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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言西语》
作者: 郑子宁

读书朋友圈

《读书廊》版面

征稿启事

《东言西语》是一部打破个人思维

模式，追寻民族形成历史，探求家国

意识的智识之书。作者郑子宁以现代

汉语方言为经，观汉语方言与民族文

化传承的现实全景，发散式地阐明了

凝聚于其中的文化意识；以历时的古

代汉语嬗变为纬，览中国语言与传统

的历史面貌，系统性地揭示了隐于其

下的文化记忆。由此，郑子宁以一种

深入浅出的方式，化门槛与难度极高

的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为近 50个精

彩绝伦的故事，把汉语普通话、拼音、

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

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

融会贯通，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

逻辑，为我们在语言中展示了博大精

深的中国文化，从而让人更加充分地

感受到汉语言的文化之美。

语言是个很神

奇的东西，我们每

天都要说话，都要

和语言打交道，但

是我们却很少会去

思考语言，研究语

言，事实上语言背

后的故事很是有

趣，值得人们探求，

著名语言学家郑子

宁所著的《东言西

语》便是这样一本

有关语言的书。

《东言西语》全

书共分为五大块，

分别为普通话与

拼音、方言与古汉

语、语言与文化、

姓名与称谓以及

异域与新知，篇目

看起来非常的学

术，但这本书其实

并不是一本枯燥

的学术专著，而是

一本有趣的书。汉

语言是中华民族

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在书中，作者通

过历史故事或社会现象来引出一些关

于汉语言的小问题，再加以探讨，使知

识的呈现方式变得十分的有趣，让读者

得以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增长知识，同

时增加对汉语言的热爱和认同感。读完

此书，我在感慨汉语言十分有趣的同

时，更感受到了语言中的文化之美。

书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念得出来，

却写不出来的字》这一章给我的印象

最为深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

况也时能见到。就以“biangbiang 面”

为例：“biangbiang 面”是一种陕西特

色面食，叫法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然

而这个叫法却是由人们一代一代地口

口相传的，属于一种文化的传承，虽然

它的发音并不符合文字读法，但丝毫

不影响人们在生活中的使用，实在令

人称奇。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多

出现于各地的方言，而这些方言正是

地域文化的体现，因而各有特色，读来

使人获益匪浅。

读此书，让我对汉语言的兴趣渐

浓，也对此书的书名产生了遐思——

书名虽叫作《东言西语》，其实又大可

称为“南腔北调”，因为我们的语言就

是这样神奇，有时候，不同的说法所表

达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其实在读《东言西语》的时候，我

还有另外的一些感受。因为很久都没

有读过这种知识型的书籍了，当下的

一些热销书籍，或多或少地都会带有

“快餐”的性质，让人虽读得开心，却不

能沉下心去。但读《东言西语》时，你会

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个个故事带入汉语

言的浓厚文化氛围中，越读越让人不

能自拔，越读便越对祖国的文化更是

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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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父亲

在家庭中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

父 爱 也 是 男 人 在 生 活 中 不 可 缺

少的一面。翻 阅 词 章 典 籍 ，我 在

故 纸 堆 里 徜 徉 时 惊 奇 地 发 现 ，

在 几 千 年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歌 颂

母 爱 的 诗 词 文 章 比 比 皆 是 ，而

歌 颂 父 爱 的 诗 词 文 章 却 少 之 又

少 ，这 大 约 和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对 父 母 之 爱 的 表 达 有 关 —— 母

爱 饱 满 ，父 爱 内 敛 。其 实 ，不 管

母爱还是父爱，也不管是何种表

达 方 式 ，那 些 爱 都 是 一 样 的 真

挚、一样的感人。

我国歌颂父爱的诗篇，最早

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诗经》，

在这部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里，

有 一 个 写 到 父 母 之 爱 的 章 节 就

是《诗 经·小 雅·蓼 莪》，其 中 有

两 句 更 是 写 得 感 人 至 深 ：“ 哀 哀

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

母何恃”。作者满怀深情地说：父

母 生 我 养 我 ，无 比 辛 苦 ，没 有 父

母我将依靠谁？哪里又是我避风

的港湾？《诗经》不仅在语言上有

琳 琅 之 声 ，有 音 乐 之 美 ，在 内 容

与 感 情 上 ，更 是 自 由 奔 放 ，虚 饰

甚少。

汉 代 刘 安 在《淮 南 子·缪 称

训》中说：“慈父之爱子，非为报

也”，说得真好，每一位父亲爱护

自 己 的 孩 子 ，教 育 自 己 的 孩 子 ，

并不求回报和感恩。宋代大诗人

陆游写过《五更读书示子》《冬夜

读 书 示 子 聿》，良 苦 用 心 与 殷 切

之情跃然纸上，诗人除了是诗人

之 外 ，也 是 一 个 父 亲 ，言 传 身 教

远远胜于说教。唐代大诗人杜甫

写过《又示宗武》，诗题中的“又”

字用得好，看来已经唠叨好几遍

了 ，但 看 到 儿 子 宗 武 学 习 写 诗

时 ，还 是 不 忘 再 叮 嘱 几 遍 。唐 代

诗人李商隐写过《骄儿诗》，诗人

虽然才情过人却并不得志，诗中

用自己做反面教材，告诉儿子不

要 学 自 己 ，长 大 了 要 有 所 建 树 ，

做国家之栋梁。

再读《红楼梦》时，我又惊喜

地发现，贾政这个人物虽然定位

并不算正面，其实细细读来，不难

发现其实他也是一个充满温情的

父亲，内心世界里满满都是父爱。

贾政把家族未来的命运全部寄托

在宝玉的身上，所以对宝玉爱之

深，恨之切，也因此有恨铁不成钢

的期望和急躁，书中以生活场景

为背景和依托，还原了真实的情

感，贾政对宝玉的爱，也是中国最

传统的父爱表达方式之一。

在故纸堆里兜兜转转，不难

发现，父爱深沉，厚重，有力。年

年 岁 岁 花 相 似 ，岁 岁 年 年 人 不

同 。不 管 岁 月 如 何 变 迁 ，一 个 父

亲给予自己孩子的爱是不会改变

的 ，父 爱 和 母 爱 同 样 伟 大 ，这 也

是人类得以代代延续下去的情感

根源。

阅读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

养分，一定的阅读积累，是人们受益

一生的精神底色。培养学生形成广泛

的阅读兴趣，并不断扩大阅读面、增

加阅读量，是每一个学校都应当重视

的教育方向。

阅读是积累知识和涵养文化的

必由之路。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小

学生，耳聪目明，接受能力与记忆能

力都比较强，正是阅读的黄金时期。

今年初的一场疫情，极大地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包括学习、阅读习惯，

我们减少了出门频率，却意外地收

获了宅在家中安静读书的乐趣，线

上学习与线上阅读也逐渐成为常

态。阅读需要安静的环境，更需要安

静的内心，宅家独处的状态最适合

阅读，当褪去浮躁，我们可以深入一

本书的细微之处，探究精神世界的

神奇与奥秘。

阅读可以陶冶情操，更具经世济

用功能。有一位老师在复学后的第一

堂课对学生这样讲道：“……此次疫

情发生后，国家并未广泛发动志愿者

驰援武汉。因为应对疫情需要非常专

业的医学技能，只有专业的医务工作

者可以冲在第一线，普通人去了，反

而让疫情更加严重。”这位老师接着

循循善诱：就算你无法成为钟南山那

样的国士英才，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

读书，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切不

可因虚度光阴、碌碌无为而被迫谋

生；努力读书，方能不负此生。这位老

师结合现实事例把阅读的价值阐述

得深入浅出，给许多学子带来了深刻

的启迪。

科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在

天赋上相差无几，然而走上社会后

的表现各有不同，主要是因为每个

人的后天努力程度千差万别，而阅

读则是让一个人脱胎换骨的重要路

径。潜心阅读可以增长见识、砥砺心

志、拓展视野，让人生从此少一些盲

目、多一点自觉；少一些萎靡、多一

点阳光；少一些狭隘、多一点宽阔，

最终使自身境界得到提升，让日子

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读书与不读书对人生的影响有

着天壤之别，浅阅读与深阅读的效

果也是泾渭分明。现在，假如还有人

抱持“读书无用论”，不是盲目自负，

就是深度无知。盖一栋房子，提前要

有图纸规划，而阅读是在心灵世界

中构建一栋精神大厦，同样也需要

进行规划设计。如今，可供阅读者涉

猎的书籍林林总总，各种资讯更是

令人眼花缭乱，所以，阅读要达到

“读有所获”，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引

起重视。首先，要确定阅读重点，不

可贪大求全。阅读者要根据自身的

学习、生活实际，结合个人阅读兴

趣，明确专业阅读与兴趣阅读类型、

领域以及重点书目，然后循序渐进

地依次阅读。要先弄明白自己到底

需要什么，再心无旁骛地阅读，收效

不言而喻。其次，要认真聆听心声，

不可跟风赶时髦。阅读者之间的读

书交流必不可少，然而每个人都要

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认真思考自

己到底喜欢什么，在功课或专业之

外，找到最适合自己性情的读物潜

心阅读。切不可“以他人的嘴巴为嘴

巴”，更不能“以他人的脑子为脑

子”，不能因为别人或者多数人都在

看哪一本书，自己就也要去看哪一

本书。再次，读书宜潜心阅读，不可

浅尝辄止。阅读就是要静下心来，以

忘我境界领会书籍的精髓思想，与

作者进行“心灵对话”，让书籍中的

营养分子与内心世界互动交融。假

如依此三方面持之以恒，天长日久，

每读一本书，思想原野上的芳草绿

意便会浓郁一分，心灵世界中的长

空碧色必将拓展一步。

如今，支持读书无用论的声音

逐渐增多，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

因为我们是以旁观者的目光去读

书，而不是以主人公的姿态去读

书。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把知识吞

入胃里，却没有培养出消化它的

能力。

在《这样读书就够了》一书中，作

者提出了“读书难”的三大问题。

首先，就是没时间，没精力。这也

是当代人逐渐与书籍疏远的主要原

因。当下的生活、学习节奏中，能用来

提升自我的时间在不断缩水，对人们

而言，读书渐渐也变成了一种负载，

于是人们不得不将它舍弃，从而有喘

息的余地。

其次，是看不懂，记不住。我们很

多人都对一句话印象深刻，“请阅读

并背诵全文”，这会让我们产生思维

惯性，就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学习。事

实上，对于读书而言，重要的不是看

懂与记住，而是在其中筛选出与自己

的兴趣相契合的部分，通过反思与咀

嚼，内化成自己的能力，用来创造并

实现价值。不要只把大脑当成一台复

印机，它应该成为一个发电站，拥有

转换能力的功能。

最后，则是看不下去。在这里，

作者提出了一个较新颖的观点：我

们不必为读不完一本书而愧疚。任

何一本书都包含着有用的与无用的

知识，读书只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就

行了，毕竟读得多与用得多之间并

没有划上等号。对于致用类的书，重

要的不是读，而是用，这才是读书的

目的与意义。

作者写道，“人们的很多麻烦都

是因为学习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学

习能力，不是快速读书、记忆知识、应

对考试的能力，而是改变行为、解决

问题、升级能力的能力。”

为此，作者提出了“拆书”的方

法，简言之，就是拆解书中的某个

片段，帮助人们学以致用。“拆书”

时可以借助便签作为道具。首先，

挑选一本致用类的书籍，然后快速

阅读，只在目光捕捉到与自己的需

要相适宜的知识点时，再放慢速度

精读。在第一枚便签上复述重要知

识点，在第二枚便签上回忆自己的

相关经验，并阐述自己的理解，在

第三枚便签上写下对自己如何将

知识点内化并运用的规划。最后，

将整本书中所有贴过的标签集中

起来，提醒自己日后的行为。这种

方法可以有效地将书本上的知识

唤醒，注入属于我们的气息，并最

终将它们内化成自身能量。

其实，作为精神的食粮，读书的

过程和吃饭很像。我们不需要遍览

每一粒稻米的形状与颜色，也不需

要掌握所有品种的粮食的学名与特

性，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吃下去的

“饭”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也只有

吃下去的“饭”才能让我们饱腹、成

长，而拆书法就像是一种高效的消

化方法，这对于胃中“胃酸”不够、读

书方法不甚得力的读者而言，不失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自童年时我就喜欢读书，起初，

我是从连环画步入书之世界的。那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资匮乏，拥有

一本心仪的书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

奢侈的梦想。平时，我会把买早点的

钱省下一点儿，时不时地去街边的

书摊坐一坐，看几本连环画。少年懵

懂，崇尚勇武。三国的武将关羽、赵

云，隋唐的英雄尉迟恭、秦琼都是我

崇拜的对象。读初中后，我用省下的

零花钱定期去报刊亭买一本《少年

文艺》，然后闻着书的墨香沉醉于文

字编织的世界——那是一个和自己

生活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充满好奇心的我总想通过文字去了

解，去探寻。

初中同学中，有一个我最要好

的伙伴叫作阿昌，他的父亲杨伯伯

是一个爱书之人。放学后，我非常喜

欢去阿昌家做作业，因为杨伯伯有

很多藏书，他家里的书架上被书籍

塞得满满当当，《红楼梦》等四大名

著自不必说，还有《七剑下天山》《射

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以及《小说月

报》《小说选刊》《散文》等期刊，更有

一些大部头的藏书装在一个大木箱

里，那些应该是他的最爱。在这些书

面前，我就像干涸的土地遇到了甘

霖，每次做完作业后就如饥似渴地阅

读。看不完的书，我就向杨伯伯借阅，

带回家去看。

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后，我写作

文时自然就有了素材，我的几篇作

文还被语文老师在课堂作为范文诵

读，更有几次我还在学校的作文比

赛中获了奖，拿了奖状，奖品大多是

笔记本、钢笔之类。虽然这些奖品不

算丰厚，但对我来说却是极大的鼓

励，我读书的兴趣因此更浓了，平时

就用这些笔记本、钢笔在读书过程

中摘抄句子、写日记，从而积累了更

多的知识和素材。

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系里

和学校都有图书馆，办理一张借阅

卡就可以入馆阅览群书。当面对浩

瀚的书海时，我意识到，自己曾经的

所读不过是沧海一粟。中文系有一

门课是世界文学，要求我们大量阅

读国外的文学作品，也就在那个时

候，我读了《红与黑》《飘》《荆棘鸟》

《百年孤独》等世界名著，这些世界

名著不断地开阔着我的视野。后来，

虽也看过一些由名著为脚本拍摄的

电影，但观影后我觉得，电影有点局

限了原著的想象力，还是阅读书籍

更能让人展开想象。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读

《哈利波特》，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我便也跟着阅读。读后我感慨，难怪

孩子喜欢读，作者非凡的想象力着实

让人慨叹。

读书是学习的重要途径，而年

轻人读书，因精力充沛所以有事半

功倍之效。如今我已人到中年，但对

年少时读过的书还历历在目，难以

忘怀。青春做伴好读书，趁着青春年

少，年轻朋友们尽情地徜徉在书的

海洋里吧！

本报《读书廊》版面开设有《每期

推荐》《书香为伴》《读书朋友圈》等栏

目，如果您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有精彩

的心得，或者在读书方面有自己独到

的方法和见解，请发文章至本报邮箱

（jswmtl@163 .com）。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在

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并请

在邮件主题中注明“读书廊”收，期待

您的来稿。

阅读也需要规划设计
涂启智

做一个拆书人
——读《这样读书就够了》

仇士鹏

青春做伴好读书
张向军

故
纸
堆
中
父
爱
如
斯

王
晓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