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笔者得到一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漯河人学普通话》一书，主编是漯河教育界的学
者王耀宗和潘玲珂。在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籍
里，编著者本着训练中小学生普通话达标的目
的，从普通话的声韵母结合、声调以及变调、漯
河方言读音与普通话读音的对应关系等基础知识
进行分析、讲解，附加了大量的普通话水平测试
训练内容。据笔者所知，这是第一本系统地分析
漯河方言与普通话对应关系、有理论阐述又有大
量实例的语言学专著。笔者相信，这本书对于漯
河乃至周边地区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高会起
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知道，我国是个多方言的国家，八大方
言区 （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合并的话为七大方言
区） 各有各的语言特点，不同的方言区在口语对
话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区别大的甚至会
被误认为不是一种语言。在国家层面推广一种国
人都能听得懂的话，对于语言交流、文化传承、
国家稳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真正推广起
来又有人担心：方言有各自的地域特点，大家都
说一种话，会给地方方言带来灭顶之灾，断送了
汉语的多样性。所以，普通话自诞生之初，就有
普通话的“生”是以方言的“死”为代价的说
法。普通话自 1955 年开始推广到现在，在东部、
南部方言成分复杂的地区仍然问题多多、困难重
重，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历史上早就有了普通话。我们在不同
场合听到或者看到的国语、官话、华语即为不同

历史时期的“普通话”。
至于方言，其历史应该远在普通话之前。因

为，如果没有多种方言的存在，普通话也就没有
产生的必要。

早期的社会人，一个群居聚落内部，人们为
了抵御自然灾害，增强生存技能，自觉地生活在
一起，语言的交流应该是无所不能、没有隔阂
的。但是，相邻聚落的人因为生活环境长期隔
离，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交流的障
碍。比如，这个聚落的人把打制的锥形器叫铲，
另一个聚落的人偏偏把它叫作锛，这个简单的区
别我们的理解就是方言——不同地方的语言。各
个聚落如果都老死不相往来，也就没有不同区域
语言的交流，然而事实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同
的聚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加入交流的聚落群
体越来越多，交流的障碍也越来越大，于是乎大家
都讲一种相互能听得懂的“普通话”也就成为必需
（不同语种之间的区别不在此讨论范畴）。

问题是，推广普通话会不会导致方言的消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汉语的发展史

有些简单的了解。
我们知道，汉语言历史上有几次大的飞速发

展、丰富膨胀过程，每一次汉语言词汇的丰富发
展都源于外来文化的进入和科技的传播：丝绸之
路打通，中东乃至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原，于是我
们有了“葡萄、胡萝卜、麦子、核桃”，佛教从南
国由僧人带入中国，我们有了“觉悟、绝望、报
应、无量世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我们有了

“自我、本分、灵性、威权主义”；西方文艺复
兴、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中国，我们有了“油画、
哲学、微积分、解剖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我们有了“微信、网站、
云储存、万物互联”。同样，汉字进入日本、韩
国、越南，他们不但各自从中华文明中获得滋
养，提升了国民文明素质，更由于汉字的示范作
用，他们才据此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可以说，正
是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浸入和相互
交流，才使汉语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
语言之一，才使汉字成为世上唯一传承几千年而
不绝的文字。

方言之与普通话的关系也是如此。多姿多彩
的方言用语丰富了普通话的词汇，普通话的推广
反过来又为方言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方式的选择。
英语中有一个词have，被称为万能动词。汉语中
也有个类似的词叫“做”。同样是“做”的意思，
东北话叫“干”，上海话叫“搞”，河南话叫

“弄”，漯河话叫“怼”。同是“怼”，舞阳发音为
dei，郾城发音为dui。这就是方言的奇妙之处。正
是由于方言的如此多姿多彩，才成就了富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些遗产无一不是建立
在地方文化、地方方言的基础之上。同为语言艺
术的相声和小品，相声因为发源地在天津，它的
普及为天津方言和北京地方方言的弘扬做出了贡
献，“干嘛、麻溜儿、逗你玩儿”等词汇为国人

所熟知；小品滥觞于东北，“忽悠、干哈、没咋
地”等东北词汇随着小品走向了全国。难以想
象，没有任何地方方言元素的文学、文艺作品，
和智能语音机器人发出的单调、干巴的语音有什
么区别。

漯河处于中原腹地，而中原历史上就是汉文
化的核心区和辐射点，历史上的唐、宋官话基本
上以中原地区语言为基础。元代以后，我国的政
治中心北移到北京，但北京语言与中原地区的语
言仍然有难以割舍的关系，以至于1955年制定普
通话标准，在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时，开
封语音以一票之差让位于北京语音，可见中原地
区的语言影响之深远。

如果进一步考究漯河的方言，除了同属于北
方方言区，与普通话有很多共同点外，还会发现
不少异于普通话的地方。大的表现在语音上部分
声母混淆，比如“吃饭”读成“跐饭”，“所以”
读成“说一”，“厕所”读成“拆说”。部分韵母混
淆，比如“阴谋”读成“阴木”，“隔阂”读成

“该害”，“颜色”读成“颜晒”。声调的变化和儿
化音的多样，则表现在有着更多的去声和儿化音
位置的不同。至于因为语境的不同引起的声调的
变化更是五彩斑斓。大处说，有大量的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词汇，这也是最能体现方言特色和地
域文化的地方。很多方言研究工作者倾注很大的
精力，也难以弄清其体量和内涵。比如，口语中
的某个词有明确的读音和表义，但具体用哪一个
汉字来表示却没有定论或者为多数人所不知。如
果工具书上有现成的答案还好说，比如同样表示
长度的：一只手叉开，最远的两个指头之间的距
离我们叫拃 （音闸），两臂张开的距离我们叫庹
（音脱），反胃呕吐普通话叫吐，我们叫哕；有的
工具书上没有现成的用字，我们可以根据其意思
去寻找，比如，办事磨磨蹭蹭我们叫熬磨，大人
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教导小孩，我们叫百嚄 （音
bāi huo）；碰到有的词语用字就比较难以定夺，
比如形容人或者动物猛的一下子翻身，音julong，
形容食物盐分少，普通话叫淡，我们叫zen，衣服
褶皱多，我们叫kuchu，用手将衣服等敷贴平整的
动作，我们叫 bula。这些词都用什么字表示，可
能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漯河人学普通话》针对的读者群是在校的
中小学生，所以编者编著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上下足了功夫。这是该书的亮点。实际生活中我
们注意到，除了中小学生，更多地需要学习普通
话的是不具备基本语音知识的市民，比如经常外
出公干的干部、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等。如果能为
这类群体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口袋书或者电子
书，应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笔者设想，这本
书应该具有可以随时翻阅或者听读、具有《漯河
方言词典》功能，撇开枯燥的语音学知识，直接
介绍方言词的写法、方言词的普通话发音，特别
是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读音对照，既具权威性
又不失风趣，让人们乐而好学等特点。

对此，我们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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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文
唐诗瑰丽豪放，宋词壮阔醇香
元曲辛辣高亢，现代诗潇洒流畅
无不是文字的提点、横竖、弯勾、撇捺
一部《说文解字》，把文字做了奇妙组合
如山如水如天空，如月如星如太阳
如花如树如鸟兽，如游如奔如翱翔
是文字，给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广阔天空自由徜徉
是文字
点亮人生之灯，让心灵远离孤独与彷徨
是文字
给人眺望的眼睛、倾听的耳朵、跳动的心脏
锤炼着、闪烁着，不朽的人性之光
文字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会哭会笑会飞会唱，会挣扎会反抗会忧伤
如果疏忽懈怠，或以为它软弱可欺
它会还以响亮的耳光
试图集结时，才发现它是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而非温驯可欺的羔羊

《说文解字》是山、是海

但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登山，才能放眼世界、满怀激情
观海，才能心胸开阔、思路飞扬
去攀登吧，去畅游吧，勇往直前
才能随着《说文解字》慷慨激昂
在新时代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文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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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迪
读完余华先生的 《许三观卖血记》，

我才带着沉重和感动的心情入睡。
在当前网络小说肆意横行的时代，原

汁原味的传统文学被束之高阁。但不同的
是，前者只是如罂粟带给你短暂的欢愉，
很少让人深层次地思考和感悟，经典书籍
却总能带给人深入骨髓的震撼。

最初被吸引是因为它的名字：卖
血。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人卖
掉赖以生存的生命体液？在那个贫瘠的年
代，父亲也曾靠卖血帮家里捱过难关。我
想通过这本书找到那段被岁月尘封的过
往，更想体会父亲当时的心情。读完后，
它给我最深切地感受就是责任和爱。

许三观卖血十余次，也有为私情，是
为自己的劣根性而买单，但更多是为了一
乐、二乐，为了这个家。作为家庭的顶梁
柱，在苦难面前，他没有退缩和逃避，而
是勇敢面对，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这应
该就是责任。最让我感动的是，尽管知道
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他仍愿意心
甘情愿地去卖血、去救助。这才是爱，是
无私的大爱。

“为了救一乐的命，他要往上海去，
路上要经过林铺、北荡、西塘、百里、通
元……其中林铺、百里、松林、黄店、七
里堡、黄湾、柳村、长宁是县城。他要在
这个地方上岸卖血，他要一路卖着去上
海。”在寒冬里，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五
十多岁的许三观，每次卖血前都会用碗舀
起河里冰凉的水，一口气喝八碗，卖血后
再找个避风的角落，在墙根晒着太阳依旧
瑟瑟发抖。那一幅幅灰色的画面，一次次
地铺满了我的大脑，眼泪总会不受控制地
往下流，好几次以为他会死在卖血的路
上。他没有，不仅自己挺过来了，还救活
了一乐，这是责任的力量，让他无怨无悔
地承受这些磨难，扛起家庭的重担；这也
是爱的伟大，使这个家度过一个个的难
关。

在许三观身上，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

子。我还年幼时，母亲的重病让我们这个
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母亲几欲放弃
治疗。父亲却坚定地对母亲说：“就是砸
锅卖铁，我也给你看（病）。”何止是砸锅
卖铁，瘦削的父亲开始卖血了！那个年
代，有很多像许三观和我父亲一样的人，
他们很平凡，也很伟大，正是平凡的他
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爱的光芒，对家庭
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伟大，让更多的人从
苦难中走了出来。

感动的同时，我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气愤不已。在拥有幸福安定生活的今天，
村里二十出头的明子，陪同怀孕两个月的
妻子检查，查出了妻子有乙肝，明子回家
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商量后，他们竟然
让妻子打掉孩子并离婚！责任何在？爱何
在？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许三观那个
时候，可是他们的精神却低落到尘埃里。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得更好，让我们的
精神也跟着前进，让爱与责任随时代前
行。

即使家里很富裕了，许三观还想卖
血，这次只是想为吃炒猪肝、喝黄酒，医
院年轻的小伙子，嫌弃并嘲讽他年老的血
只能用来当猪血让人来刷漆。这一刻，许
三观彻底崩溃了，可他想的不是自己，而
是如果家里再遇到危机，自己卖不了血可
怎么办？对他来说，无论何时，家庭总是
第一位的。他满大街地痛哭流涕，这样的
疯状，让人想笑却又有些心酸。一次次的
卖血都帮他解决人生大事，帮助一个大家
庭迈过一道道坎，而此时自己引以为傲的
血，竟然受到了嫌弃，这是对他自尊沉重
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卖血使他的责任能
履行，如果不能卖血了，他对这个家的责
任则如空头支票，毫无用处。许三观内心
感到了恐慌。因为，责任已经深入骨髓，
无论贫富，无论年纪多大。

其实许三观也好，我的父亲也好，他
们扛起的是责任，付出的是爱。此时的
我，更愿意用自己的双手接过这份责任，
继续着这份爱。

责任与爱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

■王笑茹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中国人

的使命，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的责
任，那我们在传承的同时，也要以史为
鉴。《资治通鉴》这部传统文化书籍让后
人汲取其经验，传承其文化。

《资治通鉴》 在总结历代兴亡实践
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
家兴衰的重大影响。我们常说“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司马光更强调“人君”
尤其要负主要历史责任。毛泽东和周恩来
等伟大领导人都评价它不仅是一本好书，
还是一种文化。那它是怎样传承了千年？
又是什么让它得以拥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是它给后人留下来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是
它让我们懂得自己的价值。

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胡三省说：“为
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
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
知 《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
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
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现代生活中
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无论是什么身份，为
人子女也好，为人父母也好，为人师长也
好，都要懂得其中的道理，否则就乱套
了，整个社会都会不安宁。

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
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

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
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
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
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
也。”有如此“盛典”在，我们又把它奉
为圭臬，通其道理，鉴其经验，传其文
化，扬其精神，我们的国家怎么会不强
盛？我们的民族怎么会不团结？我们的社
会怎么会不和谐？

读传统文化经典，我们要从中悟出道
理，并传承他们。我由《通鉴》悟出了修
心、治国、克己。修心有三点：仁、明、
武，这三点是领导人必有的内在品质，且
每个人都要有。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
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
罚。”这就是君主必备的品质了。所谓克
己，就是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挺得
过磨难。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解
释：所谓“资治”，不仅知道什么是“治”、

“乱”，而且要作为“力行求治之资”；所谓
“鉴”：如人照镜，“可就正焉”。读者于历代
兴亡、人之贤否之中，“可以自淑，可以诲
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看来

《资治通鉴》传承千年一点也不假，留给
我们这么多可鉴的道理、可传的文化、可
扬的精神。你是否也迫不及待地想去鉴赏
一下它的精神、领略它的魅力、传承它的
文化？ 作者为高中三年级学生

传承千年 有史可鉴

■陈若曦
当我看了沈石溪写的 《班羚飞渡》

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直感叹写得
好。

《班羚飞渡》先写的是“我”和狩猎
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
一群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那是戛
洛山上的一座山峰，山底有流沙河。现
在，斑羚们走投无路了，因为，这里离那
边山峰有六米多的距离……我感触最深
的，是老斑羚像已烧完了的火箭残壳般自
动脱离，不，甚至比火箭残壳还要惨——
在年轻斑羚的猛力踢蹬下，老斑羚就像一
只只突然断了翅膀的鸟一样坠下。

试跳成功后，一对对斑羚凌空跃起，

在山间画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的弧线。每成
功飞渡一只年轻斑羚，都意味着有一只老
年斑羚摔得粉身碎骨。

老斑羚们心甘情愿地用生命为下一代
开辟一条生存的道路。我没有想到，老斑
羚们没有一只偷偷溜到新生的那一拨去。
在面临种族灭绝的关键时刻，老斑羚门竟
然能想出牺牲自己挽救年轻斑羚的方法，
来赢得种族的生存机会，更没想到老斑羚
们会如此从容地走向死亡。

是的，动物们都可以在混乱中找到求
生的机会，我们人类何尝不是这样？想想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先
烈舍生忘死换来的，学会珍惜，才是对他
们最好的回报。 作者为小学五年级学生

读《班羚飞渡》有感

■王士刚
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应该记得，

那时候在乡下农村，每天都可以看到担着挑子走
村串户的卖货郎。货郎的到来，让宁静的乡村顿
时热闹起来，还未入学的孩童纷纷从家里跑出
来，吵嚷着让大人买名叫“月月红”的葵花子。

一年夏天的下午，不知疲倦的知了一个劲儿
地叫着，货郎打着拨浪鼓又来了。听到这个声
音，我和哥哥死缠硬磨拉着父亲去买瓜子。无奈
之下，父亲只好硬着头皮来到货郎跟前，一只长
满老茧的手费了半天劲儿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
皱巴巴的一角钱票子。

我眼巴巴地看着一包葵花子到了父亲手中，
口水直往下咽，生怕哥哥先抢到手，想都没想冲
过去从父亲的手中抢了过来，迫不及待地撕开。
没想到，由于用力过猛，瓜子全部撒到了地上的
草丛中。

“啪！”正当我愣神不知所措之时，当过6年
铁道兵的父亲一个巴掌扇到了我脸上。顿时，五
个鲜红的指头印烧得我的脸火辣辣的疼，呆若木
鸡的我倔强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腮帮子一个劲
儿地往下流。

“哭啥哭，都捡起来。”父亲气得浑身发抖，
对我一声呵斥，脖子上的青筋一个劲儿地蹦。我
赶紧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低头扒开草丛艰难地一
个一个地捡起来。

哥哥早一溜烟跑了个无影无踪。我却不敢，
更不敢偷偷地放进嘴里一颗，生怕父亲的巴掌会
再次落到我的脸上。费了半天劲儿，我才把散落
在草丛中的瓜子捡干净，连同塑料袋死死地攥在
手中。父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就连拖带拽地往家
走。回到家，喘着粗气的父亲把我往凳子上一
按，拿起水瓢“咕咚咕咚”一通灌。

我扭过头去，不愿看到父亲的脸，心里恨到
了极点。心不在焉地胡乱吃了几口饭，我便早早
地爬上床，蒙头盖脸捂得严严的。父亲过来点着

煤油灯，透过昏暗的灯光心疼地问：“羊娃，还疼
不？我……”

恼恨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蜷缩在被窝里，
我没有搭理他的话茬。

“你那一巴掌打下去，疼的是儿子的脸，伤
的是儿子的心。”母亲埋怨道。

“唉，我也是没办法，当着邻居们的面儿，
羊娃那么不懂事我才发火，这一巴掌就是要让他
长点记性，人穷志不能短。”父亲说。“你又不是
不知道，这俩孩子长这么大，我都没动过他们一
根手指头，自己的孩子，自己不心疼谁心疼？”

在被窝里装睡的我，听到父亲母亲的对话，
心里一阵阵酸楚，似懂非懂地明白了父亲那一巴
掌的真正含义，泪水再一次滑落。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没让父亲失望过。每学
期结束都会将一张鲜艳的奖状拿回家，破旧堂屋
的墙壁上贴满了我的荣誉。

1998年，我上了高中，家境并未好转，家里
的一切开支都是靠父亲打些零工维持。每次看到
父亲为了我和哥哥的学费操劳，心里犹如刀绞一
般的痛。高二上学期一结束，我便萌生了辍学的
念头，怀着忐忑的心情将心中的想法说给了父
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中，这学得上，我和
你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不上学你这辈子只能
待在咱这小山沟里，没出息。”父亲朴实的话语很
是坚决。

新的学期开始后，我迟迟没去报名，而是整
天窝在家里割草、放牛。一个多月后，我将母亲
给的 580 块钱学费放回了父亲的枕头底下，悄悄
地背着一床被子来到了表舅家干泥瓦匠。表舅没
推辞，说工钱每天十二块，一天一包“散花”
烟，让我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正在睡梦中的我就被
表舅喊醒了，催着去工地。开工前，表舅把我介
绍给大家，希望给予关照，并给我安排具体的
事：筛沙、和水泥、掂灰、搬砖。本以为轻松的

活儿其实并不轻松，干了一会儿便觉胳膊又酸又
疼，我难受得很想撂挑子不干了。但一想到父亲
的那一巴掌，我的倔脾气“嗖”地窜了上来，沉
重的脚步也放松了许多。一天下来，浑身都像要
散架一般。

晚上吃饭时，拿筷子的手一个劲儿地抖个不
停，表舅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就说：“羊娃，坚持不
了的话就回去继续读书吧！”我倔强地说：“不
回，这活儿我能干。”

十天后，房子如期竣工。捏着表舅发给我的
120块钱，浑身的疼痛仿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正
当我信心百倍准备奔赴下一个“战场”的时候，
母亲找上门来让我去当兵。我沉默了一阵后，便
点头同意了。

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来到了一座三面
环山的军营，我才知道这是祖国的大西北——青
海。几天后，战友之间逐渐变得熟悉起来，我也
融入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劳动，我专拣别人认为
又脏又累的干；训练，我认真领悟班长教的动作
要领，在心里反复揣摩。阶段性考核中，由于我
各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新兵连里我收获了第一
个荣誉——营嘉奖。

两年后，我将自己攒的1050块津贴费寄回了
老家，这是我认为孝敬父母直接的表达方式。

在当兵的第三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后来，
我在城市买了房、买了车。2016年底，我脱掉了
心爱的绿军装，16年的军旅生涯在父亲的一个巴
掌的激励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空余时间多
了，陪在父母身边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每当农活
不忙的时候，我都会将父亲接来住几天，陪父亲
散步、看戏、做饭。

在和父亲的闲谈中，每当提及小时候那“一
巴掌”时，父亲总是满脸愧疚地问我恨他不。我
笑着说：“爹，都过去那么久了，早就不恨了。要
没有您的那一巴掌，就没有儿子的今天！”

父亲笑了，脸上的皱纹似乎都笑开了花。

五个红指印

■刘俊龙
交融沙澧，溯相期无际，徒空传说。南澧

酥娘莲款款，沙水玉郎情惬。夕舞朝歌，缠绵
怀抱，引羡零丁月。泻银倾玉，层粼顿负霜雪。

古韵芳字螺湾，俊家高圣，赋得形容切。
臂里蔽尘牛马走，臂外黍香千叠。雨橹云帆，
贩夫估客，归趁斜阳烈。阴阳南北，豆檠参差
明灭。

念奴娇·沙澧追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