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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品评

文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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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就是对生活的回应。”10
月 28日下午，一场关于诗的活动给
漳州古城带来了雅意。“游古城，写
小诗”活动由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漳州市作协主办，来自漳州、台湾的
作家、诗人一起探讨文学创作，带领
闽南师大文学院学生游古城，写小
诗，以文学之光，映闽台深情。

“微小即巨大”。在古城茶之序
生活馆，台湾著名诗人白灵老师先为
与会师生带来一场《长尾现象看小诗
微诗》的专题讲座。讲座上，白灵老
师从长尾现象引入，谈何为小诗、微
诗，又该如何来创作小诗、微诗。

“诗宛如闪电或萤火虫即足以
惊人骇人。”“诗句虽短，却足以悬挂
一生。”白灵老师引用诗刊、诗人的
话来佐证小诗微诗的力量，提倡“用
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思”。白灵
老师表示，诗的奥妙不在于诗歌的
长短，小诗更像是以微小之物观其
中之巨大，启发的是人们的奇思妙

想。因而对于从不写诗的人来说，
从小诗微诗入手，是一个极好的选
择。

“对于许多人来说，诗歌好像是
一种遥远的梦境，写诗是文人的事，
听完白灵老师的课后，觉得以后未
尝不能从小诗写起。”文学院庄海心
听完讲座后充满信心。

夕阳西下，深秋的古城酿出橘
红色的岚气，诗意渐浓。带着“人人
都可以写诗”的激励，在漳台作家、
诗人的带领下，文学院的学生“沉浸
式”感受古城魅力，撷取散落在古城
各个角落的诗意。

诗歌和古城相遇，如何擦出火
花？跟着漳台作家、诗人穿过牌坊、
经过文庙，在泮池边，台湾著名诗
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荣誉教授
萧萧老师说，这个角度看泮池是弓
形的，我们要用眼去记录，带着观察
去发现诗。于是，文学院 2022级师
本 2 班的吴小瑕写下《游古城》：三
四座生着皱纹的牌坊/一两道刻着
希望的庙宇红墙/坐在弓形的泮池
边/闲谈哪位学子的笔墨文章/牵着
我，打扰五六条忙乱小巷的/是七八
缕柔媚的茶香。

三世宰贰坊古拙中透秀气，严

谨里露诙谐。在香港路石牌坊下，
漳州作家介绍牌坊的故事。“白灵老
师认为诗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思考
的方法，行为的呼唤。”游玩后，文学
院 2021 级汉师 5 班的赖婉丽有感
而发，写出了一首小诗：一丝温热在
蔓延/抬眼，是手在触摸着时光/低
头，声响在手中传开/原来是，牌坊
在吟唱/眨眼，是行人/在篆刻着喧
哗。

游览车上，漳州作家介绍了漳
州古城的特色：“唐宋古城、明清街
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侨台同
辉”……文学院 2023 汉师 3 班的张
秀茹随即写下了小诗《打烊》：扉页
漫过香茗/老街凝视双眸/相机紧握
我手/可这尘封的闲适却偏说爱我/
且敬人间二两酒/一杯古城，一杯你
我/那醉酒的路灯/便不必早朝。

“小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它以简洁、精炼、深邃的特点诠释着
生活的点滴、情感的细腻、智慧的结

晶、历史的风貌和永恒的经典。”文
学院2023级汉师3班张仪跟随漳台
作家、诗人游古城，收获颇多。

正如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黄金明曾说的，“从诗出发，推开了
人文世界一扇又一扇的大门”。诗
与闽南文化、诗与茶、诗与书画、诗
与琴、诗与戏剧、诗与艺文教育，皆
是文学院认真探索的育人方式。

“此番漳台作家、诗人相聚，以
诗会友，以文结缘，切磋诗艺，分享
诗歌美好。漳台诗人、作家‘牵手’，
与师生‘游古城，写小诗’，用走出去
的诗歌旅行，诉说着闽台一家亲。”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台籍教师陈瑞
松主持时动情说道。

据介绍，“游古城，写小诗”是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漳州市作协
举办的“走进诗意漳州：闽台诗人、
作家创意写作工作坊”主题系列活
动之一。该活动为期一周，内容包
括“箱庭与小诗创作”“游古城，写
小诗”“游云洞岩，写游记”“阅读与
创意写作研讨会”“传统典籍阅读
与书写工作坊”等，以不同形式呈
现海峡两岸诗歌相互融合的艺术
魅力，推进两岸文化教育的交流和
发展。

台湾诗人萧萧（左一）、白灵（右一）与漳州作家带领闽南师大
文学院学生游古城

两岸作家、诗人同游古城：

以文学之光 映闽台深情
▱陈晓云 文 孔柯阳艳 图

明戴时宗明戴时宗《《朽庵存稿朽庵存稿》》

戴时宗（1484—1558），字
宗道，号梁冈，明漳州府长泰县
彰信里侍郎坂社（今长泰区陈
巷 镇 古 农 村）人 ，正 德 九 年
（1514 年）进士，历官刑部、吏
部、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左右佥
都御史、河道总督等职，文韬武
略智勇双全。身为谏官，忠直
敢言，执法公正，世皆楷模。为
理学名家，与明理学家同安人
林希元、“鹤峰先生”龙溪人蔡
烈等人交往密切。致知力行，
归乡后建家庙、编族谱、办社
学、立乡约，为长泰戴氏成就

“漳州科举第一家”强基固本。
明正德十五年、清雍正二年两
度获赠“忠谏”。著有《朽庵存
稿》《大理驳稿》《三镇事略》等。

戴时宗著《朽庵存稿》，又
称《梁冈文集》，共四卷109篇，
如《条陈黄河事宜疏》是其治理黄河
的建议，《告谕夷情疏》反映其军事才
能，《秋灾疏》《旱蝗疏》反映关心百姓
疾苦加意存恤之情怀，还有戴时宗与
同朝官员、同乡后学交往的记录等，
有助后人了解当时社会形态及风俗
民情。时任福建按察司佥事梁佐为
之作序，盛赞戴时宗之丰功伟业及锦
绣文章。

明戴庭槐明戴庭槐《《孔门源流考孔门源流考》》
《《革节革节巵巵言言》《》《制锦堂集制锦堂集》》

戴庭槐(1546—1602），字元植，号
东樵，与戴时宗同宗同村。少时博览
群书，学使姜宝称其《海潮喘息论》

“足当《山海经》”。入太学，与姑苏词
人张幼于齐名。万历三年（1575 年）
任浙江淳安知县，修纪念宋代状元、
理学名家方逢辰的石峡书院，建纪念
海瑞的海公祠，在海瑞基础上重修淳
安县城墙。著有《孔门源流考》《革节
巵言》《制锦堂集》《易学举隅》《薜荔
亭稿》等传世之作。

戴庭槐研习儒家经典，博采经
籍，旁撷子史，游历两都，专程前往孔
孟诞生地寻访圣贤故迹，精心搜集整
理大量珍贵孔门史料，对先秦儒学流
派师承关系把握准确。所著《孔门源
流考》十卷四十四目，围绕世系、姓
谱、世德、年谱、门人等十个方面，披
流溯源，集纳考辨，纲目明晰，阐述精
当，颇见功力。如第一卷“世系考”，
系统梳理孔、颜、曾、孟四个家族2200
多年间世代相承的家庭谱系。第四
卷“年谱考”，记叙孔子一生主要事迹
等。成书后，备受后世学者关注，对
于后人了解把握孔子学说以及整个
儒学发展脉络、传播轨迹，拓宽儒学
研究领域，探讨、弘扬地域文化有着
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

《革节巵言》为天文历算类书，主
要论述历法沿革、易经卦算、日月行
景、二十四节气等，积极助益农事生
产。明嘉靖进士、四川布政司参政、
淳安人徐楚认为，该书围绕“革节二
卦”，推往古来今无穷之变，顺天地革
节而成四时之化，强调革故鼎新，称
其文“约而尽”“博而该”，有益资政。

“巵言”二者乃作者自谦，具有一定求
真理念。

《制锦堂集》为戴庭槐诗作合集，
刊于淳安任上。明嘉靖进士、陕西按
察司副使、淳安人徐廷绶称赞“以制
锦之才，发华国之章”。明代奇士、长
洲人张幼于赞赏“驰一介之使，发只
尺之书”“独步江左”“驰骋海内”，并
自谦“何敢望元植”。《制锦堂集》共四
卷 192首，《两都赋》《茙葵赋》等或叙
行旅或抒别情，内容丰赡，辞藻华丽，
有汉唐之风。《将进酒》《关山月》等或
咏史怀古或叙事抒情。《剑客》《前出

塞》《后出塞》等展现报国热忱，文采
斐然。《怀乡吟》《谒铨得淳安令》等或
抒发性灵或怀乡惜别，诗风婉约，情
感细腻。《吕梁行》《凤凰台放歌》等描
绘边塞风情，《刀斗叹》《赠戚总戎》等
揭露倭寇残暴，表达战胜信心。该书
对于研究淳安风土人情以及明朝赋、
乐府、五七言诗特色与衍变有重要参
考价值。

明林秉汉明林秉汉《《尚友堂集尚友堂集》》

林秉汉（1564—1614），字伯昭，
号聚五，明漳州府长泰县善化里林墩
人（今长泰区林溪村人）。少时作《灭
秦商君论》见赏于福建提学副使王世
懋，拔冠诸生。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历任浙江
道监察御史、巡按广东监察御史、贵
州按察司检校等职，不徇私情，秉公
执法。如巡按广东时，会同两广总
督、长泰人戴燿等上疏朝廷弹劾广
州税使李凤采珠贻害百姓。遭贬归
乡后，热心家乡公益，捐置义冢，修
觉清亭，筑浩然亭，读书以终。天启
四年（1624 年），明熹宗朱由校褒誉
其“天地完人阅一时而仅见，山川正
气历百世以长存”。清雍正五年
（1727年），诏封“忠谏”，入祀县忠孝
祠及乡贤祠。著有《若鴂草》《长山
集》《尚友堂文集》等。

《尚友堂集》由《尚友堂文集》《若
鴂草》《忠谏遗稿》等三种编汇而成。
序一为赐进士出身、福建分巡巡海汀
漳龙道按察使司副使单德谟所作，借
用《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赞颂
其品行才学。序二为长泰知县张懋
建所作，高度评价其对家乡贡献。《尚
友堂文集》，由单德谟选辑，体现明代
时政、海防、风俗等。《诗集》由张懋建
选辑，为其抒情言志、唱和之作。《若
鴂草》，又称《若决草》《历试草》，由张
懋建选辑。《忠谏遗稿》含明、清两朝
褒奖敕书等。该书对于研究林秉汉
生平事迹、文学成就及明赋税制度、
宗藩制度乃至漳州历史均具有重要
意义。《四库全书》有存目。

清叶先登清叶先登《《纪游诗纪游诗》》
《《木天草木天草》》

叶先登（1605—1695），字岸伯，
号昊庵，清漳州府长泰县恭顺里郭山
社（今长泰区古农农场）人。明末举
人，清初进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陕
西布政使司参议、陕西按察使司副使
等职，因考核军功忤逆抚军被贬为青
州通判。任职期间，缉盗除奸，民赖
以安，人称青天。康熙五年（1666
年），致仕归乡。康熙十七年（1678
年），郑经部攻入长泰县城，叶先登协
助县令贠养纯防守县城。城破，被俘
往鹭岛厦门，经年始脱，备受摧折而

不屈。与戴玑首倡并捐
百金重修北京漳州会馆
等。叶先登亦为著名史
家、藏书家。任青州通判
时，主修《颜神镇志》，是
中国最早镇志之一。晚
年参与编纂《长泰县志》，
叶墨阁即为当时有名的
藏书楼。身为理学家及
诗人，与蔡世远、蔡新等
人收入清光绪《漳州府
志·九翰林合传》。著有

《纪游诗》《木天草》《敝帚
集》《岛上诗》等。

《纪游诗》有七序。
首序为平台功臣、福建总
督姚启圣作，称许叶先登
乃“漳东名儒”，诗歌“以忠孝相勗
勉”，不愧为一朝“国士”。奉政大夫、
福建巡海道蒋龙光，工部主事、进士
叶矫然以及郭四维、蔡嗣襄、张琠镇
等官员或学者分别作序，认为叶先登
为官勤廉，待人真诚，作诗惟真，有

“诗三百”之余风。该书共有诗 433
首，反映其起伏跌宕的一生。自序称

“览古以兴怀，托物以寓意。”“公车
集”“燕台稿”“西征吟”“东征漫兴”等
反映青壮年时登科及第、足迹遍及大
江南北的宦途壮游经历，履职见闻、
馆阁应制、同僚酬答及塞外风光、山
川河流等，不事雕琢，志趣高洁。康
熙四年辞官告归，“南归杂咏”和“倦
飞草”记录沿途所遇，咏史怀古，托物
言志。还归故里十年间，赋闲乡野，
寄情花草。晚年组织民众抵抗郑经
被羁厦门，写下“岛上累欷”，反映面
对战乱的思考及病痛的达观，情挚意
真。“生还酬赠”，与姚启圣、施琅等人
唱和。另有记录天柱及武安八景等，
感情真挚，广为传颂。《纪游诗》对于
研究长泰乡土文化、明末清初社会生
活、明郑集团东南沿海军事活动及清
初统一台湾等历史均具有参考价值。

《木天草》，为叶先登在翰林院任
职间应诏属文之汇编。全书20篇，包
括三皇五帝考、孔甲豢龙说、太宗文
皇帝实录表、二十一史论断等，其中
六篇是为皇帝起草的诏书。该书出
版后备受世人珍视，多次重刻。吏部
右侍郎、山东淄川人高珩为之作序。
高珩曾为蒲松龄《聊斋志异》作序，对

《聊斋志异》的流传起到重要作用，他
对叶先登及其《木天草》同样给予高
度评价。序中指出叶先登“奉职以
勤，事上以敬”，称赞“其学博、其识
醇、其文丽”“不愧读书二字”。每篇
文后附有精辟点评及点评人简介。
如《历代备荒良法考》搜集整理历代
备荒良策，明末进士、清初国子监祭
酒薛行坞肯定其“留心世务”“可颁为
法”。《平定湖南收复云贵策》《粤西平

露布》等反映其军事才能。该书对于
研究叶先登施政理念、民本思想，以
及清初诏书形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清杨魁植清杨魁植《《九经图九经图》》提要提要

杨魁植，字辉斗，号乾斋，清康乾
年间漳州府长泰县人。壮年曾到福州
鳌峰书院学习，与漳州芝山书院山长
童能灵齐名。其时福建巡抚赵国麟对
杨魁植学行尤为器重，欲以“孝友端
方”向朝廷举荐。惜因父亲生病放弃
仕途，后壮年早逝。杨魁植家学渊深，
笃学嗜古，勤于著述，著有《九经图》七
卷、《根黄集》十卷、《易经解义》十卷、

《乾斋文集》三十卷等，在理学方面颇
有成就。其“家中缥缃万卷，而古刻图
谱尤多，其所藏六经图则信州真本
也”，现留存于世的《九经图》即以此拓
本进行整理。其子杨文源（字泽汪）成
人后，因承父业，请教名士，集族众之
力重新校对，终于付梓刊行。

《九经图》序五篇，为漳州儒学教
授罗鹤龄、长泰儒学教谕陈梦得等人
所作，认为杨魁植好学深思、留意稽
古，《九经图》“穷源溯委，森然有条，
纲举目张”，博采众经，以集大成。《九
经图》共七卷，以图解经，囊括天文地
理、图书历数、帝王世次、宗室礼法
等。如卷一《易经图》，有古河图、古
洛书、河图、洛书、八卦周易等图。卷
二《尚书图》，有帝王世次、三公六卿
等，绘制山川河流及乐器礼器等图。
第五卷《仪礼图》，绘制礼仪规制等。
第七卷《春秋图》，合左氏、公羊、谷梁
三传，图文并述，“易象诗书三礼三
传，有总图有分图，条理分明，秩然不
紊，而无重复附会之失”，具有系统
性、形象性和概括性，图文并茂，以简
驭繁，使经义繁杂晦涩处得以一目了
然，成为人们把握儒家内涵的通道，
对于当时参加科考的学子大有裨益，
对后人全面直观了解和把握儒学经
典、拓宽经典学说研究领域，有着重
要文献价值。

存史启智 汲古润今
——品读《长泰历代文献辑刊》

▱叶小秋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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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启智，汲古润今。长泰区委、区人民政府高
度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将出版《长泰历代文献辑刊》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区委史志研究室全面搜集整
理古籍文献，从县志、府志等书找到长泰50多位先贤
140多种文献典籍存目，尤其是从境内外多个藏书机
构找到幸存于世的8种古籍数字图书，这些文献或见
解独到而成一家之言，或集众说而自成体系，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长泰文化高度，为今人深入了

解、研究探寻长泰历史文化乃至漳州闽南文化提供珍
贵文献资料。《长泰历代文献辑刊》采用原大灰度影印
方式，对残损页面尽量予以补足，对朽蚀文字采用旁
注形式予以说明。每种文献的提要是对作者生平和
文献的主要内容、研究价值、卷数、版本、钤印等的简
要介绍。为便于后续查阅，检索整理研究，各书附有

《长泰历代文献存目》。该辑刊已然化身千百，嘉惠学
林，惠泽后世，亦显古邑文明之光。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
2023 年以来，《漳州传》先
后亮相伦敦、哈萨克、印度
尼西亚、法兰克福四大国际
书展，此前曾先后在纽约、
上海、香港、北京、深圳等国
际书展展出，对宣传漳州起
到良好作用。

《漳州传》是一部丝路
视角的城市传记，讲述了漳
州这座城市在百年沧桑中

的变化转型与社会发展、漳
州人民在时代浪潮中的不
懈努力，以中文、英文、俄文
等多语种出版，它以漳州特
质的闽南文化底蕴、文学与
历史融通、充满时代精神的
风格入选中国国外文局重
大出版项目“丝路百城传”
丛书，曾获评福建省第九届
百花文艺奖三等奖、福建省
2022年优秀地方外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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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由闽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汤漳平、王朝华两位教授译
著的《老子》三全本（中华书局2014年出
版），2021 年入选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

《大中华文库》，现已被译成13种国外语
言并正式出版。

《大中华文库》是国家从1999年起开
始启动的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一项重大
工程，从开始至今为止，已先后进行了三
个批次。《文库》的主编杨牧之先生在《总
序》中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其光辉曾经照耀世界。把我
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化经典系统、准确地翻
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
代中国人的愿望。体现的也是中华文化
的软实力。因此，从1999年起，国家实施
了这项重大工程。第一期工程，选择了一
百多种古代典籍翻译成英文。2009年起
实施第二期工程，将25种典籍翻译成联合
国通用的另外四种官方语言（法语、俄语、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外加德语、日语和
韩语一共七种语言，也已完成。2019年实
施的是第三期工程，即给“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送去中华经典的语译作品。本期共
选定29个语种，84种典籍。

汤漳平、王朝华两位教授译著的《老
子》三全本，2014年才出版，自然赶不上《大

中华文库》的前两期工程。但是，该书出版
之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仅九年时间，已出版发行了36万册。本次
入选第三期的“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据《大中华文库》已出版的著作中所
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老子》译文现已完
成13种文字的翻译，包括欧洲和亚洲国
家。如葡萄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越
南语、马来西亚语、缅甸语、老挝语等。

《老子》（三全本）入选《大中华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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