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城街道狹隘，塵囂奔逐，已礙衛生。加以不設街市，
賣瓜菜魚肉者，幾如酒債之尋常隨處有。積穢漚濕，更易
釀成癘疫，大為行人妨礙。茲南門直街坊眾決議，將該街
神廟拆去改作魚市，隨於街中擇一寬大之鋪辟作街市，令
街邊菜攤遷入。該街此舉真能破神權、圖公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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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粵之最有團體、最有公德、最有毅力者，其出車救
火一事乎？省佛二鎮每設有水車，舖多者或以一街而設數
車，舖小者則以數街而設一車，建水車公所以貯之，籌水
車公款以養之。每家定派幾人，某人定執何事，築更樓以
為憑高遠望之所。遇有火警，則鳴鑼召眾，以鑼聲之緩急，
示失火處之遠近。各家聞鑼，即各執其所當執之救火器，
齊赴水車公所，牽車馳往。至則同心合力，將火撲滅，然
後已焉。踴躍赴義，至足嘉也。盍以粵謳作為粵誦。

聞得話救火，就跑如飛，飛行絕跡，慌死出車遲。一
聲鑼響，立有車馳至，同聲想應，如命相依。我想救急個
宗，無有急得過此，必要急於風火，正可與風火相持。惟
土可以擋住水來，惟水可以㩒住火起，怕到人力難長，就
借重吓器機，所以水龍近日已自頻添置，真算是急公和奉
義，把一隻冇牙老虎打到力盡筋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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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佛之人，勇於救火；鄉間之人，勇於救基。其團體
之能結、公德之能守、毅力之能持，易地則皆然耳。粵省
地處卑下，各處禾田恒以水潦為患，于是或合數鄉、或合
數十鄉、或合數百鄉，共築一基圍以防水患。每當潦水漲
時，淹及基側，基圍則有崩決之虞，基圍一決，所有種植、
牧畜均受其害，失利難以數計。故救基一事，公私兩有所
關，營救尤為盡力，或打樁，或擔土，人如蟻隊，夜以繼
日，至有以身橫塞水口者，其義尤足嘉也。故為此謳，以
為粵誦之二章。

真落力，係救基圍，後生就去擔鋤，父老就去指揮。
你睇來潦水，每有沖天勢，石築嘅都噲沖崩，況且大半係
泥。兵來將擋，水大，只怕的土難相抵？個陣沖圍而入，
就俾佢殺到北帝歸西。但係狂瀾可挽，未必保障終無計，
誰不是中流砥柱，總要盡力而為。慢吓手，就大家同變水
鬼，真正係，要盡心來抵制。倘有魚精蝦精作反，便趕到
佢魂魄唔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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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國，警察有衛生之責。市上所賣食物，得行
干涉，所以保民生而防癘疫也。近有中前兩路炮臺總教
習謝承武，具稟臬轅，謂粵人喜食貓犬，亦階癘之一端，
請飭屬嚴禁。旋奉批示照行，陳太守已飭南、番兩縣曉
諭矣。

肉食之品，有益人生。西人喜食牛羊、鵲鳥等物，
以其所涵滋養料甚多故也。然亦少涵有炭養二毒，故多
用燔炙，使之飛散。貓犬肉質中涵炭養二毒頗多，食之
恐於人身有害，西菜所以無此食品也。禁之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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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醫學不講，而于衛生保產，尤為輕視。不知種
族之存亡，體魄之強弱，均賴是基之。河南贊育善社，
於廿五日開女界演說會，發明衛生保產，誠知所先務矣。
聞是日赴會者，極為踴躍。羅道生女醫士主席，葉筱筠
女士宣佈，演說員則梁煥真、羅道生、張星佩、葉筱筠、
陳瑞華等，均極痛快淋漓，各盡其妙，四句鐘始散。聞
再定期下月二十日開會云。

吾國無所謂衛生，亦無所謂保產，若有疾病生產，
不誤於神權，即誤於庸醫，女士等蓋見及此也。嗚呼！
衛生保產之事，其可忽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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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何某持銀二十元，捐助河南贊育接生社經
費。據云，此銀係反新娘之木魚金。有某君謂反新娘係野
蠻陋習，唱木魚係縻財舉動，不如將此銀捐助善舉，化無
益為有益。各戚友亦贊助銀十元。素仰貴社辦事熱心，故
將此款捐助云。

粵中野蠻陋習不一，糜財舉動亦不一，即善舉亦不
一。如善長提倡之萬善緣，重建城隍廟，亦彼所謂善舉
也。化無益為有益，是也。然當知所擇也。若捐助萬善
緣，及建廟等等，毋寧唱木魚，贃大家高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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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贊育善社假座洪德三巷鄭府開會演說，來賓到
會者不下千餘人。演說諸君皆發揮西法接生之功效，保
產育嬰之善法最為保國強種之大關係，淋漓痛快，聽者
鼓掌如雷，至四句鐘茶會而散。

中國人數之多，為地球各國冠，乃人雖多而種不強
者，其原因雖多，而究以不知保育之法為最。人之生
產，固關係母子之生命，而種族之強盛亦基於此，得其
法則強，失其法則弱，我中國以此重大之事，假之無知
執媽之手，不大可痛惜乎？某君等發起此社，誠莫大之
善舉也，吾甚願熱心者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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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欖婚姻戒奢會成立，各處踵行。若平洲，若大
良，現皆極力鼓吹，將來逐漸普及，亦改良社會之一效
果也。

吾粵近年，競尚奢侈，即婚姻一事，在尋常人家，
亦非千百金不辦，至有因嫁娶破產者。奢侈之風，誠不
可長也。各鄉有戒奢會，而省垣獨無，思改良社會者，
其有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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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奢

蟾步河東熱心之士與各姓父老，發起一儉節會，先
以省去神誕奢祀各事，而重祀先人為首要。男子定室，
公議限聘金四十元、餅食三十盒；女家妝奩，豐儉自由，
男家不能厚索。凡入此會，不費分文，但簽名而已。如
有不守規例，則標貼長紅，不公認為會友。

婚嫁所費，稱家之有無，最為合理。但世俗尚奢，
則有勉強支持以壯門面者，循至聘禮動過百金，餅食動
過百盒。貧家小戶，有搜索淨盡，而不能娶一室者矣！至
祀神之破費，其無謂更不待言。自九江倡起此儉節會，大
瀝各鄉繼之，今又踵行于蟾步，有裨於社會不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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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步立儉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