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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地·校 园 达
人”版现面向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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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词大雅》有感（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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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都有灵韵，这我自幼便知晓。但
现在的我，与它们之间，却似乎总隔着几
步距离，无法靠近，徘徊其间时，又总存着
些亲近，也不知是何缘故。

我自幼生活于江南一带，终年与矮
山、短溪、窄桥为伴，被自成方圆的地形所
束缚，似乎从未见过其他景致。我却是大
大咧咧的性子，再沾染些不羁，就始终无
法与江南温润的水乡合拍，总向往那一望
无际的草原，想去策马奔腾于广阔天地
间。但这只是一种远距离的仰望，在欣然
向往中，总藏着疏离，毕竟草原离我过于
遥远，我也只能尽心尽力去伺候着眼前
的、家中的草木，聊以慰藉。于是，与草木
间这份真情，总归在我心里扎了根。

今年春天，我在清理院落中杂草时，
偶然间发现了一株“遗漏”的车前草。我
正欲将其连根拔除，儿时在山间刨药材
的记忆却猛地浮现上来：一只干枯褶皱
的大手，紧紧牵着一只稚嫩的小手，在
山间行进；一道亟待发现的目光，紧紧
盯着脚下，另一双神色飘忽的眼睛，则
津津有味地打量着四方；一把大号的镐
头，轻轻地触碰一株药材，旁侧另一把
小号的镐头，却在重重胡乱地砍杀着杂
草……很快，便是重重的呵斥声与大声
的抽泣声交织。最后，那只干枯、褶皱的
大手，妥协般无奈地轻轻地抚慰着那张

湿润的、稚嫩的脸庞，刚才还在山林间回
荡的抽泣声便慢慢消失了——那是七八
岁的我跟着祖父去山林里采些平常难以
见寻的草药的场景。

祖父是去工作，我却是去玩闹。但只
要不太过分，祖父便随着我的性子。采草
药一般是在深春，夏秋蚊虫多，他并不舍
得带我前往。四月间，正是采集蒲公英、
苍术、鬼针草、乌头、马针草的好时机，我
与祖父就在不冷不暖的清晨，踏上走惯了
的山路，前往后山。这时从云层抖落的春
光，柔和却又变幻莫测。许是最近进山比
较勤，林中的鸟雀与我们熟识了，都不怕
生，在我们身旁鸣啭着春天的腔调。鸟雀
之类的小家伙，儿时谁会不喜？我便跟着
它们，在林中乱窜，嬉戏、玩闹，不亦乐
乎。祖父的腿，曾受过伤，走路有点跛，自
是追不上玩心大起的我。他只得在后面
呼喊着，不要我离开这一片区域。我左耳
听进，右耳便囫囵倒出，也不知好歹，只随
声附和一句“好”。随着我越跑越远，那声
随性的回答也失去了它的信服力。

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我正忘
乎所以时，一条忽然窜出的蛇，咬了我一
口。那个年岁的我应是不知“怕”字为何，
竟虎得将其一把捏在手里，哭着跑向祖
父。祖父先是一惊，一把夺过，再定眼一
瞧，立马将蛇抛出。祖父木着脸，从药篓

里取了些止血的草药，放在口中嚼烂，敷
在我的伤口处，便匆匆背着我下山。在他
背上的我，一摇一晃中逐渐迷糊，却觉得
十分踏实。后来，我从祖父口中得知，好
在那条蛇是菜花蛇，无毒，祖父使用的草
药，便是车前草，能止血、消毒。由此我便
记住了车前草。我性子跳脱，就算祖母教
我许多规矩，约束、管教，也是无济于事，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我依旧自顾自地
爬山、摸鱼、捉虫……总会留下些伤痕，时
不时便要去麻烦车前草。每次受伤，我都
会扯它几片叶子，学着祖父，咀嚼两口，就
着绿色的汁液，敷在伤上。

短暂的童年就这样欢快地过去。车前
草于我，如今已不仅是物质的滋养，还有
一股精神的羁绊。它们扎根于乡土的泥
水里，在四季的此消彼长里，陪伴着我，抚
慰着我。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经常借
着那带土味与药香的风，触摸上我的脸
庞，在灵魂与脉搏的共颤中，让我日渐模
糊的记忆复苏、返青……

此时我的手已经捏着院中的那株车
前草了，下意识地打算连根拔起，但又松
开了。这株车前草让我想起了那段随着
祖父去世而被记忆淹没的往事，不如留着
它吧。只是好奇，儿时印象里，车前草往
往是拖家带口地出现，如今在我的园中，
为何只此一株？真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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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词，兴于微言，成于大雅，一在
修养，二在境界。叶嘉莹著的《小词
大雅》把我们领进一个雅词的天地，
带我们纵情流连于传神微言之间。

作者主要介绍了两个人对“微
言”的解读。其一是张惠言，他立足

“比兴”，阐释小词中的微言大义；
另一则是王国维，他在众多作品中
洞见一种崇高境界。二者观点虽看
似截然不同，实则都认同好的作品
在于内在的高尚品德。

张惠言在小词中探见了作者修
养。在他看来，表面上满是美女、爱
情的小词，蕴藏着饱含深意的文化
符码，拨开这些符码的幕帘方能看
明词作深处的真情实意。正如自古
以来被普遍使用的“蛾眉”一词，因
其具有美好的特征，我们便能从温
词的“懒起画蛾眉”、李词的“长眉

已能画”中品出才能不被赏识的
忧 伤 …… 在 诸 多 文 化 符 码
中，作者正以托喻抒发情思，

展现个人品格。

相比之下，同样悟出微言深义
的王国维，有其更加宏观的理解方
式。他不拘泥于对细微用词的确切
理解，而是放眼于诗歌和修养的有
机结合，用诗的例证解释词的境
界。于是，在王国维的眼中，不论诗
词说什么，都能让人体会到一种修
养、一种品德的境界。这种境界，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的成才之志；是“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之
意；也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的彻悟之喜……

由此看来，能使人产生共鸣、能
经久不衰为世人所传诵的作品，不
一定有佳词精句的点染或华丽辞藻
运用，更多的在于作品内在品德之
高尚。而这品德，正是张惠言口中
的“修养”、王国维口中的“境界”。

反观当下生活，不少网文为了
博取阅读量而频繁使用过于华丽的
词语，最终落得词藻堆砌、不知所
云。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作

者不当的写作动机而显得过于强
烈，又或者是对于事件的理解不够
深刻、思想趋于空洞等原因造成，但
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内在修养与品
行的缺乏。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今诸多大
作家，就会发现，许多著作或以平
实质朴的语言揭示深刻主旨，或
将人生哲思融入优美而凝练的语
句。正是有着深度思维和崇高道
德修养的人，在高拔的境界中为
我们徐徐展开文学的绚丽画卷，
才使我们窥见鲁迅笔下的冷和心
中的热，领略余秋雨书中的遗迹风
光和历史沧桑，感受马尔克斯文字
里的民族兴衰和遗忘之痛……

好的表达不在于掌握和运用过
多华丽的辞藻，而在于作者个人崇
高的修养与境界。回归自身，我们
只有持续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才
有机会使精妙言语从笔尖流出，使
微言浸润宏德，传达大雅。

□沈定坤 湘南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汉师三班

小词虽小，大雅存焉，一曲终
了，意韵犹存。

当年的词，配合着流行乐曲，在
民间传唱；又伴着歌女的管弦，在筵
席缭绕。渐渐地，词的创作范围扩
大，从市井小民到士大夫，从《花间
集》到《词选序》。创作的人多了，作
者中就不只有沉醉歌舞的享乐者，
更有心怀理想抱负的士人。有人
借为歌填词，写自己对政治的感
慨、人生的理解和哲学的思考，没
有直白的表述，让词更需几分推敲
思索。探索到语言密码之后，挖掘
出微言之中的深意，读词的乐趣便
有了：在小而短的句子里，寻找深
且厚的雅致。

古往今来的词佳作极多。不同
品格的词就如同一片片水域，文风
雄壮的，便如海湾惊涛拍岸；文风婉
约的，就如竹林细流轻涌。读词之
人若只是粗略一看，注意到的可能
只是水面景物，看到风吹浮萍、水鸟

捕鱼，或是词的措辞文藻。倘若能
潜入水中，细品文字背后的深意才
能看到词作真正的深度和境界。这
也是读词的妙处之一。

有的词人没有足够的境界，眼
光只局限于歌舞欢愉中，就算精心
于辞藻雕琢，也不过是在水洼上建
园林，园林再精美也改变不了池的
大小，提升不了词的品格。与之相
反，有的词人本就有深厚的修养，就
算没有咬文嚼字，却自有大深意、大
境界，如同静水深流，水面平静无
波，水下却是暗流涌动、龙吟震荡。
当张泌还在“晚逐香车入凤城”，停
留在艳语间时，李煜已在“林花谢了
春江，太匆匆”中担荷人类罪恶；当
欧阳炯仍在“酒阑重得叙欢娱”中沉
醉世俗的乐趣时，欧阳修已在“莫为
伤春歌黛蹙”中把握当下的美好。

读不同的词就像看不同的泉湖
海河，而不同的人同读一首词，看见
的也不一定是同一番景象。有人在

意湖面花开正盛，有人却发现湖底
更有奇景。读到“晓来风，夜来雨，
晚来烟”，我正因精妙的排比而赞
叹，近代学者谭献却在敬佩其忍受风
雨的精神；读到“懒起画蛾眉，弄妆梳
洗迟”，我以为女子生活得惬意闲适，
清代词人张惠言却说作者引了《离
骚》的士感不遇；读到“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为结局的反
转而惊艳，近代学者王国维却读到了
成就大学问所需的执着……或者，当
观者俯身望向词作的水面，所看到的
不只是水的深度，也看到自己的身
影，而能在水中看见星辰大海的人，
内心必定也怀着星辰大海。

读完《小词大雅》，再看诗词，思维
已跳脱出参考书上的参考答案。由微
言窥探词人的修养与境界，由语码纵观
文明的沉淀，仿佛跨过一道门，飞溯百
年的时光，看见词人，也看见自己。

读小词，品大雅，就是奔赴一场
跨越古今的对话。

□潘子婧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一（2）班曲终意犹存

微言宏德，小词大雅 □徐畅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一（2）班

简牍为木或竹制，出土后极易
被氧化。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气
候 潮 湿 ，出 土 简 牍 多 为“ 饱 水
简”——即含水量极高，有些甚至
能达到 500%以上，就像煮熟的面
条一样，用手难以直接触碰，无论
是清理还是修复都十分困难。而
饱水简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竹木胎
体中木质素便会开始自然降解、氧
化，迅速变成黑褐色，可能导致简
面字迹难以识别。因此，简牍的修
护，最大的难度应该就是尽早脱水
加固与信息的及时提取。

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方
北松团队多年来通过大量比对实
验，筛选出性能优良的脱色试剂，
并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运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连二亚硫酸钠脱
色法”，后又琢磨出“乙醇十六醇填
充脱水法”，开创国内外该项技术
的先河，这些年来他们已修复了全
国80%以上的饱水简，为修护简牍
作出重要贡献。

方北松认为，用填充脱水的方
法保存这种脆弱的文物是有效的。
目前，他们研发的这两种脱色、脱水
方法仍是饱水简修复的主要方法。

与此同时，利用物理技术提取

和保存简牍上的信息也在“争分夺
秒”地进行中。相对于传统的彩色
摄影，如今常用的红外线扫描、多
光谱成像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对文
物本体更少损伤，对墨迹信息的采
集和成像质量也较高，对一些正常
摄影无法清晰显现或肉眼观察不
到的信息的采集也能起到不可代
替的作用，因此目前在国内简牍项
目中的应用已取得较好效果。

不过，提到目前的研究困境，
专家指出，面对不断出土、亟须修
护的大量简牍，缺的还是专业人
才。方北松说，目前湖北荆州文物
保护中心仍有 3万多枚简牍在“排
队”等待修复，但团队技工人员仅
有十余名，至少尚需五年时间才能
完成修复工作。他建议：“简牍保
护修复非常小众，大量培养相关人
才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建议给
国内专业简牍修复机构常备一批
熟练的修复技工人员。”甘肃简牍
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常燕娜
也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大相关人才
培养，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
学、文物保护、化学等领域的人才，
同时优化博物馆保护研究条件，在
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

金秋 图/新华社

近日，“简牍”成
了热搜词，不仅湖北
孝感市云梦博物馆
里的“云梦睡虎地秦
简”成为众人关注焦
点，湖南里耶秦简博
物馆里的“隶书乘法
口诀秦简”、江苏连
云港市博物馆的“西
汉尹湾汉墓简牍”、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
“武威《仪礼》简”等
也都一一被网友搜
索亮相。

简牍是中华民
族在纸张发明前最
重要的书写载体，是
我国文物宝库中辉
煌灿烂的宝藏。然
而，因为修复过程的
复杂、专业技术人员
的缺乏……对大量出
土简牍的保存及修
复情况并不容乐观。

好在，高科技考
古技术不断发展，用
填充脱水的方法修
护，通过红外扫描、
运用计算机绘图及
测量技术、高分辨率
的数字影像信息采
集等新方法“重启”，
简牍上留存的远古
信息，正在让中华文
明数千载前的辉煌
得以重现。

据统计，自 20 世纪初以来，
我国迄今共出土 30 万余枚简
牍。它们始于春秋战国或更早，
盛于秦汉，衰于魏晋，记载着中
华文明早期历史文化的繁荣与
变迁，也为后世提供了珍贵资
料，填补了纸张文献记载的诸多
空白。

这种用竹、木劈成狭长的小
条制作的“简”、剖为较宽的片状
制作的“牍”或削成多面体的制
作的“觚”，因为材料易得、制作
简单，还可编连成册，因此成为
早期最为常用的书写载体。目
前，这种简牍在我国湖南、湖北、
甘肃、山东、浙江、云南等地都有
大量出土，可谓遍及华夏大地。
简牍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也不止于
出土地，而是可推知其年代的整
体政治环境、王朝管理、经济发
展、人文风俗等，重新解读这些
简牍，犹如翻开了一本历史“百
科全书”。

比如湖北云梦出土的“云梦
睡虎地秦简”便是目前为止公布
全文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
秦简，对研究秦统一六国的战争
史、官吏制度、农业生产、工商业
发展、文化面貌以及社会生活等
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
一篇《秦律十八种》是我国迄今
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
文献，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法制文明。

云梦出土的“黑夫木牍”，距
今两千余年的历史，则是我国目
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家书”。
两件木牍，虽仅527字，却记述了
秦楚战争时黑夫与惊兄弟二人在
从军到淮阳一带后的种种情况。
既有对秦一统六国这一残酷征伐
战争的真实描述，也传达出当时
的商鞅变法对军队的改革，即采

用“军功制”带给普通士兵极大
的作战积极性，而两兄弟几乎每
封信的开头都是在深深挂念其母
亲，诸如“二月辛巳，黑夫、惊敢
再拜问中，母毋恙也？黑夫、惊
毋恙也……”等，均可见孝道是中
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美德。

湖南是简牍出土大省，这里
出土的简牍几乎占了全国总数的
三分之二。长沙马王堆汉简是西
汉初期汉字从篆书向隶书演进的
代表作品。其中的赋税简，记载
着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合同”券
书形式，将当地吏民租佃田地种
植，需向官府缴纳米、钱、布等缴
纳内容均记录下来，还写成两
份，木简顶端中部写一“同”字
（或其变形形态），从中间剖开之
后，由官府和缴纳赋税的农民分
别保存，以查看“同”是否吻合为
核验标准，这也是今天“合同”一
词的来历。

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里耶
秦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
秦朝政府档案，它改写和填补了
《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
的大片空白。比如据《史记·秦
本纪》载，秦统一六国以后，初分
天下为三十六郡。随着里耶秦简
的出土，“洞庭郡”这个历史地理
新名词首次出现，便证实了历史
上还有一个之前未被发现记载的

“秦洞庭郡”。
收藏于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

的“隶书乘法口诀秦简”，则用秦
代隶书记录着完整的乘法口诀，
其内容与我们今天常用的乘法口
诀并无太大出入，证明中国2000
多年前就开始使用“九九乘法口
诀”，比西方要早600多年。“二半
而一，一二而二，二二而四……”
其中的“二半而一”还说明当时
已有分数的概念。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
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
划》等涉及简牍修护利用的政策文
件，围绕古籍工作发展目标，聚焦
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推进古籍保
护、整理、出版和利用工作。数字
化和普及传播已成为古籍资源转
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全国还建起数
家简牍博物馆，比如甘肃简牍博物
馆、长沙简牍博物馆等，希望通过
数字化手段让简牍等文物资源得
到更好的活化利用。

长沙简牍博物馆是国家一级
博物馆，馆藏简牍十万余枚，是我
国首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
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专
题博物馆。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
正在建设“中国简牍信息数据库”
项目。主要工作是利用信息化技
术和数字化手段，将简牍等文物转
化为数字图像，并建立三维模型，
实现对文物的精确复制和数字化
保存。

2023年10月1日，甘肃简牍博
物馆也正式启动了“简牍时代”线
上数字展，提供了许多高分辨率的
文物图片，配上详细且通俗易懂的
文字解释及语音解说，更有助于观
众直观深入地理解每件展品。

在江苏连云港市博物馆，如今
也能看到该馆馆藏一级文物“西汉
尹湾汉墓简牍”的数字化展品。工
作人员通过激光扫描采集细节信
息，建立三维立体模型，三维建模
误差小于 1毫米，最大限度还原文
物细节。他们介绍说，为了建模，他
们根据不同情况，每件文物都要拍
摄400-600张全景深高清图片，然
后一一贴附到三维模型上，直到所
有工序完成，文物才能以上下、左右
720°数字化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今年，西北师范大学的简牍学
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正式上线。
项目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强介绍，本
项目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虚拟
现实、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在文
物保护中的新动能，积极开展人工
智能赋能简牍活化利用的研究工
作。该平台按照六库一平台的架
构设计，不仅开发了简牍实物库、
释文库、字形库、著录库、文献库和
专家库，还提供简牍学术资源多源
数据收录和智能检索。通过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希望探索出一条
信息技术赋能简牍学发展、人工智
能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研究
方向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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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曾光）

记录着完
整乘法口诀的
里 耶 秦 简
（湖南省里耶
秦 简 博 物 馆
藏 资料图片）

秦·湖南湘西龙山里耶木简（湖
南省里耶秦简博物馆藏 资料图片）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 图/新华社

看2000年前的“乘法口诀表”、史上最早的交易
“合同”、秦楚战士的“家书”……

高科技正让沉睡的简牍

“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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