子对自己要求越严……
孩子需要父亲，父亲应当是善良的、愉快的人，孩子小的时
候，父亲常常忘记自己是大人，像淘气的孩子和孩子一起
玩，孩子长大了，父亲是孩子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即严格又
正直，言行一致，成为孩子的榜样。”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
做父亲》中提到，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

三，便是解放。今天，当我们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思
考现代儿童家庭教育中父亲的角色定位，他们的真知灼见
依然有可借鉴之处。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十分重要，它影响着孩子个性
品质的形成。父亲平常要多亲近孩子，要尽力营造一种和谐
的家庭互动氛围，尽量坚持每天与孩子共享一段时光。通过
这种持续有效的家庭亲子互动，孩子不仅能够从父亲那里感
受到关爱，而且能够从父亲的气质、情感、智力等方面接受潜
移默化的影响，给自身的心理与智力发展补充养分，使孩子
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格基础。

谈及这首歌曲的创作感受，作曲家栾凯也说，作为一个
父亲，学会聆听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希望孩子听
从我们的话，但是忽略了孩子也需要我们去聆听他们的想法
和感受。一个好的父亲应该学会先倾听孩子，给予他们足够
的尊重和关注，不要总是立刻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要责怪
孩子。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更愿意对家长讲心里话。

当孩子说话时，耐心地听取孩子的意见和想法，不轻易
打断他的话，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孩子
犯错或者做出不当的决定时，也不要马上责怪他，而是先耐
心地询问他的想法和感受，然后帮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这样，孩子会感到被尊重和理解，从而更愿意接受家长
的建议和指导。

《“听话”的爸爸》在 2023年六一儿童节推出后，好评如
潮，得到了全国小朋友们的喜爱。这首歌用一颗童心，从一
个新的角度阐述孩子和爸爸的亲密关系，因而更具有亲切
感、感染力。曲调富有童真童趣，领唱、伴唱活泼幽默且轻
松，贴切主题，为作品添色添彩。

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喜欢，更有很多爸爸在听了这首歌
曲之后，改变了自己对孩子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一个

“听话”的好爸爸。很多妈妈也把这首歌曲发给孩子的爸爸，
说：“你应该做这样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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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驿道。

少年儿童歌词创作的新角度
——歌词《“听话”的爸爸》创作漫谈

□罗晓航

六年“张南安”政绩美名扬
——南安知府张弼往事

□李先昊

南安，是昔贤过化之地，往哲留神之乡，人文鼎盛，名
宦辈出，其中明朝知府张弼因政绩昭然、深得民心而被南
安百姓立祠纪念，美名传扬至今。

张弼（1425年—1487年），字汝弼，号东海，华亭（今上
海奉贤青村镇陶宅村）人。他是著名书法家，尤工草书，有

“吴中草圣”之称。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历任兵部主
事等职。成化十四年（1478年），张弼出任南安知府，在任六
年多，一心放在公事上，做了许多顺民心、利长远的德政。

大刀阔斧 重修梅岭路

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奉旨拓宽梅岭道路以来，庾岭便
成为两广往来襟喉。之后历朝历代对这条繁忙的交通要
道虽有维护，但基本上是小修小补，到张弼任知府时已经
损坏严重。据明朝桑悦《重修岭路记》记载：“自岭至府
治，旧有砖石细街，岁久碎没，尺点丈缀，散如列星，路之
真形，邱陇阴夺，积雨连旬，洿者吹渎，往往人驴俱仆，摩
虬蹄触，货随覆败。”可见，旧时所建的驿道已经被踩踏得
破碎，遇到连续的阴雨天气，人与货物都行进艰难。张弼
之前的几任知府也想修这条路，无奈力绵才弱，只能付之
叹息。张弼认为，修这条路虽然一时艰难，但长远来看却
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排除万难，果断行动。

为解决修路劳力问题，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招募
了数以万计的闽赣饥民充当劳役。张弼还“集父老，率工
师”，亲临实地指导，对“抗路巨石尝逃九龄斧凿者，悉用
椎削，取其荦确，以补道陷”，沿途“又砌以石磴，步级而
升”。从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八月起至次年十月，历
时 14个月，其工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质量之高，前所
未有。据记载，重修后的梅岭路，“其长二十五里，其阔一
丈，悉用碎石块平砌其中，而青石长条固其边幅”。特别
是对梅关关楼进行了修葺，南北两面用青砖砌筑，门楣嵌
有麻石匾额，书有“岭南第一关”字样。对于张弼重修梅
岭路的功劳，后世评价非常高，认为可以与张九龄相媲
美，当庙食兹土。

妙手解纷 签货运协议

张弼不仅在硬件层面解决了梅岭驿道通行难问题，
更在软件制度层面解决了南雄、南安两府百姓在梅岭驿
道上旷日持久的互相争利问题。由于梅岭驿道来往货物
极多，南雄、南安两府一大批役夫靠从事搬运谋生。明洪
武初年，官府在南安与南雄两地的梅岭驿道中点设置了
交接站（今南雄市中站村），异地的货物、官方文书运到中
站之后，便交由当地的役夫继续运送到本府城下，这一习
俗沿袭了 80 年左右，被两地百姓接受。然而明景泰初
年，因筹集军饷的需要，南赣成为广东运销食盐的地方，
南雄货物过岭者越来越多，驮担者可得厚利。南雄一方
提出“南货过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货过南者直至南雄城
下”，即两地不再需要中途交接，一站送达。由于当时货
物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驮，这就极大损害了
南安役夫的利益，导致双方起了争执。南雄、南安两府这
一起冲突，就是二十多年，屡断屡争。为一劳永逸地解决
这一问题，张弼与南雄知府江璞召集两地的耆老及涉及
利益者，经充分讨论后形成公议，并签订了《江、广两省货
物中途驳运协议》，继续沿用洪武初年货物在中站中转的
办法，使双方役夫获利均等，较为妥善地解决了两地长期
的矛盾纠纷，也使得梅岭驿道重新畅通无阻。

仁心爱民 重修横浦桥

张弼还重修了横浦桥。横浦桥原名平政桥。元延祐
三年（1316年），大余山洪暴发，滔滔洪水将大余县城破
城为二，官府在章江上建了座浮桥，取名平政桥。元至正
二十二年（1362年），南安路总管张元祚率民夫改建，并

将桥名改为横浦桥。
由于大余常常山洪暴涨，洪水裹挟着枯草巨木顺流

而下，撞击桥墩的冲击力度仿佛万牛冲来，而前代修建的
桥墩都是由沙土石子垒成，极容易垮塌。即便反复修复，
也还是每逢山洪就易崩塌，耗费极大。张弼针对这一问
题，采取治本的办法，首先开挖沙洲，疏通河床，等江面开
阔之后，再固定桥墩。五个桥墩全部以巨石砌实，生铁嵌
衔，四周缝隙灌以石灰浆。在铺设桥面的时候，于两侧建
店亭三十间，出租给商贾，这样收取的租税可以用作维修
桥梁的资金。这样，不仅解决了建桥的问题，更解决了后
续维护的问题。张弼重修横浦桥用时三年，费用来源于
盐税和前任知府的募捐，没有新增百姓的负担。

崇文重教 矫陋改民风

古代把通道浚川作为为政首务，张弼在南安除了铺路
修桥外，还崇文重教，矫正陋习。据清乾隆版《奉贤县志》
记载，张弼在南安毁淫祠、立义塾，祭祀先贤，崇尚正学，善
政不胜枚举。南安府原有淫祠六百余所，张弼统统将它们
废除，改成社学。同时建了一些文化名人的祠堂，劝谕人
们学习名人的风范，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如，张弼到任后
瞻仰周敦颐、程颐、程颢三贤遗迹，感慨“阶墀堂序，尚遗旧
规，流风遗韵，未尽泯灭”，于是利用南安府衙内的一个废
台，整理修葺为“吟风弄月台”，以追思先哲，警示自己“弗
愧守土”；又如，在南安的东山建立蒙川馆，纪念宋朝末年
的爱国义士蒙川先生刘黻，“以旌先生之迹，励后学之思”；
再如，在南安宝界寺内建铁汉楼，纪念北宋名宦刘元城屡
遭贬斥而初心不改风范，新建江东神祠纪念苏东坡等诸寓
贤，建张九龄祠以纪念其通梅岭驿道之功，等等。当时南
安府属邑南康有些百姓“刚黠而健讼”，张弼大力惩治首恶
数人，同时对百姓倡以礼仪，民风逐渐得到转变。

张弼在南安知府任上六年后谢病归故里，临走之际，
南安百姓倾城而出，牵拉哭嚎，依依不舍。据桑悦《东海张
公遗爱祠记》记载，“老稚聚者如墙，攀挽者如植”“父老谢
谅等乃相与肖像于城北之高明所，欲事侯如在也”。张弼
离开后，南安百姓自发立祠于金莲山，供奉如神。三年后

张弼去世，南安百姓愈发思念，因旧祠偏远不便瞻奉，上报
官府要求迁移到城中，获准后“民之献材供役者骏奔恐后，
用是阅月告成”。张弼深得南安百姓之心可见一斑。

张弼走马上任南安时“一挑行李两船书”，年老多病还
乡日“两船仅变三船”。因行李太少、船体过轻难抵风浪，无
法入海航行，他便效仿东汉陆绩寻一山石压舱，挥笔题诗

“为官十载无家财，青石压船抗风浪”，被称为“廉石还乡”。
1931年，张弼的后裔将此石捐赠给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

南安有幸，留驻张弼六载，惠泽至今；张弼有幸，建功
立业南安，青史留名。张弼
与南安这段奇缘，为大余厚
重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品评

清代徐璋绘《张弼》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