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六岭书林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

一翻开洞口诗人林目清的诗集《远
去的村庄》，我只读了第一首《篾匠二爷》
便被吸引住了。我当即动了一个念头：将
这本诗集中写人物的作品集中起来细
读，没想到我这个念头被作者无情的锄
头给砸碎了。当我翻到目录，试图标出写
人物的作品时，竟然没有找到一篇不是
写人物的。

原来，这本诗集就是一部农民的人
物图谱，也是一部“乡村现形记”。从木
匠、铁匠、石匠、篾匠、杀猪匠、补锅匠、泥
水匠、漆匠，到接生婆、媒婆、守山人、入
殓师，到大队书记、民兵营长、生产队长、
会计员、保管员、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
再到磨豆腐的、拉二胡的、打鱼的、卖烧
酒的、捡破烂的、摇纺车的……总之是，
三教九流的乡村人物，在作者诗性的书
写中活灵活现地呈现。这让历史专业出
身的我，立马联想到了太史公司马迁的

《史记》，这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给
世界留下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记录。而
林目清居然野心勃勃，不仅仅是建立一
个“红星大队档案”，而是以诗歌的形式，
为乡民写传，给乡村立碑。

以诗歌为媒为乡民写传，本身就是
一大艺术性的挑战。诗歌以达情言志为
主，而用诗歌来写人物非得具有高超的
语言炼金术不可。在一首诗里，用精短
的篇幅、以精炼的语言、具诗性的质地
才能将一个个人物写活，写具体，写到
位，既不能沉溺于故事的叙述、情节的
发挥、细节的描摹，又得抓住人物的特
质，挖出生活的痛点、亮点，才会使人物
立得起、站得住，才能使人物形象超越
小说与散文的言说而跃然纸上。而这方
面，林目清的探索、尝试、实践都是十分
成功的。

在语言艺术的粹炼上也是值得称道
的。林目清的诗歌语言是诗意颇足的口
语，对于在中国诗坛大行其道二十年的

“口水诗”是一种同室操戈的反叛。他平

易、亲切、直白、质朴的口语，不是大白
话，不是白开水，不是“臭婆娘的裹脚
布”，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具有诗歌凝
炼的本质、诗性的表达、生动的抒写，蕴
含着诗歌的精气神。如“一只乌鸦/像一
个预言者，不停地呼唤/呜哇，呜哇，高八
度的腔调饱含方言/把村庄叫得一半阴
暗，一半明亮”，这种声情并茂的客观描
绘与主观抒发，就将篾匠二爷垂死之际
的情景与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他的口
语道说是形象的、鲜明的、生动的。如在
这首诗中他进一步写道：“一片树叶，不
得不脱离树枝，飘落，枯黄。”借助喻体来
言明即将告别人世之人的悲伤情状。

这本诗集里写到的林林总总的人
物，即使是鞭笞与歌颂也是以诗的形式
表达的，没有简单地贴标签，也没有政治
化地图解、口号式地标榜。拿《大队书记
林宇杰》这首诗来说吧，这首很有味的诗
便是一个证明。诗中所写的人物正是作
者的父亲，他几乎用白描式的口语，勾勒
出大队书记生于忧患、鞠躬尽瘁的鲜明
形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日寇的铁
蹄践踏到了雪峰山区。作者的奶奶为了
逃命不得不丢下重病在床的儿子。作者
的父亲劫后余生，后来当上了大队书记，

“经常与星星相伴，陪月亮赶路”，为新中
国的建设贡献着智慧与汗水。“父亲用一
双冻得通红的脚/踩出一行行焦渴不安
的诗句/等待着拿政府下拨的棉被/去为
特困户播撒温暖。”直到他退下来：“他慢
慢收藏起昔日的荣光/常常一个人蜷缩
到已经摞荒的田角/如同一株辉煌之后
的稻草/越来越枯瘦，越来越弯曲。”这些
比喻贴切形象，加强了“父亲”这个基层
干部人物的光辉。

我相信：林目清的诗集《远去的村
庄》已为中国的乡土文学增砖添瓦，
将在中国乡土诗歌上留下自己的一席
之地。

（罗鹿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读者感悟

一部动人的乡村人物谱
——读林目清诗集《远去的村庄》

罗鹿鸣

“古今字”这个概念是古代注释人士从注释实
践中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要沟通古今用字的差异，
以便读者疏通文意，正确解读古书。从汉代学者发
明“古今字”这个训释术语至今，出现了大量指认
和考证“古今字”的材料和论述，形成了学术史上
的一道亮丽风景。

张青松等著的《颜师古“古今字”研究》就是有
关“古今字”研究的一部专著，它于2022年12月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张青松教授，武冈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他是我的学术朋友，曾师从华南师范
大学张桂光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打下了一定的古文
字学基础；又在暨南大学师从王彦坤教授攻读博士
学位，打下来较好的训诂学基础。后来又在北京师
范大学跟随李运富教授做访问学者，并积极参与李
运富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与重大项目，潜心研究古
代注列“古今字”。《颜师古“古今字”研究》就是他主
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为六个部分：（一）绪
论，简介颜师古生平和著述，以及颜师古“古今字”
研究现状。（二）颜师古“古今字”概述，重点介绍

《汉书注》指认“古今字”的术语，以及《汉书注》指
认“古今字”的情况考察、《匡谬正俗》中的“古今
字”概述。（三）从时代关系与字际关系两个角度对
颜师古“古今字”进行分析。（四）《汉书》《史记》《文
选》相同作品“古今字”比较。（五）颜师古和郑玄、
段玉裁古今字观念的比较。（六）《汉书注》“古今
字”研究的应用价值。下编是颜师古《汉书注》“古
今字”综合整理汇编，汇编收录颜师古《汉书注》中
出现的所有古今字例条（包括颜师古本人指认及
引用前人指认的古今字例条），共计493条。有多
个义项的“古今字”按照“词位”归纳处理，共计
211 组。并标注了现代汉语拼音、义项和字际关
系。“字际关系”指“古字”和“今字”分别记录该词
项时的用字属性对应关系。

该书对颜师古“古今字”字际关系进行全面分
析，爬疏材料细致，论证丰富而扎实。对于疑难字
组的考证新见迭出，例如书中对“亞”的考证颇见
功力。

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学与文字学
两个方面，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辞书编纂与古籍
整理两个方面。其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
研究方法的创新。该书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次穷尽性地搜集、整理颜师古

“古今字”材料并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等研
究成果分析其字际关系。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大
多数研究者受王力《古代汉语》古今字观念影响，
用造字相承的古今字定义来考察颜师古注列的

“古今字”材料，以今律古，对颜师古“古今字”观念
的认识和评价大多与事实不符。该书从材料出发，
尝试对每一组“古今字”的字际关系进行分析，结
果发现“古今字”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古字与
今字都是本字；古字与今字其中一个是本字，另一
个是假借字；古字与今字都是假借字。大类之下又
分小类，都有典型例证及详细论证。三是学术思想
的创新。颜师古认为“古今字”是历时文献中记录
同词而先后使用了不同形体的一组字，他在《匡谬
正俗》中渗透了他的古今字观念并在《汉书注》中
贯彻始终。颜氏的古今字观念上承汉代郑众、郑
玄，下启清代段玉裁、王筠，在古今字学术史上是
承上启下的重要代表。

笔者认为，该书可以作为汉语言文字学、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重要参考
书，对《汉书》文本的整理和现代大型字书的进一
步修订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缺
陷和不足，并可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钱毅，邵阳学院文学院教授）

文本细读

读《颜师古“古今字”研究》
钱 毅

4 月 23 日，林目清诗歌研讨会在洞
口举行。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姜贻斌，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学与出版管理部
主任、编审杨志学，中国金融作家协会
副主席罗鹿鸣，《湖南文学》事业发展
部主任、编辑易清华，省散文学会秘书
长、《湘江文艺》编辑袁姣素，省诗歌学
会办公室主任梦天岚等出席活动。邵阳
市作协主席团成员、各县（市）区作协
主席等参加研讨会。

姜贻斌指出，林目清是一个出身于农
村的淳朴的带有泥土气息的诗人，他的每
一行诗里都散发着泥土的味道，他像农民
种稻子一样种诗歌，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己
一生的最大追求。

杨志学说，林目清的诗富有灵性，像
自然界奇特的鸟儿或花草，许多诗总是出
其不意地给人以惊动、或出现亮点，让人
耳目一新。

易清华说，林目清是一个有独特个性
的诗歌写作者，他写诗没有章法，洋洋洒

洒，挥写自如，自然而成，像枝枝柯柯没有
修剪的草木，但给人以生气与活力。

……
省诗歌学会副会长、邵东市文联主席

李春龙说，林目清对诗歌40年矢志不渝
的热爱令人感佩，他的诗能让爱情与乡村
的双翼达到美学的平衡。他的诗展现的奇
崛的想象力，以及深刻动人的生活细节让
人过目难忘。

诗人代表熊烨和谢乐勇也作了发言，
他们就林目清的诗歌畅谈了自己的体会
与感受。最后，诗人林目清致答谢词，回顾
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说，创作是一条充
满荆棘与困苦的艰辛之路、朝圣之路，只
有对生活充满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
能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只要坚持，总会抵
达诗意的远方与美好的目的地。

此次研讨会由邵阳市作家协会主办，
洞口县文联、洞口县文旅广体局协办，洞
口县作家协会承办。

（洞口作协 供稿）

林目清诗歌研讨会在洞口举行

我在乡下老家修了座小别
墅，共有十来间房间。在确定房
间的用途时，我选了第二层那最
大的一间为书房，并取名为“温
馨书屋”。家人纷纷表示支持。等
到装修完毕后，我带儿女们把家
里收藏的 6000 多本书，分门别
类、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里。

今年正月初二，外甥和外甥
女们来家拜年，提起原先的小书
房时，皆露出惋惜之情。我便带
他们来到二楼，打开书屋的门。
看到两排簇新的实木书架，架上
的书摆得整整齐齐，大外甥说：

“原先那间小书房留下了我们美
好的童年记忆，想不到如今舅舅
鸟枪换炮了，一下有了这间豪华
的大书屋。我真想再过一回童年
呢。”我笑着说：“好的。这间书屋
虽说是为孩子们准备的礼物，但
也欢迎你们这些大孩子们，随时
来重温童年快乐的岁月。”

我是一个普通的乡村中学
教师，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爱
好阅读，业余喜欢写作，家藏上
千卷书。可以前家里没有空余的
房间，就在住房的一角摆一扇大
木板，把藏书堆叠放在上面。我
鼓励子侄（包括外甥）们，放学后
或节假日里，在里面随意选择、
翻阅……我自己也常挤时间与
他们一起阅读，随时帮他们解答
他们阅读时所遇到的问题。

当时，农村的读书风气不
浓，村里十之八九家庭除了学生
的教科书外，是很少有藏书的，

我的行为无疑是被视为另类的，
甚至被嘲笑的。但我不管这些，
仍然我行我素，终于有了可喜回
报：子侄们个个都养成了爱看书
的好习惯，学习成绩很好。十年
中，12个子侄相继考上了大学，
其中有4名还考上了研究生。毕
业后，有2名考上公务员，6名当
了教师，2名成为省级刊物的编
辑，在家乡曾传为美谈。为此，曾
有不少乡亲来我家取经，我便把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的话原原
本本说给他们听：“最好的家风，
一定是有阅读传统的家风。一个
家庭里面，如果人人都喜欢看
书，喜欢思考，那么，善良、诚信、
孝顺……这些良好品质也会自
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下一代
身上。”我告诉他们：“父母是孩
子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
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
父母要创造条件给孩子设一间
小书房，让他们随时有书看，慢
慢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

三年前暑假，我拜访了村书
记。言谈中，他慨叹近十年来，本
村的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越来
越少了。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
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学生的知识
面窄，阅读量少，视野不宽，因而
解答题目时，思路不开阔，表达
水平不高。而城市里的父母特别
重视孩子的阅读，为孩子购书是
家庭的一大开销。在节假日里，
城市小孩子不是在家里阅读，就
是到“书城”淘书，或在图书馆里

遨游书海。如今，农民的生活水
平提高了，农村的房子越修越高
大，房间装饰也越来越豪华（与
城里的相差不大），可一个拥有
两三千人的村，很难看到哪个家
庭有几本藏书，更不用说为孩子
特设小书房的。虽说政府很重视
农村的文化建设，拨专款在全国
各个乡村修建“农家书屋”，可这
些“农家书屋”真正利用起来的
又有几间？

村书记听后，连连点头。后
来，村书记又到我家，递给我一
把钥匙，说是让我当几天书屋的

“临时管理员”。我欣然同意，并
让书记在村里发动孩子到书屋
读书。三天后，村书记选定了一
名退休老师担任“农家书屋”管
理员。前年，村里一个孩子“破天
荒”考上清华大学，村书记非常
高兴。在村民大会上，他号召家
长要重视孩子的学习，“要在家
里为孩子设立一间小书房”。

在村书记和村委会的大力
倡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阅读的
重要性，村里不少家庭也纷纷为
孩子设立了“家庭书房”，并常带
孩子到书店购买书籍——这真
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啊！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书与人

赠 孩 子 一 间 小 书 屋
林日新

林目清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