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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常参加诗联协会的活动，看
到文朋诗友吟诗对句，煞是羡慕。于是我便
向诗联协会的高手请教，文友便向我推荐
了邹宗德先生的新著《对联创作学》。我如
获至宝，立即捧读起来。

《对联创作学》分十二章，29 万余字，
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具有新意深度与艺术高
度的对联理论著作。

第一章是“对联的源流”。著者认为，对
联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独立文体，是讲究
词语对仗和声律协调的传统格律文学，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对联最早的雏
形是桃符。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
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上面
分别刻画驱鬼二神“神荼”和“郁垒”的形
象。唐代以后，又换成了尉迟恭、秦叔宝等
人物形象。五代时，人们始把联语题在桃木
板上。宋代，出现了春联。明清两代是对联
的鼎盛时期。1984 年，中国楹联学会在北
京成立。此后40年，对联发展十分迅猛。中
国楹联学会制定并推广了《联律通则》，楹
联的基本规则逐步得到统一。

第二章是“对联的文体属性”。著者认为
对联应该属于诗歌的范畴，还具有实用属性、
谐趣属性和文学属性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三
章“对联的社会功用”，著者从审美作用、教育
作用和娱乐作用等方面对对联进行了探究。
第四章“对联的类型特点”中，著者将对联分
为春联、寿联、婚联、乔迁联、庆祝纪念联、挽

联、名胜联、题赠联、杂感联、谐趣联等12类。
第五章“对联的审美品味”，著者着重从对称
美、韵律美、意境美和哲趣美四方面，实例和
理论相结合，深入浅出地对对联的审美品味
进行了分析。第六章与第七章，著者对对联的
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进行了分析。第八章“词
性从宽范围”，则可以说是第六章、第七章的
细化。第九章“对联的炼字”，著者从“什么是
炼字”“为什么要炼字”几个方面，论述了诗人
联家在撰写对联时的用字遣词。

第十章“对联创作如何提高文学性”是
本书的理论精髓。此章将对联理论研究从
语言学角度上升到文学角度，给那些“为伊
消得人憔悴”的创作者提供了突破“瓶颈”
的密码。著者深入阐述了对联创作“提高文
学性”的六条路径，即创造语言的别趣、变
换角度出新奇、深度和广度决定成色、语言
雅化出韵味等。第十一章“创作实例谈”，著
者首先以自己题岳阳君山联为案例，介绍
自己是如何抓住事物的特点，创作意象营
造意境，从而创作出达到理想的深度和高
度的对联。这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能
帮助读者领悟平庸之作与力作的差距，让
人茅塞顿开。第十二章“对格六十一种”，是
本书的重头戏，也是本书最为实用的部分。
著者第一次提出“粘对”理论，并第一次总
结出“对格六十一种”。最后，为了方便读者
学习，该书附录了《学对歌诀》，寓教于乐，
增强了本书的趣味性。

《对联创作学》是邹宗德先生几十年
来学习、研究楹联的一个综合性总结。这
是一本专门指导对联写作的理论佳著，更
是一本高层次的雅俗共赏的文艺理论杰
构。该书通俗易懂，指导性强，知识全面系
统。笔者坚信，楹联爱好者和从事楹联研
究的学者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得到收获和
启迪。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读者感悟

文宗滋艺苑 懿德灿联花
——读邹宗德先生的《对联创作学》

林日新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

乡事。“每当我打开《邵阳日
报》电子版，如同打开了故
乡的一个窗口，让我看到每
天在变化、在发展的家乡新
面貌。拂面而来的，既有报
纸新鲜的油墨清香，更有

“娘家”报的亲情温馨，以及
我与《邵阳日报》结缘30多
年的难忘时光。

20世纪90年代初，我
弃琴学写。写好的习作，不
知向何处投稿。同事给我几
个外地报址，试着连投十几
次，无一中稿。正当我灰心
丧气、几欲放弃写作时，
1990年4月的一天，我的处
女作《乐在闲读中》，发表在

《邵阳日报》“双清”副刊上，
又重新点燃我写稿的欲望。
两年后，我因能写被选调
单位宣传科。1993年，《邵
阳日报》记者卢学义邀请
我同赴绥宁黄桑。归来后，
我的《黄桑的春天》等多篇
稿件，发表在该报上。同
年，我参加《邵阳日报》发
起的知识竞赛答题阅卷活
动，认识了副刊编辑伍经
建。1995年6月，我有幸被

《邵阳日报》选中，去新宁采
风，宣传新宁舜皇山新景
点。伍经建老师派活，让我
写泉水。我的《舜皇山泉韵》
一文，后来发在“双清”头
条，读者反响不错。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频

频跑樟树垅报社送稿，与
《邵阳日报》诸多编辑打过
交道。他们真诚友好的态
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报社记者罗苍诗，一次
来我单位车间写生。我陪同
他去大梁车间，爬上行车，
俯瞰热火朝天的汽车大梁
生产场地。令我终生难忘的
是，1997年，我与武冈文友
远赴广西龙胜壮寨。后我写
的《壮寨遇老外》一文发在

《邵阳日报》上。一次，我在
报社迎面碰上邱刃老师，他
夸我此稿写得不错。我一听
喜出望外，一连几天心头都
是暖暖的。

近年来，我在《邵阳日
报》上发的稿子较多，其中
一些还被多家网站转发。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来到北京定居后，最
近这十几年里，作为远离
家乡的游子，我格外珍惜
与“娘家”报结下的这份不
解之缘。

可以说，我这一生蹒
跚在写作道路上，幸亏有

《邵阳日报》提携扶持，才
有我创作略有所成的今
天。完全是报社多位热心
肠的编辑慧眼识文，给我
写作加油鼓劲，我才不致
于半途而废。衷心祝愿《邵
阳日报》永远长青！

（刘绍雄，武冈人，
湖南省作协会员）

我与《邵阳日报》的文字缘
刘绍雄

我与邵东籍作家谢永华
是老同学。她的文章别具一
格，有青藏高原的清冽气息。

她 的 散 文 集《理 塘 纪
事》，由著名作家姜贻斌作序。
该序挥笔潇洒，一气呵成，给
本书增色不少。理塘，位于四
川省，有“高原明珠”之称。

第一篇《那一夜》中写：
“阳光淡淡地照在雪山上，发
出耀眼的光芒，光芒中含有
温暖的味道。”“淡淡”一词用
得极好，把冬日阳光的“慵
懒”描绘得纤毫毕现。光芒中
含有温暖的味道，味道，应该
是酸甜苦辣咸，怎么又说是
温暖的呢？但就是这种“通
感”，让人身临其境，真是妙
不可言！

再看：“那一座座大山，
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有的像
包子，有的像馒头，甚至，还像
一晃而过的童年。”著名作家
阎真曾经说过，好比喻，一要
新，二要奇。人到了一定年龄，
仿佛觉得童年如昨，自己还
是以前那个懵懂少年！“那一
座座大山……像一晃而过的
童年”，就是难得的好比喻。

还有：“如果站在车顶上，
说不定能抚摸到令人心醉的
天空，抚摸那种蓝色，抚摸那
种辽阔。”蓝色，辽阔，能够抚
摸吗？只能感受！通感的应用，
在谢永华笔下得心应手。

往下翻，又见《骑白
马的央金》，里面有句
话，让人拍案称奇！“她
的笑，是格桑花般的笑，
含有五颜六色的味道。”
五颜六色的味道，看到

这句话，读者真想捂住嘴巴，
学学岳云鹏，惊曰：“我的天
啊！”味道还有五颜六色的
吗？但是这个五颜六色，确实
用得好，把央金灿烂的笑描
写得如在读者眼前。格桑花
是青藏高原的代表植物，寓
意着幸福。把笑比作花，平常
之语。但后面那一句，就像一
个女高音，经过铺垫，一下直
入云霄，震撼读者！

央金后来怎么样，作者
没有写明，但结尾有一句话：

“从此以后，我也不明白是为
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骑白
马的央金了。”其实，读者对
央金的下落是心知肚明的。
艺术需要留白，散文自然不
例外。模糊，不确定，比清晰
和确定，更有魅力。这个结
尾，引起读者无尽遐想。

再读《高原上的女人》：
“秀姑轻轻松松的两个‘嘛’
字，竟然把我梗住了。”这个
梗字，就像“僧敲月下门”中
的那个敲字一样，绝妙！后面
还有一句：“有辱水格。”这是
睿智的幽默，却又恰到好处，
贴切无比。沈从文有句话：贴
着人物写。进一步延伸，文章
就要贴着事物写！

往下读，高原之风持续
扑面而来，清新无比，却也让
人回味连连。

文本细读

高原之风扑面而来
——品谢永华散文集《理塘纪事》

梁文武

4月24日下午，著名作家、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老
师的文学讲座，在洞口一中大礼
堂如期举行。台下坐着洞口、武
冈、隆回、绥宁、城步等县市部分
骨干作家代表和洞口一中师生。

讲座的前一天，我特意查
了彭学明老师的一些信息。他是
湘西人，多次任茅盾文学奖评委
和鲁迅文学奖评委，主要代表作
有长篇纪实散文《娘》、长篇小说

《爹》及散文集《我和湘西》等。我
的祖籍也是湘西，我俩竟是老
乡。又得知彭老师毕业于吉首大
学，我刚好有个朋友在吉首大学
教书，何不向他了解一下。我马
上和朋友视频通话。朋友说：“彭
学明是我的学生。他给我寄了几
本散文，我看了，确实写得好！湘
西作家除了沈从文，现在就数他
了……”

讲座开始了。彭老师清了
下嗓门，把麦克风抓到嘴边，脸
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讲起课来。
彭老师乍一看，一副憨厚相，个
子不高，相貌平平。我心里嘀
咕，这两个小时怕难坐得住。没
多久，我这个不安分的学生很
快就被他吸引了。

彭老师开宗明义，明确地告
诉大家文学的第一粒金丹就是语
言，写文章要语言质朴，自然流

畅，写出心里的真情实感来，而不
是堆砌华丽的辞藻。接着，他慢条
斯理地拿出自己的长篇散文

《娘》，翻开扉页说：“你们听，《娘》
的开头我是怎么写的：‘路的两边
是田，田的两边是山。顺着田和
山，娘背着我，进了寨子。寨子不
大，却有几蔸大古树。枫香树。高
高的。有几个人合抱那么大。是秋
天了，地下是一片枫香叶。金红金
红的。金黄金黄的。娘踩着落叶，
沙沙有声……’”

《娘》的开头语言朴素自
然、清新明快，其文字虽不华
丽，但却通过细腻入微的描写，
把大家一下子带到了那个遥远
偏僻幽静的山寨里去了。

彭老师话音一落，同学们
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彭
老师伸着拇指说：孩子们真可
爱！他又笑着朝我们前面几排
说：“你们大人为什么不鼓掌，是
嫌我写得不好吗？”我们都被彭
老师诙谐风趣的话逗笑了。

彭老师就像一块磁铁一

样，把大家的眼睛和注意力牢
牢地吸引住了。整个大礼堂静
悄悄的，大家都在侧耳倾听，生
怕漏掉一句话。

彭老师又随手拿起讲台上
的长篇小说《爹》翻开，读了其中
一个精彩片段。大家都被这段朴
素淡雅、具有音乐美的语句陶醉
了。彭老师生长在贫穷落后的小
山寨，从小被爹抛弃，和母亲相
依为命、颠沛流离。不知吃了多
少亏、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碰了多少次南墙，才把自己逼得
这样才高九斗、人性通透。

念完，彭老师把书一合说：
“文章语言总体要求是精练准
确、朴素自然……”

就这样，彭老师风趣幽默
的讲话，多次被台下热烈的掌声
打断。我的手掌都拍痛了。一个
小时过去了，孩子们除了积极与
彭老师互动、热烈鼓掌、认真记
笔记外，就是鸦雀无声地听讲。

这时讲座已进行一个小时
了，大家有点累了，有人开始在

下面讲小话。
彭老师笑着说：“可能你们

在议论我的课上得好，人长得漂
亮。但也要下课以后才能讲哦。”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丰富的
想象力对写文章至关重要，平时
一定要重视培养自己的想象能
力和联想能力。”接着，彭老师讲
了一些脑筋急转弯，孩子们的激
情又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大家
精神奋发、情绪高涨，疲劳一下
子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讲座快接近尾声时，彭老
师故意问道：“前面我还答应了
同学们一个什么要求没完成？”

“唱歌！”“跳舞。”同学们又
兴奋地叫起来。

“同学们记性真好！”彭老
师接着慢条斯理地说，“唱歌可
以，但我有个条件。要等我念完
一段文章，再念完一首诗后再
唱好不好？”

“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
回答。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文友开
玩笑地说：“彭老师靠呼《爹》喊

《娘》出了名！”
之后，彭老师把书放好，清

了清嗓子，喝了口水，站起身，
对着话筒唱起了湘西民谣，嘹
亮的歌声在礼堂上空飘荡。

（李巧艺，城步作协会员）

文学现场

听彭学明讲文学
李巧艺

在读这三部著作之前，我一直为自己
的教育教学能力与业绩感到自豪，以为自
己是一个被埋没的了不起的教师，总觉得
没有人可以超过自己。可是在读了这三部
著作之后，我就感到十分惭愧，感觉自己是
那样的渺小和无能。

这三部著作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
师的一百条建议》、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
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

在读这三部著作之前，我以为教师的职
责就是教书，传授教材上的知识，而品德教
育之类的则是附带的，是为教书（教学）服务
的。只要学生能安分守纪，教师能顺顺当当
地进行课堂教学，似乎就万事大吉、功德圆
满了。所以那时我对学生的教育，主要是围
绕让学生遵守学校和班集体的起码的规章
制度展开的。可读了这三部著作之后，我发

现自己在指导思想上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教
师的职责在本质上应该是育人，而不是教
书。教书，尤其是教材教学，只是育人的手段
和途径之一。它充其量只能算教师职责的一
个部分，但绝不是核心和本质部分。

尽管我受过正规的本科师范教育，但
在读这三部著作之前，却并没有真正领会
教育的目的。尽管“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
育、体育等几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教
育方针耳熟能详，但在教学实践中，我却自
觉不自觉地将主要精力乃至全部精力都投
到了对学生的“智育”上。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目的是培育
幸福的人。”壮哉，斯言！苏氏的论断和实践
使我对教育的目的有了真切的认识。素质
教育能否成功，不正是要用学生在校以及
毕业后是否幸福来衡量吗？

在读这三部著作之前，我总觉得教育
教学的路子很窄，翻来覆去就那么些简单
的方法。读了这三部著作之后，我发现教育
教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教育教学的方法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在读这三部著作前，我以为教育的专
著一定很难读。可是在读了这三部著作以
后，我惊奇地发现世界上居然有跟流行小
说一样读起来赏心悦目和令人拍案叫绝的
教育著作。

读这三部著作之前，我从不向别人推
荐书，尤其是教育著作。可是读了这三部著
作之后，只要碰到虚心听我说话的教师，我
就会语重心长和满怀喜悦地向他们竭力推
荐这三部著作。因为我深信，作为一个教
师，如果一生竟然没看过这三部著作，一定
是终身最大的憾事。
（潘璋荣，武冈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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