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20252025年年33月月2424日日
策划策划 刘志宇刘志宇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少慧张少慧 校对校对 周晶宇周晶宇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 王伟王伟 3

投稿邮箱：wrbztb@126.com

本书依托博物馆藏珍贵简牍，对两汉时期
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
进行创新性研究，结合文物图像、简文释读等，
以生动的文字讲述曾经发生在丝路上耐人寻味
又最真实的历史，挖掘官方史书付之阙如的普
通丝路民众的琐碎日常，带领读者重走丝绸之
路，简读中国。

▼
《﹃
简
﹄
读
中
国
》

▼
马
丽

著

▼
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本书为莫言散文精选集，除了从莫言以往
的作品中选取了莫言的人生经历、写作经验和
人生感悟相关的篇目，还加入了莫言全新创作
的写给年轻人的内容。通过莫言对自己人生经
历的讲述，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启发和鼓舞。

▼
《
不
被
大
风
吹
倒
》

▼
莫
言

著

▼
北
京
日
报
出
版
社

本书主要研究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介
绍了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梁启超国学教育
思想的早期酝酿和最终形成，并分析了梁启超
对科学精神和学术人格的推崇，以及其在实践
中的内省和躬行，清晰地展现了梁启超国学教
育思想的形成脉络，以及梁启超深厚的德行涵
养、力透纸背的事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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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女性学者的细腻，挖掘诗人不为人
知的一面，构建丰满立体的九位诗人；以诗性文
笔，带读者跨越古文障碍，直抵千年幽微心事，
照见共通的生命处境；以扎实可靠的文献校勘
和文史互证，再现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历史
现场。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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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春了，也就打开了心灵，鸟翅收
割寒冷，燕尾剪切残冬；打春了，也就打
开了笑容。

春节闲暇，玩赌无兴，闹酒又无杜
康之能，于是我就被“孤立”于环境和气
氛的边缘角落，空虚无聊。于是复又至
故纸堆翻出《红楼梦》，拂去尘埃，少心
忘事地与曹老先生的锦言妙句眉来眼
去。在一位文学巨匠的泽被里渐次到
达无我，也无世界的意境。

记不得拜读过多少“红学”文章
了，也记不得是多少次重读这部“红宝
书”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
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开卷四句箴言，
便让人痛快淋漓也感慨唏嘘：是啊，《红
楼梦》绝非个简单的“梦”，更非“荒唐
言”，作者亦非“痴”。那么，为何开卷扑
面就如是说？思了又思，只是思不透，
只是倍感精深，倍感沉重。接着一句

“谁解其中味？”——曹老先生是在诘问
也是在发问。从成书到十八世纪中叶
被传抄开来就开始问了，一直问到现
在，问了几百年了吧。问天问地，问天
下地上世世代代所有读者。当然，也再
一次问我。我很老实，不懂不敢装懂。
面对这硕大的问号我目瞪口呆，无言以
对，只好再一次摇了摇无奈的头颅。摇
了头还不算完事儿，失望之下泛起了一
阵极大的不甘，于是就又试着去阅识这
位曹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
溪者，一生坎坷多变的经历。此番却是
诱发出一阵强烈共振，且进入
角色的感觉——还
无端地抬手
抹了一把两
把 的“ 辛 酸
泪 ”。 殊 不
知，暗洒闲抛
指 向 谁 ？

真个“替古人担忧”了。
曹先生那“钟鸣鼎食”的贵公子生

涯，随着家境的衰落日渐不景气，日渐
滑降着，直至滑降到厚实的泥土上。开
始了泥土气息浓郁、扑鼻的“俗日子”。
然而，这曹老先生确是不“俗”，但又不

“雅”。虽然少时已是英气逼人，可就是
不屑于仕进，一味地痴迷于吟诗、作画、
听曲儿……所以被指望他这“千顷地，
一棵苗”博取功名，复兴家业的曹家长
辈关了“家庭禁闭”。这特殊班房一蹲
就是三年。可笑也可气的是这小子放
着好端端的金光灿烂的“四书五经”不
去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竟写起没出
息的雕虫小技的小说来了，还题名为

《风月宝鉴》。一个封建大家庭怎么能
容忍如此叛逆的行为！这曹霑终于没
有屈服，终于脱家出走，浪迹于市井，甚
至栖身于王家的马房。然而，《红楼梦》
的写作未辍。如此浩浩宏宏巨著就在
破屋草房的“悼红轩”最初孕育，最终分
娩的。

须臾，除夕夜“接神”的爆竹欢快激
越、催人奋起、催人冲锋似的响过。我
接着将这册毛边的“红宝书”以轻车熟
路的速度翻阅着。目光在字里行间探
照灯似的扫来扫去，很是惬意，超凡脱
俗之感油然而生。那些太过熟悉的语
句和情节总是被眼角的鱼尾巴摆过来，
又摆过去。而曹老先生对金石、绘画、
诗书、风筝、编织、医学、建筑、园林、工
艺、印染、雕饰等诸多学问之精进，尤为

诗画精湛。这种酷爱艺术，不屑于
官道的任性品格，令我赞

叹不已，感慨唏
嘘 ，连

呼：“奇才，更是奇人呵！”无怪他的好友
敦敏《题芹圃画石》诗中有“傲骨如君世
之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
笔，写出胸中块垒时”之句，赞叹他情耿
肠热，棱角分明，不同流俗，也不同凡
响，和那种肆意汪洋的向往，随任了性
情的追求。是啊，这位曹先生在“满径
蓬蒿”的北京西山茅屋，“瓮飧时有不
继”的境况中，不仅保持“步兵白眼向
人斜”的封建文人的狂傲不羁，而且在

“残杯冷炙自有德，不如著书黄叶村”的
豪言壮语勉励下艰辛而执著地撰写《红
楼梦》。

人哀，莫大于“中年丧妻，老年夭
子”。可叹苍天无眼，命运无情。不幸
的重锤接二连三地打击这位生不逢时
的文学巨星。然而，曹雪芹，拼将生命
去抗争命运！瞪出一双火目，与那不
幸、与那残酷直面，且作着唐诗般工整
地对视：不说服，也不说不服！尽管大
哀难节，心痛欲碎，却笔耕不辍。身携
纸墨笔砚，路石当桌，“批阅十载，增删
五次”为一部恢宏巨著的问世，为一部
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独创小说的问世呕
心沥血，心力憔悴，奉献了生命的最后
一次呼吸。1763 年大户人家爆竹桃
符，花天酒地的除夕夜，曹老先生贫病
交加，“辛酸泪”尽人亦逝，享年不到五
十岁。北京西郊的一处破落所在，为这
个世界留作遗念的只有一把古琴，一枚
钝剑，再就是几摞拆开的旧黄历背面写
着的八十回《石头记》手稿（据说还有四
十回失散了）。那个当年落难于秦淮市
井的曹府小丫头，如今的曹老先生的续
弦妇人芳卿，无所适从的、六神无主的
门里门外的徘徊，徘徊得让整个世界都
捂着心口难过。

那年那个除夕夜越发的黑暗，烟
花失色，爆竹喑哑了嗓子。而此刻，爆
竹又起，清脆而激越；烟花漫天，五光
十色——让我猛悟：今夕何夕？今又
除夕！曹老先生溘逝的纪念日。

连日里，我十分安分守己，安守着
自己的家，也安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段静
好岁月。充耳不闻那烟花爆竹，视而不
见那灯红酒绿；仿佛遗忘了那一年一度
的狂欢的氛围，仿佛遗忘了那坎五魁，
开盝宝等大众化节目。一头没入故纸
堆里，老牛反刍般咀嚼曹雪芹的文字，
自不量力地考量着曹老先生坎坷的身
世。且想得我好生苦楚，好生困惑啊！
为什么历朝历代文人总是命运不济：从

司马迁至曹雪芹，不是惨遭迫害，就是
贫困潦倒？

又一声金鸡司晨，窗口已是蛇年
“破五”的晓照。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一辈子叩
土刨食、充其量不过是个粗通文墨的乡
巴佬，何以度得明白这浩瀚巨著？我怀
着无限的困惑和不甘心，叹息着合上这

“红楼之梦”。在妻子的责言声中，从曹
雪芹的“俗日子”里走出，复又回到属于
自己的真正的俗日子中：按照“我的领
导我的妻”的最新最高指示到黎明色的
小河边去“送穷”。是的，送了这么多年
的穷，这穷还是被送走一些的——放响
了“二踢脚”，端着小笸箩里面捏的和纸
剪的一对“穷人”夫妇，边走边想着，不
知不觉走出老远，老远。

归来，见妻子笑模笑样儿。一副难
得的褒扬的脸子，令我大惑。只听一个
贬褒难辨的声音：“今年你可把那‘穷’
送远了……”

小饭桌上那部终于被合上的打了
许多补丁的“金书宝物”静静地歇息
了。是啊，这里已不再是它的位置了。
它，又该回到它的“故纸家族”团聚并
沉眠了——“破五”一过，我这地道粮
农将又要忙于筹划耕作、累于农事
了。突然间，窗外草垛上有只赤冠金
羽红翎的雄鸡，昂首引颈，一个“金鸡
独立”且抖了翅翼的高旷啼鸣，启迪我
悟醒：噢，世事难料。十八世纪末叶，
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三十七岁开枪自
杀于法国瓦兹河那一刻，可曾想到如
今一幅《向日葵》就身价过亿；曹霑在
最后一张旧皇历背面写下最后一句时
也肯定没想到吧！如今，《红楼梦》已
有英、俄、法、日、越、匈等多种译本在
全世界流传着。曹老先生也随了作品
伟岸着，不朽着……只要有追求，就有
可能成功；只要坚持奋争，贫穷将会变
为富有。我为悟书悟到这么一个层次
不禁眉飞色舞，沾沾自喜起来。虽然悟
得浮浅、平凡，但确也实在。

闲 暇 时 光 好 悟 书
——品读《红楼梦》有感

●陈珍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也是研
究共同语发展变化的语料库。研究方
言就是保护地方文化，也就是保护语言
资源。同时，开展方言探究，了解语言
的地域差异，有助于推广普通话，助力
乡村振兴。

自 2015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
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来，全
国各地纷纷开展语言文化的保护工
程。2022 年，乌兰察布市档案局和集
宁师范学院合作完成的《乌兰察布汉语
方言词语汇释》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堪为乌兰察
布文化工程中的一件大事，是乌兰察布
市语言文化保护工程的一次积极行动，
也是乌兰察布人抢救地区汉语方言、研
究方言文化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该书规模宏大，总字数 156 万多
字，收录注释的方言词语，包括谚语、歇
后语、俗语、串话等共计27000多条，是
乌兰察布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迄今为
止收录注释方言词语数量最多的方言
著作，堪称是地区方言词语收录注释的
集大成者。该书按照“能收尽收，力求
穷尽”的原则，采取地毯式搜求方言词
语，以单字为基本多向联系，形成方言
词语网络群组，避免遗漏，做到数量最
多。具体来说，该书编写主要呈现出以

下几个特点：
1. 方言词语的注音采取“双式注

音”，既用汉语拼音注出普通话的读音，
又用国际音标注出方言读音。这样做的
好处是可以让读者进行方言和普通话语
音对比，掌握它们的异同，找出两种读音
之间的联系规律，以便深入研究古今语
音的变化奥秘，同时也有助于讲普通话
者了解方言，讲方言者学习普通话。

2.汉字的使用做到了“词有定字、
字有定音、音有定义”。在此之前方言
词往往有音无字，或者滥用同音字替
代，有的干脆用“口”来表示空缺。该书
的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此类现象。具
体做法如下：

第一，根据词义引申的基本规律，
使用词义与方言义有某种联系的现成
汉字。如“你少圪谄哇”“看谄脱的哇”，
使用本义为“巴结、奉承”的“谄”来表达
与本义有引申联系的“撒娇”义。

第二，利用变读产生新词的语言使
用规律，使用变读后表达方言词语的读
音和意义的现成汉字。如“东西跑下山
底下了”“你快跑哇”，使用本义为“奔
跑”的“跑（pǎo）”改变读音（pào）来表
达与本义有联系的“从高处滚落”义和

“滚开”义。
第三，根据同音代替的用字规律，

借用与方言词同音的现代现成汉字来
表达方言词的读音和意义。如“你会裁
糕，我会捏糕”，使用“剪裁”义的“裁”来
表达方言词的“揉、搋”义，它们读音相
同，都读cái。

第四，根据同音代替的用字规律，
借用与方言词异读音同音的现成汉字
来表达方言词的读音和意义。如“含水
流得拉拉的”，“含”与“涎（xián）”的异
读音同音，都读 hán，用“含”来代替

“涎”表达“口水”之义。
第五，在不能用现成汉字代替方言

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新造的汉
字。这有两种情形，一是新造的汉字没
有与之同形的旧有汉字。如“ 起裤
腿来”，“ ”是没有同形旧字的新造
字，从 （手），边生，读 biǎn，表达“卷
起”义。二是新造的汉字存在与之同形
的旧有汉字，如“手机挕办公室了”“挕
得时长了，想不起来了”，“挕”是个新造
字，从 （手），耳声，读ěr，表达“丢失”

“丢开”之义。它与读dié或shé,表达
“挕或摄”义的“挕”字同形。

3.方言词语的释义比较规范。对
于多义词语，先解释本义，再依引申
顺序解释各个引申义，条理分明，次
序合理。释义用普通话句式，便于读
者接受。

可以说，《乌兰察布汉语方言词语
汇释》的编写是一次空前的地区方言大
普查，本地区的方言属于晋语方言大区
的张呼片，与大包片毗邻，而集宁作为
该地区方言的代表，正处在张家口、呼
和浩特及大同之间，大部分方言词语是
与这些地区相同或相近的。本地区的
方言词语究竟有哪些？该书第一次做
出了摸底登记，建立了语言档案，详细
记录下它们的书面形体（汉字）、读音和
意义，为抢救方言、保存方言文化、保存
语言资料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然，
还有遗漏的词语需要继续补充，还有错
误的地方需要纠正。该书编委在前言
中也表达了这一愿望。我们也期待，该
书在今后的实践中能够得到进一步补
充完善，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方言巨著，
跻身于方言研究队伍里最权威的规范
词典之中。

（本文作者系集宁师范学院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语言文化保护工程的重要成果语言文化保护工程的重要成果
——《乌兰察布汉语方言词语汇释》读后

●李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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