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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构建高品质的高品质的
精神家园精神家园
———读路玉洪诗集—读路玉洪诗集《《沧桑雨沧桑雨》》
杨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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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献县十五级镇小营村，

阳光正好。傅林从保定回到了家

乡，一进家门就和老父亲唠起了磕

儿。十几年来，父亲是他专著的发

音人，只要发现新的方言读音，他

都赶紧记录下来，以便继续研究。

42岁的傅林是河北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

士，曾主持“语言接触对京津冀汉

语方言历史演变的影响研究”，中国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之献县方言、沧

县方言、涞水方言等，“基于传教士

文献的河北献县方言”等国家级、

省级科研项目，出版了《献县方言

百年演变史》《沧州献县方言研究》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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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人生的“第一桶金”

傅林和家乡方言的故事还得
从认字读书开始。

自从上小学识字开始，傅林
就到处找书看。父亲虽是村上的
民办教师，但家里书并不多。他
把父亲当老师时用的中学课本读
了又读，虽然大部分看不懂，但
很享受那种阅读的感觉。后来，
他发现家里糊房顶用的很多是旧
报纸，就躺在土炕上，用力分辨
着字迹去读。最后实在没什么可
看的了，他就翻箱倒柜，把所有
带字的东西都看了个遍——母亲
的衣服裁剪卡片、抽屉里的旧粮
票、火车票、各种证件、挂历上
的年月日……无一遗漏。

上初一的时候，傅林第一次
出远门，去石家庄的二舅家。舅
舅、舅妈知道他爱看书，就把他
放在了新华书店。这是傅林第一
次走进书店，徜徉在书的海洋
里，高兴得有些眩晕。他到处看
书，选了一大摞书抱着，抱不动
了还在选，直到二舅来找他，才
发现天早已经黑了。二舅和舅妈
带着他去逛夜市，那里五花八门
的东西非常多，对于一个初次进
城的少年来说简直目不暇接。他
在一个书摊前停下就走不动了，

二舅又给他买了很多书。
从石家庄回家前，二舅还把

一整箱子藏书都给了傅林。搬着
这沉甸甸的几十本书，虽然汗流
浃背，但他脸上的笑容却如春风
般自在。

求知欲要恰当引导

读书带给傅林的不仅是知识
的丰富，还有灵魂的丰盈。他的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河
北大学后，学校的图书馆让他一
下子找到了归宿。但长时间沉迷
于书海，也会迷茫，因为书太
多，他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完。怎
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成了他
思考的问题。

幸运的是，这时候他遇到了
雷武铃老师。雷老师是北大毕业
的诗人，他正带着学生们重新阅
读经典文学著作。这种阅读过程
是很奇妙的，老师讲解不多，只
是一字一句地去领读，把“要
害”的地方点出来让学生们去思
考。傅林在这个求学过程中，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性的觉醒，
通过阅读重新发现了自己，知道
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和别人的
本质区别是什么，应该怎样观察
和理解世界。

他认为，读书，不管是读什

么书，只要读，就可以给人以良
好的思维训练，同时增长见识，
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

现在经常有家长问他学习的
经验，他的答案都是让孩子多读
书。小学生、初中生，他们的求
知欲是极其旺盛的，家长应该尽
可能地让他们的世界充满书、充
满游学旅行、充满与读书人的交
流，提高“供给”的水平和质
量，让孩子旺盛的求知欲投射到
正确的地方。

出版家乡方言研究专著

从读书到写书，是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情。读书归根结底是为
了培养一个人去作新的创造和发
现。

傅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取得
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的是语
言学的学术训练，这一训练让他
初步具备了从寻常的事实中发现
规律的能力。北大的读书经历唤
醒了他从小就感到好奇的一件
事：为什么我说的方言和普通话
不一样？我的方言是从哪里来的？

于是，他开启了一次次寻访
探究之路，出版了《沧州献县方
言研究》。这本书以他的祖父、父
亲和好友为发音人，全面记录了
献县方言的各种信息。父亲傅子

义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配合儿
子的调查。为了把一些农具配件
说清楚，他一遍又一遍地描画图
样，生怕有所遗漏。每当想到一
个特色词语，他都兴奋地叫儿子
过去记下来。在写作过程中，他
的祖父傅耀珠、好友郭海涛不幸
辞世。“每每想到祖父在病中为我
核对‘扇扇’的发音时的情景，
听到手机里留存的郭海涛反复为
我核对地名读音时的录音，我都
禁不住流泪。”对于方言的研究过
程，傅林有太多感动和收获。

献县方言有个很特别的情
况，就是 100 多年前的法国传教
士、汉学家戴遂良和著名学者张
鼎彝曾对那时候的献县方言做了
非常详尽的记录。2010年，在导
师陈保亚教授的课堂上，他听了
同学艾溢芳做的关于高本汉《北
京话语音读本》的研究报告，深
受震动。因为高本汉记录北京话
时竟然直接用了戴遂良的献县话
文本作为调查底本。这提醒了
他，戴遂良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影
响力比他原先预想的还要高。他
开始下决心将各种资料串联起
来，梳理献县方言的百年发展脉
络。

2014年下半年，傅林利用赴
美访学的时间，对戴遂良系列教
材的语音部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写成了《河北献县方言一
百二十年来的语音演变》 一文，
在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上发
表。本书的语音部分在其基础上
根据最新的思考，做了较多改
动。之后，傅林开始分析系列教
材中的词汇、语法和长篇叙述等
内容，完成了《献县方言百年演
变史》的撰写。

献县方言的很多事实和历史
信息仍有待继续开掘，这需要把
视野扩展到河北方言乃至北方方
言，从时间上也要扩展到更久远
的时代。他的另一部书《契丹语
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就是
从汉语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接
触来看汉语本身，根据少数民族
的古代语文资料，可以知道很多
现代方言的特征来源，比如献县
话跟河北省很多地方的方言一
样 ， 管 叔 叔 叫 “shou （音 同
收）”，这一特征在辽、北宋时期
的北方汉语里就有了。

用专业记录乡土文化，近年
来，傅林还带领学生们活跃在水
乡淀区、太行深山。他们为河北
各地的方言建立“档案”，从一个
个字、词，追索当地人生产生活
方式的变迁、迁徙定居的历史、
文化融合的演进，为保护和传承
河北地区的文化遗产作着少为人
知的努力和奉献。

与十几米外的车水马龙相
比，李思云的世界是安静的。午
后的阳光透过屋顶的天窗，映照
着四壁悬挂的书法字画，浓浓的
墨香与平和的暖意，洋溢在运河
区御河路的这处院落里。

这里是李思云的云天书院，
一个不只是传习中国书法的地
方，还是很多孤独症孩子免费学
习书法的“家”。两年多来，李思
云通过线上线下，为上百名孤独
症孩子教授书法，为他们和他们
的家庭点亮了希望之光。

从生意场到书法小院

李思云今年 40岁，用儒雅沉
稳形容他最为贴切。他是广西玉
林人，祖传中医骨科。秀丽的山
水间百草芳菲，在汩汩的药香中
长大的孩子对中医药有着深厚的
情感，沉浸在骨子里的中国传统
文化是他成长的底色。

李思云的爷爷是一位书法爱
好者，村上各家各户祠堂的对
联、春节的福字、墓地的碑文都
是爷爷的“墨宝”。李思云从 7岁
就跟着爷爷练习毛笔字，在一笔
一画中研磨，在一点一滴中成长。

在中医的熏陶下，李思云如愿
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可命运的
转折总在一瞬间，这些年，他并未
从事专业，而是因生活所迫，奔波
在生意场。他 2007 年来到沧州，
涉足过通信、百货、化妆品等很多
行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起伏的商海，嘈杂的商业，获
得了一桶又一桶金的时候，带给李
思云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
足，而是一夜夜的反思：“这是否
真是我想要的生活？”答案：不
是。只有沉浸在书法中时，李思云
才是真正的李思云，只有握笔运
气、书香翰墨，才是属于他的精神
云天。于是，2016年的一个春日，
云天书院打开了大门。

这是李思云的重生之门，也
是梦想所归。

孤独症孩子走进云天书院

“感恩李老师，一辈子都忘不
了您为我们流过的眼泪和汗水，
忘不了您那句‘我愿意为星月社
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忘不了您自
掏腰包为我们买的桌椅板凳，忘
不了您说的‘只要有一个孩子我
也会守在教室’！”沧州星月社的
王平老师，在星月社书法班成立
两周年的时候动情地说。

星月社是一个为孤独症孩子
和家庭搭建的公益组织。两年
前，在星月社组织的一次孤独症
孩子画展上，李思云被深深地打
动了，面对着这些不同的画作，
他久久伫立，泪流满面。那一幅
幅多彩的涂鸦是孩子们的世界，
他们是另一片天空中的星月，他
们的生命应该有更多可能，人生
应该有更多条路来走。

为孤独症孩子教书法的想法在
那一刻越发笃定，他和王平取得联

系，拿出了每周六上午理应最好的
“赚钱”时间，来给这些孩子们线
下教书法，周日晚线上教学。起
初，星月社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
看着四处奔波的孩子和家长们，李
思云心里不好受。“让孩子们到书
院吧，我给他们买桌椅和笔墨纸
砚。”听了李思云的一番话，王平
拉着他的手半天没松开，连声感谢
间泪水已滑过脸颊。

当王平说出这些孩子们的
“不同”时，李思云脱口而出的一
句话打消了这个敏感的顾虑，“我
的愿望就是让更多中国人写好中
国字，包括孤独症孩子。”朴素的
话语透着坚定。

就这样，孩子们走进了云天

书院，在这个温暖的小院里遇见
书法、爱上书法、沉浸书法。

用书法为孩子点亮星光

没有异样的眼光，没有嫌弃
的话语，只有一遍遍耐心的教
学、一次次真心的呵护。

18 岁的唐文超学习书法之
前，是家里的破坏分子，在书院
上课时也时不时地在地上打滚
儿。在李老师的耐心教导下，他
现在每天都粘着家人们陪他写
字，只要来到书院就特别开心，
很少出现急躁的现象了。

15岁的王子骞学书法的这两
年变化很大。现在每天都沉浸在

书法中，运笔时间很长，书法给
了他沉静的心理疗愈。不单他
学，他的父母、奶奶、妹妹也陪
他来到书院学习，现在一家人谈
论最多的就是书法，家庭的文化
氛围越来越浓。

李林青是黄骅的一个乡村孩
子。农村孩子学书法难，孤独症
孩子更是想都没想过能提笔而
书。所以每周的书法课，他的妈
妈都会带他来学习。“我们特别感
动，是李老师给了孩子希望，也
让我们看到了另一束光。”李林青
妈妈说话间几度哽咽。

两年来，孤独症孩子的“家”
越来越大，来自市县、北京、山东
等地的孩子们陆续跟着练起了书
法。线下，赶上天气不好，只要有
一个孩子，李思云都耐心教导；线
上，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李思云
做了15天回放的视频课件。

对于李思云来说，云天书院
是他灵魂的安放地，也是他传承
书法、发扬书法的基地。

周末是他最忙的教学时间。
他的学生里有中小学生，也有退
休人员，只要是跟他来学习的，
他都细心教导。从书法历史文化
到书法系统教学，他能让每一个
学生沉浸其中，不仅感受到中国
书法的魅力，还能在书法中体会
为人处世之道。

他还经常组织书画家雅集义
卖，到各个学校、企业等地开展
书法教学活动，真正把真情运用
于笔端，传承发扬书法文化。

路玉洪的诗集《沧桑雨》令人耐读
和品味。说其耐读，是因为这些诗短
小精微，蕴含了颇为深刻的寓意；说
其令读者品味，则是诗集所辑录的大
部分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和语
言特色，且兼及对多个生活层面的厚
重思考。

众所周知，诸多诗歌上乘之作，贵在
自质朴中凸显不俗、凝练和传神。而这些
可圈可点之处，在《沧桑雨》诗集中，都
很直观地显露了出来。

且看他收录的集子中的一首《枯井》
诗：“村头有一口老井/走过的轮回里/枯
干了水里的日月/露出沧桑淤泥/已经没有
人知道/泉眼的苍茫里/沉了多少夜色的平
静/人们在梦里停歇/在你浮动的甘甜里/
有多少父辈/苦涩的追求/也没有人知道/
你丢了多少老屋里的红尘/繁衍了多少生
与死/然而你枯干了/枯干了一个小村在炊
烟里/繁华里和忧伤里的陈年/血脉/枯干
了一代人/又一代人”。

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平实、灵动的笔
墨，把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佐以诸多联
想及感慨，将大自然与生命的关系、世间
万物轮回的因果元素，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凝结了诗人独特思考的语言结晶，拉
长了读者忧伤的记忆，在审美意识及精神
认知上自成一路，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
易。

应该说，路玉洪的诗于短小中呈现
出了很宽阔的“维度”。譬如诗人的这
首 《浅爱》：“爱一座山/就像白云/ 爱
一片天空/或者 /一层赤裸的霜/爱一块
泥土/可千万别嫌轻/别嫌薄/它们年年
来/就年年有一片蒙蒙的细雨/年年有一
场 雪 ”。 再 譬 如 同 样 的 一 首 《正 能
量》：“你从东边的海上/带着/一个红色
的日升/落到枝头/那次桃花/和绵绵细
雨/把一万个失散的梦/放平/而你常常/
也是无影灯下的刀/挥舞着雷电/割去那
些阑尾/和腐烂的肿瘤”。

两首不尽相同的诗，都是有感而
发，亦有着不一般的意蕴、深度与广
度。我们知道：同题材的诗，无论是写
景写情，大都司空见惯，难以跳出浅
显、直白的窠臼，更难写出新意。路玉
洪则不然，他写表面的“浅爱”，却在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形态中，催生出
了“爱一块泥土，可千万别嫌轻、别嫌
薄”的精辟之句，把现实生活人生态度
上升到了较高的精神层面；写对正能量
的解析，也多有与众不同的句式：“而你
常常，也是无影灯下的刀，挥舞着雷
电，割去那些阑尾，和腐烂的肿瘤”。如
此彰显自我认知的诗，是作者发出的近
似于引领者的呐喊，以语言的独特性、
延展性，以及精微的发现和描摹，使诗
作充满了盎然生机，留下了更加宽阔的
思维空间，读来令人感慨。

总之，简约而不简单，构建高品质
的精神家园，当属路玉洪当下诗作的
特质，也是诗人有意为之和探索的创
作方式。

《我们的大运河》
本书按照京杭大运河由南往北的流

向，将沧州段的流经节点作为单位进行梳
理，通过诗歌、物产、杂技武术三部分，
向读者展现了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沿岸风采。本书既注重体现大运
河文化的整体传承，又凸显了沧州段的本
土特色，值得一读。

《万 物
运河——沧
州运河文化
社科文萃 》

本书汇编
了关于沧州市
运河文化的研
究成果和科普
类文章，客观
挖掘、整理了
沧州大运河沿
岸的历史、社
会、教育、生
态、医学、音乐、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
的丰富资源，梳理了各领域与大运河之间
独特而密切的关系。本书不仅让读者了解
了大运河流经的沧州，还看到了“学术中
的沧州大运河”。

傅林傅林（（中中））带领学生们进行田野调查带领学生们进行田野调查

李思云李思云（（左左））为孤独症孩子教授书法为孤独症孩子教授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