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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女子到了出嫁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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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语，能说会道……”在

市作协副主席吴相艳编纂

的《<诗经>里的成语》书

稿中，源自 《诗经》 的

150个成语汇集一编。作

者对每个成语进行了生动

有趣、内涵深刻的个性化

解读和分析。

翻看一页页饱含深情

的书稿，读者能感受到作

者对传统文化、对生活的

热爱和冥思，《诗经》 揭

示的原初人性和真实思

想，在吴相艳曼妙隽永的

笔触下，化作了蒸腾着时

代气息的文字，扣人心

扉，润物无声。丰厚的精

神滋养，给人以深刻的启

迪和美好的艺术享受，是

一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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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论坛·让诗经文化“活”起来

“沧海古韵——历代古兵器展”将于 12 月 24 日在沧州理

享山艺术空间举办。目前，展厅已经布展完毕，陈列的 300

多件古兵器斑驳、清冽的身姿，向人们诉说着古兵器的传奇

故事——

一个成语化作一篇千字文
生动阐释《诗经》成语今义

记者：怎样想到编纂 《<诗经>里的成
语》这样一部书？

吴相艳：最早是“被动”受命。几年
前，《沧州日报》《沧州晚报》原总编辑刘桂
茂先生找到我，因为我从事教学工作又喜爱
文学，他建议我写写《诗经》里的成语，并
且把已经找出来的 150多个与《诗经》有关
的成语发给了我。因为对《诗经》并没有专
门研究，当时觉得诚惶诚恐，怕自己写不
好。他鼓励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
为这句话，干脆就放开了手脚，每天看着
150多个成语，拣着有感觉的天马行空写下
去，不知不觉就写完了约16万字，完成了对
150个成语的解读。

记者：这本书囊括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是本着怎样的原则著述的？

吴相艳：写作的出发点不是对成语进行
严肃、刻板的解释，而是对每一个成语进
行个性化解读，除了“释义”“出处”“释
例”等常规条目，我还根据成语的内涵，
为每个成语都写了一篇千字的析论，从不
同角度阐释成语意思。文字力求灵活、随
性、有趣、不刻板，每篇的风格都不尽相
同。

此外，还有一个想法左右了写作思路。
当时，我还在教学一线，正教高二语文，面
对“话题式”高考作文，我把每一个成语当
成一个话题，把每一篇文章当成一篇话题作
文的“下水文”来写。因此，将来这本书出
版的话，我想最适合的读者是中学生。因为
这不是一本学术类作品。写作的初衷，一是
为普及诗经文化，告诉读者，仅仅出自《诗
经》里的成语就有 150多个，甚至更多，可
见《诗经》宝库还有多少宝藏需要挖掘；二
是为中学生写作作范本，我教了20多年高中
语文，知道高考作文怎么写、高考作文架构
的一招一式，这些我都有意识在行文中体现
了出来。

记者：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吴相艳：最大的难点是经过 2000多年

的洗礼，很多出自《诗经》的成语古义与
现在广泛适用的意思已大相径庭，甚至毫
不相干了。如“逃之夭夭”，诞生于“桃之

夭夭”，是该解读“桃之夭夭”呢，还是解
读“逃之夭夭”？写作中时常产生这样的困
扰。解释原来的意思吧，现在的释义变
了；阐释现在的意思吧，跟《诗经》毫不
相干；逐个解释吧，又变成刻板无味的解
说，那读者干脆翻 《成语词典》 去好了，
为什么还要来读这本书？所以，很多文章
其实是在左右为难中寻找平衡点切入的。
实际编写过程中，我把握的总体原则是，
我是在解读《诗经》里的成语，而不是解
读《诗经》，所以更侧重成语今天的意思，
而淡化了对原意的解读。至于写得怎么
样，自己也没把握。

这些书稿最早的读者是我的学生。我把
书稿打印出来，让他们提意见，问他们读懂
了不？对写作文有借鉴不？每个成语应该怎
么写？别说，学生们的思维还是很灵活的，
让我更多加入历史故事等建议，我及时予以
采纳。从这个角度说，这些书稿是经过一线
调研的，有一定“群众基础”，学生们也是
我的老师。

影响到自己的散文创作
拍摄解读《诗经》成语视频

记者：《<诗经>里的成语》的写作经历
了多长时间？是否进入出版程序？

吴相艳：因为是业余写作，主业还是
要把课教好，于是，利用零散时间，断断
续续写了半年。后期因为说要与其他几本
与《诗经》有关的书籍一起出版，就加快
了写作速度。但因种种原因，出版的事耽
搁下来，后来就赶上了 3 年疫情，加上我
自己工作变动，每天忙忙碌碌，出版的事
情一拖再拖。今年，沧县搞“读书党建品
牌联盟”，引导中小学生诵读经典，切入点
就是“读 《诗经》·诵风雅”。在推动过程
中，得到了《沧州日报》副总编辑张徽贞
和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媒学院院长张海燕
的帮助和支持。期间，说起《<诗经>里的
成语》书稿的事，再次触动了整理出版的
想法。当然，这又是一项大工程，我得静
下心来，对每一篇析论重新审视、修改甚
至重写，才敢拿出来奉献给读者。

记者：您是我市知名散文作家，这次编
书是否影响了您的散文创作风格？

吴相艳：我只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实在
不敢说“知名”。写散文，更多是自己跟自
己、跟所感知的世界进行对话。所以，写
这本《<诗经>里的成语》对我散文写作大
有裨益。我在 《诗经》 成语里汲取营养，
尝试跟古人对话。就像刚才说的，研究领
域所限，我并不擅长学术性写作，这是一
本对《诗经》成语的个性化解读。既然是
个性化的，自然有“我”的写作风格标
签，加上下笔之初，读者的目标对象就是
学生，意在让学生看得懂、有借鉴、长知
识，所以，就力求行文浅显易懂，让读者
通过读这篇文章，能知道《诗经》之外的
更多知识。比如，我特别侧重利用与某个
成语意义有关的历代名家诗词、典故、《论
语》中的观点等，做更有“文化风味”的
解读，内容力求丰富，语言或抒情、或简
短，每篇文章读下来，更像适合学生阅读
的散文、议论文或小品文。

记者：听说您还拍摄了有关《诗经》成
语解读的视频？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吴相艳：说到这件事，也有个机缘。网
络时代，有人建议我把这些解读拍成短视
频，做纯公益性的推广。毕竟，在短媒体

盛行的时代，越小众的文化越需要普及推
广，让更多的人从不同层面了解 《诗经》
宝藏。在短视频盛行的自媒体时代，将这
些文字录制成短视频，似乎更有利于诗经
文化的传播。不过说起来汗颜，这些工作
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很多朋友帮
忙，在沧州美术馆录制了十几个成语，制
作成了几十个视频，后来就赶上了疫情，
又搁置下来。我近期利用业余时间，又把
这些成语解读进行了文字上的精简，计划
时机成熟的时候，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
相对于出书，这似乎更容易实现。在《诗
经》 的大宝库里，需要我们从不同层面

“挖呀挖呀挖”，让更多的人看到 《诗经》
里开出的花。

从成语演化看国人的人格追求
诗经文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记者：能否结合几个成语，谈谈 《诗
经》对现代人生活和工作的借鉴意义？

吴相艳：那就举三类成语吧。
一类是通过温润如玉、白圭之玷这样的

成语，看中国人对温和、善良、严谨即儒
家提倡“温良恭俭让”人格的追求。《秦
风·小戎》中有一句是“言念君子，温其如
玉”。温润如玉由此演化而来，以玉的和顺
比喻人的品性、容色、言语的温和柔顺，
表达的不止限于对外在形象的赞美，更是
指出了人应该拥有的气质风度和内涵修
养。成语“白圭之玷”出自《大雅·抑》中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
也”。原意是说，人说话要谨慎。如果白玉
有瑕疵，还可以磨掉；要是人说错了话，
祸从口出，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当然，白
圭之玷现在用来比喻美好的人或事物存在
的小毛病、小缺点。但从这些演化中，我
们完全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完美人格的追
求，而这种温婉的人格美，也是我们今天
所赞美的品质。

一类是通过夙夜在公、夙兴夜寐、夙
夜匪懈这些成语，可以看到古人的勤政思
想。仅“夙夜在公”这个词语在 《诗经》
中就至少被提到 3 次，今天对它的解读是
官吏勤于政务。现在的人工作压力都很
大，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早起晚睡、加班
加点也是常事。可见无论什么时代，想有
一份出色的成绩，少抱怨、多实干，日夜
谨慎工作、勤奋不懈都是奋斗者的永恒命
题。

一类是通过棠棣之华、鹡鸰在原、埙箎
相应这样的成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兄弟之
情是多么重视。《小雅·常棣》中有“棠棣之
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用
棠棣花瓣的紧密相连，来比喻兄弟相亲；用
一只鹡鸰鸟离群、其余的都鸣叫寻找，这些
大自然中亲密温馨的场面，来形象赞美手足
情深，都很形象感人。埙和篪是古老的乐
器，《小雅·何人斯》有一幅特别温馨的画
面：“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是说长兄吹奏
陶埙，小弟吹奏竹篪。这样一幅兄弟和睦、
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难道不也是我们现代
人所追求的吗？

作为现实主义诗歌源头，《诗经》是珍
贵的文化瑰宝，诞生于 《诗经》 里的成
语，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和智慧，依然流
淌于我们的血液、活跃在我们的语言中，
想想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真的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走近它们，感受《诗经》文化
之美。

破锋八刀 五百壮士夜袭敌营

环望整个古兵器展厅，长短兵器门类驳
杂富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
镗槊棍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形制各
异、枝蔓繁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静
静躺在迎面展览橱窗内的 3把大刀，一下子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933年 3月 11日晚，皓月当空，大刀在
月光的反射下发出清冷、肃杀的光。500名
士兵趁着夜色，突袭日本骑兵部队营地。正
在沉睡的敌军有些还来不及反应，就已做了
刀下之鬼，中国军队歼灭日军5000余人，这
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故事的是沧州市体
育局原二级调研员、沧州武术文化研究学者
刘永福。他说，和“喜峰口大捷”同样一战
成名的还有士兵手中的大刀——“破锋八
刀”，这把刀被称为冷兵器时代最后的辉煌。

提起“破锋八刀”，就不得不说沧州武
术家马凤图。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督
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将军张之江之
命，在张家口成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
托研究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研究
会中聚集了众多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英
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
人，他们集思广益，融合多家刀法，创编
了一套适合与敌军近距离搏杀的刀法——
破锋八刀。

“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
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军敌难逃。跨步挑撩
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
取，移步换型突刺刀。”8句 8个动作，分别
攻击对方的面门、脖子、后脑、手腕、肩关
节、腹部、裆部和膝关节 8个要害部位，破
锋八刀由此而来。在喜峰口一役中，马凤图
之子马广达，作为大刀队的一员，英勇作
战，最终身受重伤，壮烈牺牲。音乐人麦新
有感于大刀队的壮举，1937年创作出抗日救
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

看着眼前这 3把曾经沾过敌人罪恶之血
的大刀，想象着它们曾经在战场上的英勇表
现，不禁让人感叹唏嘘。

关公刀 主人极有可能是霍东阁

还沉浸在破锋八刀历史故事中的记者，
又来到环首长刀橱窗前。“环首长刀是汉代所
制，因匈奴的入侵、铁器的发展，环首长刀

摒弃青铜器制作而采用铁器制作。这样制作
出来的环首长刀更适合马上作战，有效地抵
御了匈奴的进攻，后代很多兵器都借鉴了环
首长刀的优点。”面对藏品，这些古兵器的拥
有者李大树如数家珍。他痴迷收藏 20多年，
经他过手的兵器足有两万余件。他说，每件
兵器的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时代烙
印。

他边说边走到大型兵器区，拿过一把
刀，向记者介绍说：“看，这是青龙偃月刀
的一种，也叫关公刀。据业内权威人士考
证，再结合史料中霍东阁照片上手中拿着
的刀，其形状、模样，与这把刀别无二
致。而且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全中国找
不出第二把和霍东阁手中的关公刀一模一
样的了，所以基本可以推定这是一件孤
品。”

霍东阁何许人也？他是清末著名爱国
武术家霍元甲之子，而霍元甲祖籍是东光
县。霍元甲逝世后，霍东阁继承父志，随
叔父霍元卿前往上海，扶持创办不久的精
武体育会，目的是强国强民。1923年，携
侄子霍寿嵩前往印尼，组织、宣传精武体
育组织，得到当地人民的赞扬。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他积极组织抗日活动，被日
本宪兵逮捕。1956年，霍东阁去世，许多
华侨组织联合发出讣告，悼念这位客死异
乡的爱国武术家。

李大树说，这些古兵器看上去冷冰冰，
摸上去硬邦邦，但它们曾经的使用者却赋予
了它们温度和精神，每当拿起它们，就仿佛
穿越了历史时空，随着兵器的主人回到了那
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些古兵器不仅是历史
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讲述者。它们在刀光
剑影中尽显侠者风范，在炮火纷飞中血刃敌
人首级，在故乡热土上留下不朽传奇。

讲好故事 沧州武术精神绵延不绝

“品类全、品相好，其中不乏孤品、绝
品，很多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甚至有些文物
堪称价值连城。”这是刘永福对这次古兵器展
的总体评价。

多年来，刘永福一直探寻沧州武术的前
世今生，对沧州武术颇有研究。在他的娓娓
道来中，中国古兵器横跨五个时期、两个时
代，分别是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青铜时
期、铁器时期、火器时期，前四个时期统称
冷兵器时代。随着火药的发明，火器逐渐发
展起来，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热兵器与冷兵
器并用。此次古兵器展览主要集中展览冷兵
器时代的青铜兵器和铁制兵器，从汉朝一直
到抗战时期的兵器几乎无所不包，300多件
珍品、孤品、绝品让人大饱眼福。

兵器的发展与武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而沧州武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
化现象，它集地理、经济、军事、政治以
及地域品格等多方面因素。刘永福说，平
川沃野，人都很直率；多民族聚居，人都
很真诚；多受军事滋扰，人又很团结。所
以外来的拳种、兵法在沧州都能和谐相
处、包容汇聚；沧州武术人去外地，也都
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无论是做事、从军
还是教武，都体现出“诚、忠、义、勇、
仁”，这些独属于沧州人的地域品格在与武
术的结合中，焕发出耀眼的时代光辉。

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的铿锵回响，已湮
没于历史的尘埃；放长击远、刀霸剑魂的制
敌招术，已演化为强筋壮骨、自卫自强的健
身热潮。看似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兵器，身
上承载了万千历史故事，化作了人类生生不
息的精神符号，它们时刻提醒我辈不忘历
史、砥砺前行，汲取文化营养，书写时代辉
煌。

吴相艳吴相艳

明代皇帝出行的仪仗刀明代皇帝出行的仪仗刀

破锋八刀破锋八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