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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锐篆刻欣赏

闽 南 话 眼 睛 叫 作
“目睭”，闽南俗语“目睭
花花，匏子看作菜瓜”，
意为眼睛出现朦胧看不
清楚，错将匏瓜看成是
菜瓜，形容人们因粗心
大意看错东西所产生的
错觉。

诸葛亮被人们当作
“智慧的化身”，他曾两
次利用自然界气候的变
化和敌军对神明的恐惧
开展军事活动，让曹魏
的兵马“目睭花花，匏子
看作菜瓜”。一次是“草
船借箭”。赤壁大战前
夕，曹操和孙刘联军的
战船分别停泊在长江南
北两岸。周瑜和诸葛亮
代表孙权和刘备双方商
议联合抗曹，但周瑜忌
惮诸葛亮才能想陷害
他，要他在三天内造十
万支箭并立下军令状。
诸葛亮因知道三天之内
长江必有大雾便欣然答
应。他令军士在战船两
侧绑上许多草人，趁大
雾天把战船开至曹军岸
边擂响战鼓，曹军因大
雾天不敢轻易出战，便
接连向敌船上的将士（草人）
射箭。诸葛亮终于运用他的智
慧造成敌军的错觉,如期完成
了周瑜交付的任务。另一次是

“妆神退敌”。有一次诸葛亮与
曹军交战，在敌我兵力悬殊的
情况下，诸葛亮利用敌军对神
明的恐惧和山地“阴风习习，

冷 雾 漫 漫 ”的 变
化，令三个将士扮
成自己的模样，周
围兵士皆扮成鬼
神，同自己一起分
成四组在敌军周
围神出鬼没。曹军
在迷茫中见这边
出现一个诸葛亮，
那边又出现一个
诸葛亮，误以为是
上天的神明在为
诸葛亮助战，吓得
赶紧退兵。

由“ 目 睭 花
花 ，匏 子 看 作 菜
瓜”这句俗语，又
想起一个“走马观
花”的故事，说的
是某男因瘸腿，某
女因凹鼻一直找不
到对象。媒人在撮
合时安排男人在相
亲那天穿靴走马，
女人则拿一束鲜花
在家门口掩鼻观
闻。一个走马，一个
观花，相亲后双方
都十分满意，到进
入洞房时才发现对
方的短处。

诸葛亮是利用智慧给敌
方造成错觉，那个无良的媒人
是利用歪门邪道造成相亲双
方的错觉。而人们日常所产生
的错觉，大都是由于自己粗心
大意没有细心观察引起。细心
观察，是防止“目睭花花，匏子
看作菜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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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对每一位
朋友都能做到关怀备
至，而这些朋友反过来
对巴金也十分关怀，有
一些细微之处的关怀，
令人十分感动。

王鲁彦是巴金的好
朋友，《那些朋友，那些
书——忆巴金》一书的
作者李树德曾在书中记
载过这样一件事：“巴金
平时忙于工作和写作，
记不住自己的生日，也
不过生日。但 1941 年 11 月 25 日，
由于王鲁彦时常提起，巴金才记得
那天是自己三十七岁的生日。清
晨，他从枕头底下发现王鲁彦的
女儿丽莎悄悄送来的捷克制毛织
围巾，巴金深为感动。中午，王鲁
彦夫人覃英掌厨，炒了几个菜，朋
友们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生日
面，为当时生活在阴霾天气中的
朋友们，暂时增添了些许的欢
乐。”

吴克刚也是巴金的朋友，1949
年以后，吴克刚去了台湾，巴金留
在了大陆，两人四十来年没通过音
讯。开放的时代到了，两人取得了
联系。李树德在书中记述道：“1989
年 2月 9日，巴金因腰部和脊椎疼
痛住进华东医院。4月27日，他在医
院迎接了从台湾跨海而来的挚友
吴克刚。离上一次见面，转瞬之间

四十二年过去了。分手四十余年后
来看望老朋友，吴克刚没有带什么
鲜花、糖果、滋养品之类的世俗礼
物，他带来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外
文书，是关于他们都很关心的社会
科学问题的书；另一本是薄薄的小
册子，讲治疗帕金森症的医学书
（巴金患有帕金森症）。这个小册子
吴克刚自己一定非常认真地读过，
上面画满了‘红杠杠’，那是他认为
重要的部分，或者患者应该注意的
内容。一本小册子，见证了老朋友
的真正的关心，真诚的友情。”

这些细微之处，像一颗颗璀璨
的星星，照亮了巴金先生的人生旅
程，也温暖了我们的心灵。它们让
我们看到，真正的友情并不在于华
丽的礼物和喧嚣的庆祝，而在于那
份默默的关心、深深的理解和持久
的陪伴。

细微之处的关怀
⊙唐宝民 文 弘艺 供图

王鲁彦

白首方悔读书迟

杨表，字介章，更字汝中，号见湖，今龙文
区下店尾人，生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
二月，卒于明嘉靖辛丑年（1541年）五月。

杨表自幼敏而好学，智虑超俗，明正德九
年（1514年）甲戌科进士。钦定四库全书《明一
统志・卷七十八》载：“杨表，龙溪人，正德甲戌
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升郎中，督税两广，劳业
大著，擢知长沙府……升广西参政，致仕以廉
介终其身。”其事迹还载入《龙溪县志》《漳州府
志》及《杨氏族谱》等志书。

杨表嘉靖初年任湖南长沙知府，清·迈柱
《湖广通志》载：“杨表，龙溪人，嘉靖中守长
沙，操守廉介，才识明敏。”嘉靖元年（1522年），
善化县西有条小河，当地人过往通行极为不
便，当时分封在长沙府的长沙王朱见浚便大兴
土木建造了一座双拱桥，长沙府知府杨表则依
着这座双拱桥一侧的山体新建关王祠，以求关
公世代镇守这座溁湾桥，庇佑来往行人出入平
安。清《图书集成·职方典》载：“溁湾桥善化县西
过江五里，下通小河。嘉靖元年吉简王石巩。知
府杨表倚山建关王祠，镇焉。”

为正风纪，嘉靖五年（1526年）学道许宗
鲁、知府杨表在岳麓书院御书楼左侧辟建一
座三间单檐硬山式的“六君子堂”，专祀对书
院创建和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朱洞、李允则、
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六位先儒。此外还筑
堤建桥，造福一方百姓。

清嘉庆《雷州府志・卷九・职官・知府》
记载：“杨表龙溪人，进士升两浙盐运使。”钦
定四库全书《广东通志・卷十四》（清・郝玉
麟）载：“杨表福建龙溪人，嘉靖五年知雷州府
事。”卷十四又载：“（临高县城）正德间，知县
周让梁高相继砌以石增高二丈三尺，窝铺八。
通判杨表增建东西门月城，东曰东安，西曰西
阜，及建东西二关。”《广东通志初稿》也记载
雷州府出面为海康庄氏建了一座节妇亭的牌
坊，“在城中正坊，知府杨表为海康吴金童妻
张（应为“庄”字之误）氏立”。

广东雷州半岛多风雷肆虐侵袭，百姓惨
遭其害。杨表任雷州府设风云雷雨山川坛祭
祀，在北门外东岳庙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嘉庆《雷州府志・卷八・坛庙》记载：“风
云雷雨山川坛，旧在西南陂，距城二里。嘉靖
七年（1528 年），知府杨表建于城外西隅。”

《明一统志・卷七十八》载：“（杨表）清慎自
持，改知雷州，兴学校，表节义，浚水利，作文
以祭城隍，猛象为之出境，郡人异之。”

按照《明史》记载：“沿海之地，自广东乐
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
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
百里踰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
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可
见倭寇活动的面积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以今
天的地域划分来看，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
苏、山东、天津、辽宁等地，这就为明代在东南
沿海地区的军事布防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为
加强对海防事务的统筹,明廷先后设置总督
备倭都司、备倭把总、温处守备三武职。浙江

温处同福宁接壤，倭所出没。《温处海防图略》
载：“温处为两浙海疆门户，明季倭寇出没，号
曰要冲。”《温区海图》注示：“镇下关，极冲，乃
福浙海垟交界，贼船往来南北必经于此，今派
听哨官一员，部领兵船哨□□南与福建烽火
闵□。”鉴于其要冲重地，朝廷调广东雷州知
府杨表出任温处守备使。

嘉靖十二年（1533年）三月“辛未命温处
守备使杨表掌福建行都司事”。

福建行都司设于建宁府（今建瓯市），辖
五卫一所，分布于闽西山区，地处“闽浙要
冲”，有“坑冶之利”，其职权在于“严保障”，以
维护明廷在福建西部山区的统治，稳定地方
为要务：

“矧建宁为郡，地居上游，北连浙江，西接
江右，地大物众。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特设
行都司于建以严保障。今上皇帝又特敕宪臣
分司于建，以专弹压，则此郡为要冲重地，固
非它郡可比。”

“建宁当阀浙之冲，有坑冶之利，故国初
既立行都司，至是守臣欲为之防，乃请封治设
重镇焉。”

治理福建闽西山区治安有功的杨表，升
任浙江都转盐运使。到任之后，深入盐场，察
访煮盐的灶民。遇有灾荒，他用心赈济灾民，
允许灶民缓交赋税，宽免过重的徭役。为兴修
水利，杨表带头削去应该享受的常例待遇。

《明一统志・卷七十八》载：“升浙江盐运使，
削去常例。浙人谓三十年来清官，杨表一人而
已。”清康熙《漳州府志・卷二十五・人物》：

“浙人称之曰：三十年来，鹾司廉官唯杨公一
人而已。”

嘉靖十四年（1535年）六月“丙申升浙江
盐运使杨表为广西右参政”。现珍藏于东山
县图书馆的《杨氏族谱》中有《见湖府君行实》
一文，载其在广西任右参政时，“其政教之善，
播于群黎。”由于父亲去世，按例需辞职返家
守孝三年，当地百姓感其恩泽，归行时“有留
靴而朝夕拜祝者，有塑像而岁时庙祀者，有缙
绅士庶而泣下郊送者。”

杨表一生清廉无私，高风亮节，办事公
正，受到朝廷的重用，也深受百姓的拥戴。令
人扼惋的是，杨表在守孝期满即将复职时，却
突然去世，葬于龙溪县二十六都赤岭保（今龙
文区下店美社）。去世后，其神位被供奉于乡
贤祠，享受万世祭拜。

杨表是一个值得后人纪念的清廉官吏。据
《杨氏族谱》载：“嘉靖君聘联：会计有方，事不劳
而必集。操持罔玷，历千古而弗渝。”其意为：出
谋划策有方且见效，办事不劳顿，集成功于一
体。操持国事没有玷污，廉洁奉公自始至终没
有改变。这便是对杨表一生的高度赞誉。

至今云洞岩上还留有杨表诗词石刻，在
“通幽处”洞口完好保存着杨表与友人的诗词
石刻。该石刻为楷书，字高约4厘米，凡五行。

“奉和徐波石同访云洞韵。论心忻雨酌，云洞
凌云谷。三笑咏而归，溪云自往复。”署款：“见
湖生杨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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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廉吏杨表

⊙黄辉全 文/供图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
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相
传在这一天，“中华文字始祖”仓颉
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为了纪念
仓颉造字的贡献，联合国于 2010 年
宣布将每年的 4 月 20 日定为“联合
国中文日”。这天，世界各地驻外使
领馆、中文教育机构、中方院校、企
业等，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推
动中文的国际应用，彰显与传播中
华文化和汉字的魅力。

汉字的产生
从先秦至今，汉字的起源依然

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文字
起源研究的一般认识，任何
一种自源的文字体系，总是
由个体的原始文字符号不
断出现并逐步积累到一定
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
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汉字从
初创到形成也经历了这样
的一个过程。关于汉字的起
源，在我们的史书和传说
中，有结绳记事说、契刻说、八卦说、
仓颉造字说、图画说、刻划符号和陶
文符号说等几种观点。随着近些年
来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将
汉字的起源指向了刻划符号和陶文
符号。我国原始文字的创制时间可
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
区贾湖遗址的甲骨刻划符号可能就
是原始文字的形态。到新石器时代
晚期原始文字符号实现了重要的
改进和丰富，在良渚文化、龙山
文化中出现了成行的文字符

号，表明文字的创制已经迎来
了雏形。从龙山文化晚期夏

王朝建立之时，随着政
治、经济、文化的全面

发展，夏人创制
的 文 字 逐

步发展到成熟阶段，最终形成了沿
用至今的汉字系统。

汉字的演变
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

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
不同书体形式的变化。甲骨文，又
称契文、卜辞、殷墟文字。是目前我
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主要是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
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 4500 个，
已经释读出来的有 1500 个左右。金
文，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

字，也叫钟鼎文、吉金文字、铭文、
彝器款识。大篆，也叫籀文，上承金
文，下启小篆。大篆的代表是石鼓
文，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
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
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小篆，又称
秦篆、篆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秦
国文字的基础上逐渐演进而来的。
秦统一六国后，小篆成为全国通行
的文字。隶书，指在秦系文字的基
础上用方折的笔画改变篆书圆转
的线条，使字形变得方正平直的一
种字体，这种变化称为隶变。这种
字体形成于战国晚期，如已发现的
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等。早期的
隶书形体上有较多篆书笔意，又称
为古隶或秦隶。经秦汉之际发展，
西汉隶书成为通行字体，西汉中后
期逐渐定型。隶变的过程是古文字

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以隶书为起点
的今文字形体，完全摆脱了古文字
象形特征，古文字婉转匀称的曲线
线条逐步演变成“横、竖、点、撇、
捺”等近代文字基本笔画样式。草
书是指在隶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
简便手写字体，因快速草率书写，
常导致笔画连写和省略。楷书始于
东汉末年，又称正书、真书，是从隶
书演变过来的，是隶书的进一步简
化。行书是在楷书和草书盛行的时
候，为了解决楷书的不便写和草书
难于认才应运而生的，是一种介于
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

汉字的数量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而且恐

怕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从古至今
的字书来看，东汉《说文解字》收字
9353个；三国《广雅》收字 18150 个；
南朝《玉篇》收字 22561 个；北宋《类
编》收字 33190 个；明《字汇》收字
33179 个；清《康熙字典》收字 46933
个；民国《中华大字典》收字 4.8万多
个；新中国《汉语大字典》收字 60370
个，《中华字海》收字 85568 个；台湾
省《异体字字典》（网络第五版）收字
量已超过10万个；中外合编的《汉字
海》收字11万多个。此外还有很多俗
字、异体字及未经“楷定”的今人还
不能识读的字未收入字书，比如民
间文艺抄本或刻本中见到的以及各
地方言中出现的“怪字”等。因此，保

守估计汉字的总量至少有十多万
个，甚至更多。虽然汉字总量很多，
但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也就大约
3500个，只要掌握了这些字，几乎能
毫无障碍识读现代主流文本。所以
大家在学习汉字时，不要被庞大的
字量吓到，其实绝大部分的汉字都
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
天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汉字的复兴
文化自信的基础与根本来自于

我们的文字——汉字！汉字的产生
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摆脱茹毛饮

血、穴处野居的蛮荒境
地，昂首阔步地迈入世
界文明之林。中华文明
之所以能延续与发展至
今，靠的就是汉字。汉字
起到了凝聚和向心的作
用，若无汉字，今日之华
夏也许就和欧洲一样众
国林立。当今世界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汉字，汉

字是中华儿女无远弗届、永不迷失
的文化标记。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
的表意文字，蕴含了三种美感。字形
之美，如书法、篆刻，优美健秀，潇洒
飘逸；字意之美，如灯谜、楹联，温婉
含蓄，意蕴浑厚；字音之美，如律诗、
歌赋，珠圆玉润，莺歌婉转。因此我们
要提高汉字修养，增强汉字自信，这
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和大国
自信。在古代，汉字曾承载中华文明

“走出去”的使命，形成了汉字文化
圈。如今，我们有理由相信，趁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风”，
汉字文化复兴和繁荣的时
代即将到来，汉字一定能
再度走向世界，成为
中华文化最靓丽
的名片。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汉字
⊙廖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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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广东通志・卷十四》记载杨表

杨表与友人的诗词石刻

清乾隆《长沙府志》记载杨表

清康熙《漳州府志・人物》记载杨表

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