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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颜希文先生编撰的大作
《古今名言锦句会粹》一书，笔者
最直观的感受是，该书虽名为名
言锦句汇编，实乃一部浓缩的中
华传统文化宝典。该书由中国文
艺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达
150万字之巨，可谓洋洋大观。作
者遍览历代典籍名著，广罗古今
民间歌谣俗语，共选取各类名言
警句 4 万余条汇成该书。该书所
选条目以内容为序，共分为励志
理想、道德节操、为人处世、修身
养性、扬善抑恶等 32 章，内容涵
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文
学、历史、伦理、法律、经济、军事、
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笔者以为，该书既是一部内
容丰富、体例完备周详的工具书，
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普及性读物。

经典名言与市井俚语兼容并
蓄。编者在选取素材时对各类名
言锦句持包容开放的态度，重内
容不重形式。从该书所选条目来
看，无论经典名言还是市井俚语，
只要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富有
启发性和指导性，无论其来源之
高低、语言之雅俗，凡有价值之
语，应选尽选。故该书所选名言锦
句，文言与白话共存，整句与散句
杂糅，各种形式的格言、谚语、对
联等自然地呈现于作品中，可谓
兼收并蓄，包罗万象。

专业性与通识性统筹兼顾。

从读者的适用范围来看，该书具有
适用读者广泛、专业性与通识性统
筹兼顾等特点。作为一部大型的名
言名句选编类工具书，编者以非常
专业的学术视角，从浩如烟海的古
今典籍中收集甄别、反复筛选，选
取了大量专业性较强、具有学术研
究价值的名言锦句。书中所选许多
名句皆为某些领域知名学者、专家
对某些学术问题的精辟见解和阐
析，专业性强、学术价值高。因此，
对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
而言，该书不失为一本宝贵的学术
资料库。另一方面，编者又充分考
虑到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选
择了大量通俗易懂，有关人格修
养、为人处世、读书求知、文明和
谐、礼义廉耻、励志理想等具有通
识教育价值的名言锦句。因此，在
笔者看来，无论是专家学者，抑或
是草根百姓，都可以从该书中找到
自己需要的内容。

思想性与知识性相得益彰。
从编写的目的及作用看，该书编者
在选编过程中十分注重所选名言
锦句的思想性和知识性的融合。一
是大量选取励志理想、激发情怀、
催人奋进的名言锦句。如“励志理
想”“读书求知”“珍时惜阴”“敬业
乐群”等章所选名言锦句，对广大
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树立远大
人生理想，不断进取，实现自己的
奋斗目标，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激励
作用。二是精选了大量陶冶情操、

修心养性、提高人格修养的名言锦
句。如“道德节操”“为人处世”“孝
悌敦伦”“诚信笃实”“克己忍让”

“重教尊师”“敬老爱亲”等章所选，
这些名言锦句对读者提高人格修
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
要的参考价值。三是选取了大量对
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
有借鉴和指导价值的名言锦句。如

“礼义廉耻”“公忠报国”“法治赏
罚”“戒邪除患”“为官从政”等章内
容，这些名言锦句，或析理明义，或
借此喻彼，深入浅出地阐析人生哲
理，对广大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内涵丰富、包罗万
象的知识性也是该书的一大特
色。该书素材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各类典籍名著，具有丰富的传
统文化内容。这些名言锦句看起
来只是某些方面知识的只鳞片
爪，但通读全书，则积少成多、见
微知著，可以获得对某一学科知
识的大致认识和理解，进而丰富
读者的知识积累，提升综合素养。

笔者虽不与颜希文先生相
识，但其以耄耋之年醉心学问，其
勤读苦研之精神，治学严谨之品
格，由此可窥一斑。颜先生热爱传
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之情怀，堪
为广大学人之表率。笔者以为，颜
先生所编《古今名言锦句会粹》一
书，值得品读、值得收藏。
（何良玉，邵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新书赏析

一部浓缩的传统文化宝典
——简评颜希文《古今名言锦句会粹》

何良玉

作为一个武冈人，因为久居
偏僻山乡，我对武冈的了解十分
有限。本学期，我来到武冈城里一
所私立学校任教，才有机会了解
古城武冈。到校的最初几天，每天
下午我会约两三个文友逛古城觅
古迹探文脉，品卤味尝米花呷发
糕，想写写武冈，表表自己热爱家
乡的情感。不过，有文友进言：写
武冈，如今还没人能写得过黄三
畅先生，他的《行吟古城古州》把
武冈写透了。我颇感疑惑：难道真
的印证“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
诗在上头”一语么？于是，我便向
黄老师讨书拜读。

黄先生的家乡在武冈市邓家
铺镇，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武冈
二中任教。近三十年中，在从教之
余，他的足迹遍及了古城的大街
小巷和当地稍有名气的名胜古
迹，而且还通读了《武冈州志》《都
梁文钞》等有关武冈历史、文化的
著作，并积极参加了武冈市委宣
传部和文化局组织的有关活动，
对武冈历史和文化有很深的了
解。“在这片土地上，古城古镇古
街巷古庙宇古塔古桥，都在无声
地讲述着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有
青山绿水，奇山异水，山山水水又
染上浓郁的人文色彩；在这片土
地上，文化繁荣，英才辈出，薪尽
火传，永无止息。”因此，他常怀敬
畏，细心观察、深刻体会，并勤奋
为文，终于有了令文友十分推崇
的散文集《行吟古城古州》问世。

本书分“沧桑古城”“诗意古
州”和“风俗传说”三辑。

第一辑“沧桑古城”是作者对
古城武冈的朝圣。他从武冈二中
校园内的中山堂开笔，继而写与
校园比邻的法相岩，再对整个古
城尽情挥毫，然后涉及城郊乡下，
最后走出武冈，探访邻县名胜古

迹。关于中山堂，黄先生写道，它
是“那么古朴、典雅，宁静、肃庄，
凝重、大方；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
史老人，安闲地休憩于香樟的绿
荫中”。离校门百来米的地方有一
座石山，名为宝方山，山下有系列
岩洞，叫法相岩，是旧时的“武冈
十景”之一，称为“法相洞天”。作
者不仅把岩洞里的奇石奇水描写
得惟妙惟肖，而且把更多的笔墨
用于介绍古代文人对岩洞的赞誉
和描述。于是，便有了《法相洞天
多斯文》佳构。往西北行三华里进
了古城，读者随作者“漫步古城
墙”。随作者走下城墙，读者很快
就品尝到武陵井的甘泉，欣赏到

“武陵春色”，再健步登上“城南梯
云桥”，远望“孤寂凌云塔”，乘“木
船横江过闹市”，在“济川回舟”，
静静地听一听“大俗大雅一奇葩”
的武冈丝弦。

饱尝古城的人文特色，感受
深厚的文化底蕴后，作者又领着读
者去探寻和观赏古州武冈的自然
风貌。在第二辑“诗意古州”中，作
者用灵动之笔，诗意地描绘古州城
乡的自然人文风貌。《最是云山诗
意浓》写道教“六九福地”——“矗
立于武冈城南面的云山，是一座诗
意盎然的山，古往今来，文人墨客
政要，不知有多少在登临游赏之后
情不可抑，而‘歌以记之’。”接着，
作者对云山的“白练”即“一瀑飞
涛”进行艰辛地探寻，这就是书中
的美文《古山瀑布》。云山归来，登
同保山，这座郦道元《水经注》记载
过的小山，原来竟是武冈之名的由
来：“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
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作者
的《文采风流同保山》，从历史记
载、民间传说到文人诗文，写尽了
同保山的文采风流，令人叹服。此
外，作者还把步履移出古城，走到

城郊，回到邓家铺，并来到洞口、新
宁、绥宁。

第三辑“风俗传说”，则是作
者对武冈民风民俗的实录和感
悟。虽然是些取之于武冈民间的
小题材，但能以小见大，多是些寓
意深含之作。

家乡的味道、情感、底蕴，是
我们成长最原始的动力。当然，爱
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的历史、风
土人情、民俗习惯。黄老师的《行
吟古城古州》，书写着沧桑古城、
诗意古州，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寻觅和揭示家乡人心灵的美质。
他用浓烈的激情，把家乡的自然
景观、风土人情，上升为一种精神
历史的描述，一种诗般的吟唱，给
读者展现了一幅充满生命活力和
浓郁人文色彩的古城古州画卷。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读者感悟

一幅色彩浓郁的山水人文画卷
——读黄三畅先生散文集《行吟古城古州》

林日新

邵东作家谢永华的“理塘题材散文”之
所以深切动人，关键在于作者不仅描写了恶
劣而壮美的自然环境、艰辛原始的百姓生
态，而且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人性、人情美。

理塘地处险峻的高原，天寒地冻，氧气
稀薄，天气变化莫测。在这极端恶劣的环境
中，当地百姓为了生存而与大自然殊死搏
斗。如《挖虫草》一文写藏族人拖家带口来
到海拔几千米的冰天雪地，仅凭基本的生
活用具驻扎数月，采挖售价高昂但寻觅困
难的虫草。一代代理塘人就这样在恶劣的
自然环境中生生不息，坚韧地探索着谋生
技巧和生活经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
性生存体系。

作者对理塘人风俗习性和精神气质的
发掘，揭示出这贫瘠土地独特而深厚的生
机、活力与文化底蕴。草原与冰川的融合，
彩花与白雪的碰撞，空中盘旋的雄鹰，地上
成群的牦牛，在作者诗意化的描述中交织
成一幅辽阔、寂静、高远、粗犷的画面。理塘
高原的人文活动也丰富多彩，热闹非凡。在

“赶坝子”盛会中，赛马、红旗、哈达、马背上
健壮的康巴汉子、载歌载舞的藏族阿嬷和
姑娘，每个元素都凸显出理塘浓厚的地域
文化特色。而且，格聂神山上的白雪象征人
们纯洁的心，天空中盘旋的雄鹰象征人们
对自由的向往、对坚毅的肯定，随处可见的
格桑花则象征着生活中一个个可爱的人，
自然风景也由此体现出浓郁的文化意味。
在这种艺术化的描述中，恶劣气候营造出
来的冷色调也被人间温情构筑的暖色调所
冲淡，人、物、景的高度统一，营造出一种自
然和谐的整体感，展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的独特底蕴。

书写理塘藏族百姓善良真诚的人性、人
情美，堪称文本审美建构的内核。《挖虫草》

中不善言辞的藏族老乡，通过肢体语言努力
将挖虫草的经验传达给外乡人，并在误以为
外乡人生病的情况下伸出援手，表达出真诚
的体贴与关心。《我和卓玛》中的卓玛带“我”
参加藏族人的活动，向“我”介绍当地风俗习
惯，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洋溢着对“我”的
热情与关爱。作者将这一个个温暖逗趣的故
事娓娓道来，叙述节奏舒缓而流畅，于嬉笑
之间体现出理塘藏族人民的人情美。在《旺
吉一家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旺吉哥哥是
旺吉父母从格聂神山公路旁捡来的身份，然
后描写旺吉父亲看到旺吉哥哥与女朋友小
叶坠入河中后，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刺骨的
河水救出他们，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沉入河
中。父亲先救与自己关系更为疏远的儿子的
女朋友小叶、再救自己捡来养大的儿子这一
细节，更将理塘藏族人的人性美展现得淋漓
尽致。父亲为救儿子去世以后，母亲每天以
泪洗面，悲痛笼罩着全家人的生活。哥哥觉
得都是自己的错，竭力填平着母亲和妹妹心
灵的伤痛。作者以妹妹旺吉的视角来讲述，
则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复杂丰厚、悲情氛围
更真切浓郁。

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考，更
拓展和深化了这组散文的思想底蕴。《挖虫
草》中，几个外来人怀着“发财”梦奔向理塘
高原，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就由新奇与期待
转变为沮丧与落魄，最后颗粒无收甚至险
些丧命。故事叙述的背后，暗含着一种与自
然对抗、破坏大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惩
罚的理性观念。

总之，谢永华以满怀温情的叙述，将严
寒与温馨、肃穆与灵动、平凡与神圣有机结
合，描写了理塘别样的自然风光、生活图景
和历史文化，也展现出理塘藏族人在恶劣
环境中益显珍贵的人性、人情美。

◆文本细读

生态感与人性美兼具的高原书写
——读谢永华的“理塘题材散文”

任 静

马少侨先生常说，作为一个教师的最低
要求，就是要注意经常“进新货”，不要几十
年如一日地“卖陈货”。有人对先生说：您是
老教师，几篇课文的重点、难点、词语、句式
等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不备课也可以上课。
先生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就是满足于“卖
陈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教书匠。要使自己
不做“卖陈货”的教书匠，就必须教到老、学
到老，在教学中不断提高充实自己。

先生从来没有荒废过学业。他认为读书
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解决教材中的疑难，把握
教材的精神实质，以便把课教得更好更有成
效。先生认为，要真正读懂书，非做卡片、写
笔记不可。至于把心得写成论文，把论文编
成小册子，那更是变书本知识为自己知识的
重要途径，是正确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最
佳手段。他的《桃花源记》和《琵琶行》论文就
是这样写成的，先后发表的若干乡土史、民
族史的论文也是这样写成的。

先生对我国苗瑶民族史的研究情有独
钟。20世纪50年代初期，先生在武冈师范
教历史，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城步、新宁、洞
口、隆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教书，他们

中很多人写信回来向先生叫苦。苗瑶民族
学生问：“教材中为什么没有我们民族的历
史？您为什么不讲点我们民族的历史？”这
些来信对先生的历史教学敲响了警钟：一
个合格的历史教师不为学生补充乡土资料
行吗？于是先生利用假期，自费到城步、新
宁等县做了苗瑶民族现状的调查，并且查
阅了许多文献资料。《清代苗民起义》一书，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动机上写成出版的。
既为已毕业的学生提供了资料，也为在校
学生补充了教材。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研
究苗族史的第一部著作，于1956年11月由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57年4月第
二次印刷。该书有一个特点，就是用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民族学的观点，把历史资料和
民俗资料充分甄选利用，所以旧的历史学
家觉得很新鲜，苗族知识分子觉得很亲切。
故一经出版，即蜚声国内外，并经常为国内
外学者所征引。

该书出版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派专人
来校向先生约稿，要求先生写《湖南苗族人
民革命斗争史略》。先生于1956年冬至1957
年夏完成了这本书的编写，书中提出了苗
族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时间为
唐宋之间的论点。可惜刚排好版，先生便为
政治风暴所击倒，所幸该书仍以“内部印
行”的名义印了几千册供研究单位和民族
工作者参考使用。1982年经过增补，更名为

《湖南苗族人民革命斗争史稿》，由湖南民
族事务委员会氏族研究所重印出版发行。

1979年，马少侨先生重回邵阳市二中之
后，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影响较
大的有：《窜三苗于三危新释》《苗族人民壮丽
的史诗》《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盘
瓠蛮初探》《试论荆楚与古代三苗现代苗族的
历史渊源关系》《湘黔苗族乾嘉起义散论》

《〈天问〉“犬体”新证》等。先生复职后，七年中
写了近百万字的文稿，发表了30多万字的论
文。先生谦称自己只是个基本合格的人民教
师，而不是个“卖陈货”的教书匠。

（颜希文，邵阳人，退休干部）

◆学林漫录

育李培桃倾力注（下）

——马少侨先生在邵阳市二中
颜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