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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笔者经常听友人介绍，他利

用假期跟孙辈中的小学生们一起逛公

园、玩游戏，让儿童在跑跑跳跳中轻轻

松松地学会用方言诵读古诗词，祖孙同

学同乐，几年下来，也摸索出一些“读古

诗，学方言”的小经验。

今年暑期快到了，儿童又将迎来快

乐的假日，可以再跟爷爷奶奶小手牵大

手，边玩边用方言诵读古诗词，享受“忆

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和“含饴弄孙”

的温馨，希望今年暑期有更多的爷爷奶

奶与孙辈们参加到这个方阵中来，让方

言得以保存、赓续，使儿童在学方言中

汲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

笔者认为此举确是当今文化传承中值

得点赞的好事，因而乐将友人的小经验

简介于后，也算“读古诗，学方言”的小

河里添几圈涟漪吧！而且期望借此得

到方家的指教。

爷爷奶奶来辅导
学方言，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

读古诗词，却涉及格律、平仄、押韵等较

为专业性的问题，属于学校老师和语言

学、文学等领域里专家们的职责。但目

前，却只有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们才有

资格来当辅导员，为什么呢？还得从现

在的爷爷奶奶当初幼儿的时期讲起。

五六十年前，无论瑞安城底还是农

村，大家讲的都是清一色的瑞安话。当

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党中央从山东

派来一批老解放区的基层干部来瑞安

充实乡村干部。他们讲的是普通话、山

东话，瑞安群众听不懂，而瑞安话他们

不会说，也不懂，交流沟通起来存在较

大困难。乡、村开群众大会，如果是山

东干部讲话，还要找人当“翻译”。尤其

是平阳县（含现在的苍南县、龙港市）特

别典型，开全县四级（县、区、乡、村）干

部会议时，领导用普通话作报告，要有

四个人分别作温州话、闽南话、“蛮”话、

金乡话的“翻译”。我们瑞安农民到外

地做工、经商、出差办事，也常遇到语言

交流上的阻碍。于是当时在群众中大

力推广普通话，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经过 70 多年的努力，尤其是扫盲、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业务兵在部

队学文化、学普通话等，终于取得明显

的成效。当今儿童在学校、家庭、社会

全用普通话交流。就连三四十岁的中

年人日常交流也是普通话，而在家中与

老人交流时用的方言谈话中，还常常夹

杂普通话词语（方言词语忘了）。只有

爷爷奶奶这一代才会用比较纯的方言

交谈。所以“读古诗，学方言”的辅导员

任务就理所当然由他们来承担了。而

且当今爸爸妈妈还得在旁边随儿童们

补习方言呢！过了几十年，当爷爷奶奶

时，还要接替上一辈辅导员职责呢。爷

爷奶奶最喜欢跟孙辈在一起，平时“责

无旁贷”地在家里担负接送孙辈上学任

务，再给他们加上这副辅导员的担子，

他们也是非常乐意的啊！

小学课本当教材
“读古诗，学方言”，选用什么书来

当教材呢？眼前已经有现成的教材了，

那就是儿童们上学期刚学过的语文课

本中的古诗词。现在小学每年级语文

课本里都选了六七首至十来首古诗词，

平时在校老师用普通话教读，讲解意

义，学生都会用普通话背诵，熟记在脑

子里了。

暑期放假，儿童随爷爷奶奶游公园

时，看到绿树、花朵，听到鸟鸣、歌声，只

要大人一启发，儿童都可脱口诵读。爷

爷奶奶便可对应普通话，用方言读几

次，儿童自然就能学会。同时大人也可

在儿童普通话诵读中纠正自己普通话

读错的字。

不过辅导员的任务也不轻，事先要

“备课”，先翻阅儿童刚学过的语文课本

中的古诗，里面如有几个词语，方言还

读不准的，就要查一下《实用瑞安话》

（庄中宝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瑞安方言读音字典》（张永恺主编，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等书，或跟

几位熟人在微信里打听一下。

瑞安的方言也由于村庄位置不同

而稍有差异，某些小范围的方言读音

尤其值得关注，例如湖岭、南滨、高楼

等地出生的老人更应保留当地读音，

而教孩子们读音则以现在所处的地方

读音为宜。

还要给老人们提个醒：做这件事，

不要急于求成，不贪多求全，不要强

迫，以提高儿童兴趣为手段，始终把

“ 学方言”定位为目的，做学校的助

手。不要过早涉及语言学里的“学术

内容”，只在辅导时利用浅显、具体例子

介绍瑞安方言是专家探索我国唐宋时

期语音的鲜活语言标本。在适当时机

讲一些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方言民谚

作补充，不布置任何作业，坚持让儿童

在玩中学。

关注古诗词的句子节奏
用方言诵读古诗，跟普通话朗诵一

样，都要关注各种句式的节奏美，逐步

提高儿童的审美情趣。

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的古诗词，篇幅

均以短小为主。古诗句式仍以五、七言

为多。五言句式的节奏是“二字加三

字”，后三字又可细分为“二一”与“一

二”两类。如小学第二册语文课本中李

白的《静夜思》，前两句“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是“二

二一”结构，一句三拍，最后拍是一个字

的词。接下去的“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是“二一二”

结构，最后拍是二字的词或词组。

七言句式，中后五字和五言诗句式

节奏相同，如小学第六册语文课本中杜

牧的《清明》，前两句：“清明——时节

——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是“二二一二”结构 ，后五

字和前述的五言“二一二”同类。接下

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

童——遥指——杏花——村”，则是“二

二二一”结构，后五字和前述的五言“二

二一”同类。而诵读时两类句式节奏不

要读成一样，否则容易把“地上霜”和

“何处有”等读成：“地——上霜”和“何

——处有”，有碍内容的表达和理解。

词也一样，词中的五言、七言句，与

诗的句式节奏同理，如小学第六册语文

课本中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

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能不——忆——江

南”。辅导员要诱导儿童逐步加深，不

断积累。

还有古诗词中的入声字，等读得较

多的时候，有意识地抽出来，用普通话

与方言两种读音让儿童慢慢对照品

味。如小学语文课本第二、四、六册中

出现了：竹、月、雪、白等入声字，用方言

读，都有相同的入声声调感。但在普通

话里，竹字读 zhú，成了阳平，月字读

yuè，成了去声，雪字读 xuě，成了上

声，白字读 bái，成了阳平。这是因为

普通话把古代的入声字都分别改为阳

平、上声、去声了，而用方言读还可把它

读回到唐宋时的入声。

总之，要注意浅出、具体、多听、积

累，以滴水穿石的坚持，使儿童入脑，保

持方言中珍贵的特色。

纯正方言传孙辈
古诗为媒情更亲

■宋维远

打卦
打卦，又称“打门头卦”，源自明

末的乡村传统，而后逐渐演变成一种

独特的“江湖技艺”，成为一些人在乡

间谋生的方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

的浪潮，这项技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

打卦的人，有三对“卦杯”，是用水

竹桩或木头做成，形如纺锤，被从中锯

开，每一对“卦杯”钻有一个小孔，用细

绳连结，使之成为一对。“卦杯”正面称

阳面，背面称阴面。再配上一把小型关

公刀，刀头固定在一条长约 1 米的小木

棍上。这个“行头”结构简单，携带方

便。

打卦的场合多种多样，无论是喜庆

的娶亲出嫁、起屋上梁、年长祝寿，还是

小孩满周岁的庆典，打卦者都能为人们

带来欢乐，并收到一份红包。他们还会

走村串户，以此讨要一些大米或番薯丝

等粮食为生。

在打卦的过程中，打卦者会站在屋

檐下，左脚踏在沿阶上，右脚则站在沿

阶下。右手提着挂在关公刀上的三对

“卦杯”，左手则将关公刀拄在沿阶石

上，口中默念着神秘的词句，然后将“卦

杯”抛向住户的门前。根据三对“卦杯”

的俯仰和朝向情况，打卦者会即兴说唱

几句吉祥的话语，为住户带来好运和祝

福。一般如下：

“3 片阴，3 片阳，曹操摆酒请云长，

云长不吃曹操酒，拉起马头转回乡”；

“卦头对卦头，阿嫂养猪大如牛”；

“卦尖对卦尖，大哥起屋连横轩”；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

武。卦打千年福寿地，收起卦坛保太

平”，等等。

有的打卦者还会询问主人家的姓

氏，然后随口送上几句吉祥的话语。办

喜事的给个小红包，平常人家会给点粮

食。红包或粮食给多给少由主人定，打

卦者一般不会计较。

卦打完后，用关公刀的刀头（刀头

带钩）将地上的“卦杯”钩起来，挂在刀

把上，再去下一家。

送元宝
送元宝的最佳时间在农历正月初

一至初十，其他时间也有，但相对较

少。笔者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时常听到

村里人讲：“这也好，那也好，正月初一

送元宝。”

这种小曲艺，一般由 2 人搭档配

合演出。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前面的

人双手端着元宝（不一定是银打制，很

多是铅做的），说一句，后面的人搭腔

紧跟一个“好”字。从门台头念起，一

直念到主人家门头。富裕人家给几分

钱，平常百姓给半块年糕、一把大米或

番薯丝干。如此这般，重复着一家一

家走过去。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农

村消失。

送元宝人常用说辞大致如下:

“好好，正月送元宝；好好，正月送

元宝。

元宝送到东，代代儿孙做相公。好！

元宝送到西，代代儿孙胜神仙。好！

元宝伏一伏，代代儿孙起新屋。好！

元宝弯一弯，金银珠宝堆满间。好！

元宝扭一扭，主家养猪大如牛。好！

元宝笑一笑，代代儿孙中状元。好！”

打长筒
打长筒，或叫“唱道情”，也有叫莲

花落。它的历史悠久，清代《珍珠塔》

中，就有一节方卿唱道情羞姑的内容。

这种小曲艺形式极具适应性，不仅能在

红白喜事庄重场合中展现其魅力，也能

在平凡的家庭聚会上轻吟浅唱，甚至登

上乡村的舞台。当然，登台演出与日常

的随意“走江湖”是不一样的，态度、内

容和时间，都要严格地按主办方要求去

做。

打长筒一般由两个人搭档说唱。

一人左手持长筒握竹板，右手敲打长

筒，率先起唱，另一个人则手握竹板，边

打边接长筒人所唱的最后一个字，并附

加如“哩啦哩呀”等。所唱曲目主要有

《珍珠塔》中的“十不亲”“八仙”“高枝卖

绡”“十喜”等。

如“十不亲”：

长筒人唱：“天地亲，不算亲，天地

也会欺负人。”

竹板人接：“人嗳，哩啦哩啊！”

长筒人唱：“想它下雨天天晴，想它

晴天雨纷纷，六月太阳人晒死，冬天下

雪冻穷人。”

竹板人接：“人呀，哩嘀哑哩啦，催

个呒用花。”

“朋友亲，不算亲，平时喝酒最认

真，哪日困难需要你，一年半载不见

人。”

“兄弟亲，不算亲，同胞手足把家

分，你多我少不平均，背刀相打吓死

人。”

⋯⋯

一唱一接，内容可长可短，随机进

行。长筒人心情好，或主人家有要求，

那就多唱些，相反就简单点。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打长筒表演逐渐

减少，艺人也不见了踪影。

习俗有更迭，增减都正常。乡村

大舞台，正气当弘扬。农村富了，乡

民对文化活动更渴求了，要求也更高

了，欣赏方式和娱乐形式也悄然转变

了，推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紧贴农

村 实 际、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内 容 和 形

式，满足乡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该提上日程了。

“卦头对卦头，阿嫂养猪大如牛”

渐行渐远的乡村小曲艺
■虞秋生

清光绪十一年（1885），在瑞城杨衙里（今公园

路），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中医学大师陈虬，

首倡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新式的中医学堂——利济

医学堂。学堂实行校医一体，附设利济医院。当

年的利济医家荟萃，陈虬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博学

善医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当首推时任医院监院兼

总理的陈葆善。

陈葆善世居瑞城锦湖里，弱冠为县学诸生，因

病不事科举，改学医于陈虬。经 10 年研精覃思，矻

矻以求，终成最负时望的名医。他在医学理论及

临床实践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可谓博大精深，是利

济医院与医学堂中仅次于陈虬的重要人物。他曾

治愈孙诒让的顽疾，医名传于江浙两湖间。同里

的池志澂对他很是钦佩，称“乾嘉以来，我瓯善医

多读书者，蛰庐外，栗庵君为最”。陈虬对自己这

位“大弟子”尤为倚重，从不以师尊自居，而是以友

相待。不仅委以重任，让他总理医院并执掌教席，

而且逢人总是推介称：“吾友陈栗庵院医之良也！”

陈葆善熟谙经典，平时喜博览医籍，穷究经

言。他行医寻求古训而不拘泥，对医学研究也切

合实际，在认病识症过程中，往往都是根据现实症

候病情与治疗效应进行辨证论治。正如他自己所

说的“寝馈既久，妙悟良多，一得之愚，颇足自信”。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医

学经典，分为《灵枢》与《素问》两大部分，《素问》中

因逸脱“秋伤于燥”一节，使得其法不传，而俞佳

言、吴鞠通等人关于六淫燥气的理论，虽有发明而

未详尽，不能为其发扬光大。陈葆善根据自己多

年诊治的实践，遂著《燥气总论》，作进一步理论推

阐，以弥补充实《素问》的空白。

他在书中首明本义：阐述燥邪与火邪、湿邪、

寒邪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燥气者，秋气也，

兼火、湿、寒三气而有之也。大概初秋多火，中秋

多湿，三秋多寒，虽兼有火湿寒三义，而实非正火

正湿正寒可比”。次述病理：指出燥气伤人亦有感

而即发和伏而后发之区别。由于太阴、阳明同为

燥金，同气相求，故“燥之初入，必先于肺胃”。再

详脉候：认为“凡燥气之脉，类多轻涩，盖为太阴经

气被阻，气化不能宣布之故，惟兼火及热化者，肉

搏少阳厥阴，间有弦数浮洪耳”。终出治法：“施以

治燥气之祖方，轻则麻杏石甘汤，重则大青龙汤。”

同时，他又辑《燥气验案》2 卷，共录入验案 22

则，以案验理，反复辩难，使之与总论互相印证，以检

验其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故时人都予以很高的评

价，认为其“治燥气于医学为专科，于医理为绝诣，于

医术为圭臬”，非深明医理、久沉医事者而不能为。

陈葆善不愧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

富，具有新知创见的医学专家。不久，他又著《白

喉条辨》，以雕版面世。这是一部中医治疗白喉的

专论，分为辨病源、辨经络、辨色、辨脉等 15 个论

题，言前人所不详。尤其是他创制的专治白喉的

“三炁降龙丹”相当灵验，远近仿效，多所全活，备

受医家好评。该书首刊于《利济学堂报》，1957 年

以来，人民卫生出版社曾 3 次出版该书，并入载《中

国医学大辞典》。此外，他所著的另一本《本草时

义》，1931 年也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

陈葆善志趣高雅，除善医外，还好诗爱画，喜

金石工昆曲，平素与吴昌硕、罗振玉、孙诒让、黄绍

箕、陈虬、陈黻宸、宋恕、洪炳文等名流交厚，家中

常常高朋满座，弹琴吟咏，其乐融融。他另有一

绝，就是善于莳花种树。当时，利济医校内辟有

“药物园”，种植百草药物。陈葆善对花木情有独

钟，一有空闲就往药物园跑，与那里的专职园丁潘

志雅（阿浩伯）俨然一对“秋翁”。他还著有《月季

花谱》《艺菊琐言》及《湫谬斋吟草》《曲谱》等。

1916 年，陈葆善卒于家中，墓葬集云南麓西岙

山之原，池志澂为其撰墓志铭。其弟子胡鑫承师

之学，曾协助陈虬编纂《利济元经》，后亦为瑞邑名

医，当地凡有重病危症者，纷纷求其诊治。其子陈

准为李笠学生，精目录学，编辑过《瑞安孙氏玉海

楼藏书目录》《殷契书目录》，著有《淮南子札记》

《管子集注》等。

陈葆善：

利济总理
医术高超

■马邦城

岁月犹如一把杀猪刀，它无情地夺走人的青春容颜，更在悄然无声间重塑着乡村的文化脉络与传统习俗。那些曾

给乡村生活带来欢声笑语的小曲艺，如“打卦”“送元宝”“打长筒”等，如今已悄然化作许多人心头难以割舍的乡愁，成为

他们梦中萦绕的温柔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马屿高楼曹村一带，一些稍具说唱禀赋的残障人或年迈体衰者，为了谋生，简短地拜师

学艺后，单独或结伴，背着“行头”（即乐器与道具），有的还携带着简单的行李，穿行于各村落之间，敲打说唱，以此换

取微薄的红包或口粮，这一行当，也被人称作“走江湖”。这种曲艺表演形式，简单易学，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上，可能很乡土，却深受百姓喜爱。它不仅为农村这片广阔的文化舞台增添了一抹亮色，更在无形中解决了部分农

村人群在就业和生活上的困境，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欢笑。 打长筒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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