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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流淌
着文化基因，凝结着情感认同，记录着时
代风貌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
标志，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力量。不久前，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
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语贯古今 字载中
华——教育部、国家语委重大语言文化
工程建设成果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
言文字工作，一批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取
得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古
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华经
典诵读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
程等出版一批重要著作，中华精品字库、
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化建设
迅速推进……这些宝贵成果，为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筑牢根基。

语言里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探源

中华文明、阐释“何以中国”，从历史深
处延续而来的语言是珍贵符码。正如
有学者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
化史”。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 3000 多
年。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
种传承中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让
人们得以从汉字原初构型中破解文明
起源的奥秘。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
文“宅兹中国”，留下“中国”最早的文
字记载。沉淀在中华典籍里的人文思
想，蕴含着跨越时空的魅力，成为代代
相传的集体记忆。得益于重大语言文
化工程建设，中国话、方块字的文化名
片更为亮丽，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资
源更为丰厚。

语言里有生生不息的乡愁。“少小离
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诗句曾
扣动无数游子的心弦。方言是地方文化
的坐标，沉淀生活记忆，凝结深厚情感。
作为一项国家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一期已完成全国所有省份 1700 多
个调查点的调查保护，覆盖国内 120 余
种语言和方言。只要登录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就可以随时随
地聆听“来自家乡的声音”。一个个词
条，内容涉及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
饮食、农工百艺、婚育丧葬、节日活动、说
唱表演等，如同一枚枚生动的文化切片，
为地方特色文化留下珍贵的记录。被小
心翼翼保存下来的语言文化，留住了文
化乡愁。

语言里有蓬勃生长的文化自信。保
存和研究语言文化现象，也是为了更好
地传承和应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加速演进、自然语言处理成为热门应用
领域的背景下，语言文化工程的成果开
发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古文
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数字技术
赋能古文字传播应用，让冷门绝学走近
大众；精选历代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开

发成“中华精品字库”，实现书法艺术和
信息技术、汉字应用的高度融合；中国语
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开发甲骨文互动展
区，让观众能够深入了解甲骨文的文化
内涵、艺术价值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创新
应用。创新是语言的活力所在。当记录
在甲骨、金石、简牍、绢帛、纸页上的古文
字化身数字比特，插上大数据的翅膀，我
们的语言文化必将在数字时代焕发更为
独特的魅力。

语言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流淌
着文化基因，凝结着情感认同，记录着时
代风貌。身处全球化时代，彰显文化自
信、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记录
着厚重历史和多样文化的语言是资源宝
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沿着文明的脉
络，从古文字里探究文明源头的奥秘，从
各地方言里感知文化的多样，从数字化
创新中触摸时代的脉动，让中国语言文
化的长河生生不息。

让语言的长河生生不息
智春丽

《大咖拉布拉多和它的朋友们》是诗
人、散文家高洪波的儿童诗集新作。本
书收录了61首童诗，抒写了诗人对动植
物的喜爱，对自然的歌颂，对美好的向
往。高洪波童诗题材开阔，注重情节性、
趣味性和语言的质朴明朗，然而，其趣味
中总是透露着睿智，快乐中总是包含着
思辨，他以一颗未泯的“童心”和“童眼”，
体会儿童的快乐与哀愁。

1971年，尚为一名士兵的高洪波写
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诗篇《士兵之歌》，至
此，踏上了诗歌创作的路途。高洪波的
儿童诗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出
版《鹅鹅鹅》《我喜欢你，狐狸》《大象法
官》《吃石头的鳄鱼》《大咖拉布拉多和它
的朋友们》等20多部诗集。作为一位对
自己的创作有着清晰认知、研究和追求
的作家，高洪波曾在《高洪波儿童文学
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书的代序

《“小儿科”宣言》中，谈及自己的童诗观：
“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除了把爱与美、
真诚与善良向他们输导之外，我个人的
体会是：把欢乐还给儿童。”

是的，儿童本就无功利心，他们追求
纯粹的精神愉悦和自由感。儿童是诗
人，更是哲学家，他们诗意栖居于大地人
间，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宇宙。先有“儿
童的发现”，儿童诗才成为一种自觉创作
的艺术，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真
正的童诗就是为儿童而做的，必须满足
儿童的审美需求。高洪波诗歌艺术的最
大特点就是，他尊重儿童的自由生命价
值，凸显诗歌艺术的趣味性和感性审美，
也有深蕴于诗歌语音层和语义层之下的

哲思潜流，让他的诗歌作品构建了饱满
的意味层。

童心充沛，是高洪波诗歌受到小朋
友喜爱的先决条件，也是其诗歌艺术体
现的先决条件。周作人的儿童观和儿童
文学观念是我国儿童文学领域最初的理
论建设，其“儿童本位”的思想，注重儿童
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特征，和其所拥有
的独特思维特质、精神特质。周作人认
为儿童文学应该无功利性，追求纯粹的
精神愉悦感和自由生命价值。周作人的
观点虽然极具建设性，但却否定了儿童
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显然，高洪波诗
歌的理论前提是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
再发展，即既强调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
自由感，同时也通过愉悦的文学形式，建
立、传递道德观和简单的哲学观。

由此，高洪波首先偏好的是森林童
话、动物题材的寓言诗，以浅显有趣的动
物故事来向小读者展示诗人所领悟到的
人生哲理，比如，《避役（变色龙）》《孔雀》

《犀牛》等；高洪波还创造性地对传统寓
言故事、童话故事或民间传说进行改造，
别有情趣、引人深思的作品成为高洪波
诗歌独特的景象之一，比如，《我喜欢你，
狐狸》《大灰狼，别怕》《乌鸦复仇记》等。

高洪波童诗的第二个主要题材，是
活泼的儿童生活。

儿童的认知中，主客体是浑然一体
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也是相交织的，原因
和结果也是一体的，这让他们的想象挣
脱了成人世界所谓客观规律和逻辑性的
限制，更加趣味十足，意味盎然。比如，
高洪波《红气球》一诗，“我”担心从我床

头飞走的红气球，夜晚会着凉，会冻得发
抖；《隐身人》中，躲进棉被的孩子，会想
象自己钻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山洞，躲进
一座黑乎乎的森林。

高洪波也为孩子们的生存状态而思
索，并针砭时弊。比如，《我是一名小学
生》，书写了孩子渴望被理解的心情，“我
是一名小学生，/我实在太爱动……妈妈
说我患了多动症”；《鹅鹅鹅》中，展现了父
母拙劣的家庭教育对孩子天性造成的伤
害，“妈妈总爱捉住我，逼我背一首古怪的
儿歌”，“可我却背得结结巴巴，气得妈妈
说我‘笨脑壳’。/我只好背得滚瓜烂熟，
妈妈显得特别快活。/从此，每当家里来
了客人，我都要牵出这只倒霉的‘鹅’”。

高洪波童诗的第三个重要的题材，
是对大自然的书写。其诗歌作品体现出
了具象感、流畅度、逻辑性，化抽象为具
体，化理性为感性等特点。“大自然”抽象
的概念，被转化成具体可感、触手可及的
事物与生活。事物也是具备形态感的，
原原本本呈现出丰满鲜活的生活情态。

比如《吃春》：“一把又一把/油绿的
香椿/吸引住行人的目光——/‘吃春咧，
吃春’，/春的滋味，喷香！”比如一首很美
的小诗《四季风》：“夏天的风很轻/它踏
在荷叶上/连露珠都没碰落//秋天的风
很重/它站在高粱上/把田野都压红了//
冬天的风很硬/它刚踩上小河/小河就结
了冰//春天的风很软/刚一碰到柳枝/柳
絮就满天飞了”。

童诗惟妙惟肖地重现生活情境，贴
合了儿童的感知与具象思维，当儿童
以感受的姿态去体味时，获得的远比

概括的抽象叙说更多。显然，诗人对
儿童思维与阅读心理的了解，其童诗
作品中趣味的具象，赢得了儿童读者
的喜爱与亲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尤其如
此。语言的简洁流畅是优秀的儿童诗的
个性，儿童诗的语言特色，又会因为诗人
本身的审美趣味和创作特质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比如，著名的儿童诗诗人金
波，极其追求美感，这让他的童诗语言简
洁而优雅；诗人任溶溶，则更为追求诗歌
的游戏性和实验性，其童诗语言充满着
自由轻松的说话风；高洪波的语言则受
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较深，平易质朴、明
朗自然、朗朗上口，口语化的诗歌语言形
式简短、活泼，儿童读来愉悦欢乐。

由此，我们还要说到独属于高洪波
的诗心。平易质朴的语言特色，浑然天
成的童心童性，丰沛的情感倾注，“真诚”
两字，就是高洪波的诗心——即使是涉
及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也会将“趣味”编
织进去——这是对童年的关怀与体恤。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旧妈妈》这首
诗。童诗以第一视角展开叙事，年幼的
孩子不懂何为离异，以为妈妈和他捉迷
藏躲了起来。尽管爸爸每次醉酒后向他
发誓，要给他找一个新妈妈，孩子虽然爱
新衣服，但只要旧妈妈。父母离异，从而
对孩子纯真的世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精
神伤害。如此沉重的题材，在高洪波的
笔下，却不仅仅是让读者感受到悲凉的
底色，读者还会为孩子的童稚而微笑，为
亲情而动容。这正是源于诗人高超的

“趣味化”的诗歌艺术。

童心与诗心
——谈高洪波的诗歌艺术

陈香

西藏有着数千名因为各种
原因成为孤儿的孩子，他们各有
各的不幸，是党和政府建立的福
利院，给了他们温暖的“家”。负
责管理教育这些孩子的工作人
员大都是女性，她们不分年龄与
阅历，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

藏妈妈”。这些可敬的“西藏妈
妈”将自己与孤儿们紧紧拴在一
起，使孩子们重新获得了幸福的

“母爱”。
作家徐剑几年来行走高原

数千公里，深入西藏七个地市的
儿童福利院，先后采访百余位爱
心妈妈，创作出《西藏妈妈》一
书。作品内容翔实、动情感人，
通过非虚构叙事的文学实证，以
独特的人文视角，立体呈现西藏

“孤有所养，少有所依”的动人画
卷，让世界真切地看到西藏感人
动人的文明风景。可敬的“西藏
妈妈”们以淳朴的精神品质，引
领社会风尚向善向美，她们怀有
相同的感人至深的母爱，在书中
平静地讲述与孤儿们的相处趣
事，就像讲起自己的儿女。正
是这样的真情叙说，达成了作
品强烈的非虚构审美感染力，
从而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反
映出西藏社会事业所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

高原母亲书写人间大爱

解码“最中国”的抒情方式
《中国戏七讲》的 7 个章节分别

是“作为‘非遗’的中国戏”“在过去
那个年代，‘活在戏中’的人”“戏，何
以‘中国’”“中国戏的质态：从可欣
赏的技艺看”“中国戏：表达及传承
了什么”“从‘社会’角度看与‘戏’相
关的‘人’”“放在大历史中去看”。
作者注重从社会学角度，结合自己
看戏、唱戏、演戏以及与京剧名家和
票友接触的经历，还原中国戏产生
的文化土壤，对其主题表达、美学特
质、历史沿革、互动形态等做抽丝剥
茧式的解读，尤其注重中国戏与中
国人的密切关系。

前些日子，翻出一本《战地红
缨》，封面上高高的红缨枪下，集合
着一排生龙活虎的“儿童团”。此书
出版距今已五十年了，我这本是前
年逛旧书摊时发现的，感觉品相不
错，便立即花了十块钱买下。这是
我儿时的读物，为什么还要买，想来
也可笑。记得 1973 年上小学三年
级，那时课外读物很少，此书一出版
就得到了小伙伴们的喜爱，成了抢
手货。由于当时纸张紧俏，发行量
小，班里只有两名同学抢到了，我去
时，供销社书架早已空空如也。后
来虽然也借着看了，可排号就等了
半个多月，拿到手忙三火四地读，读
完马上就得还给人家，来不及细翻
细品，因为下一个还在跺脚等着
呢！所以我就总想有一本自己的
书，没想到心愿终于在五十年后实
现了！

1989年秋，锦州“辽沈战役纪念
馆”竣工收尾，我们部队奉命参加义
务劳动。参观时，来到一位少年烈
士的纪念厅。他叫张德新，辽宁黑
山人，听完解说员的讲解我非常惊
讶：这不是《战地红缨》主人公“儿童
团长”张德欣的原型吗！想不到真
有其人啊！小说中的张德欣并没有
牺牲，最后参加了解放军，作者给了
小读者们一个美好的结局。而现实
中的张德新为掩护村干部，于 1948
年10月21日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
英勇就义，那年他只有十六岁。我
含着眼泪在他的塑像前深深地三鞠
躬，并把他的事迹全部抄到了笔记
本上……对他的崇敬也是我五十年
后再买此书的一个原因。

说实话，上了年纪买旧书，大都
不是为了学点什么，更多的是钩沉
一些往事，或缅怀一段情谊。常有
这样的事，翻出一本旧书，一页不
翻，只是对着傻想。

何其芳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
《论红楼梦》是我2014年夏天在早市
买回来的。其时，我已有八卷本的

《何其芳全集》，本不该出手，但见王
伟瀛大哥的藏书章在上，睹物思人
不愿放下，更不忍大哥的所爱流落
街头，便花了 12 元钱把它请上了我
的书架。难得的是，有一张“读契柯
夫手记”的卡片夹在其中。卡片上
是大哥的笔迹：“常接辉光，时聆教
益，殊慰平生高山仰止之情！”足见

他对这位伟大小说家的崇敬之情！
伟瀛大哥还留给我一本书，黑

格尔的《美学》。大概是 2002 年，当
时我正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势如壁立千仞，读了三遍不知所云，
苦恼之极，被迫放弃。他知道后对
我说，在东北师大读书时，有位老教
授告诉他，读黑格尔的著作从《美
学》入门会更容易些，一般不要从

《小逻辑》和《精神现象学》起步。随
后便把他收藏多年、用牛皮纸包着
的朱译三卷本《美学》赠送给了我，
我感动万分。大哥说：“你爱读书是
咱俩的缘分，一个办公室能遇到书
友太难得了！以后你想读什么就找
我，只要我有！”这辈子，书是他的
命，平时从不轻易外借，更何况是送
人了。谁知天不假年，一晃儿伟瀛
大哥走十二年了，这本书我仍在读。

如今怀旧成了时尚：战友聚会、
同学聚会、老“知青”聚会……而且
还形成了怀旧产业：“怀旧商店”“怀
旧餐馆”“怀旧影院”……可不知什
么缘故还没见过“怀旧书店”。到一
定年龄为什么爱怀旧呢？直到读了
海德格尔才明白，人的“时间性存
在”过去就没了。对人来说，过去的
时间是不会消失的，是永远都在场
参与你人生筹划、想扔却也扔不掉
的。比如动物长大脱离了父母之后
就没联系了；人可不是，你的父母会
和你终生相伴，去世了，他们的音容
笑貌仍在眼前。

这样想怀旧就不奇怪了，而且
该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伟人列宁说
得好：忘记了过去等于背叛！用我
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

那么是怀旧塑造了我，还是真
实的我被怀旧所揭示，抑或二者兼
有之？转念一想，还是抛开这学究
式的纠结吧，对于喜欢怀旧的你我，
重新走进过去的时光，这是人类永
恒的文化乡愁，是一种家的归属感，
也是上天对人的恩赐。倘若你还有
情致怀旧，最好别犹豫，不管是用书
还是用什么，就尽情的去“怀”吧！

旧书与往事
接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