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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人们将不同的行
业分成三六九等，特别是俗称“七
十二行”的江湖行。江湖各行为了
自身的生存，都有自己行当的行业
隐语，俗称行话。吴桥杂技艺人称
自己的行话为“春典”（或“唇
典”），又称“春儿”“切口”或

“侃儿”。
使用“春典”的首要原因，是

可以保守行业秘密。过去杂技艺人
在做演出前的准备时，为了保守行
业秘密，避免被人偷听偷看，要用

“春典”语向同行传递信息，防止
道具丢失和泄密。即使在表演中，
演员和助手也时常用“春典”语来
相互提醒、表达需求，让局外人不
明就里。

行话的形成源于行会的产生。
中国的行会最迟产生于唐代，唐初
代宗时成书的戴孚《广异记》中就
有“药行”的词语。明代田汝成的
《西湖游览志余》有这样的记载：
“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
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
也。”由此可见，至少在明代以
前，行话已经形成并且非常完备。

据记载，明代吴桥兴起的杂技
行业庙会——黄镇九月会，其商业
交流和业务活动都是靠“春典”语
来完成的。原吴桥野猪里村在民国
期间曾经成立了一个艺人行会——

“艺人会”，其交流用语也是以“春
典”为主。这些都说明了行话产生
与行业活动的关系。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杂技
“春典”发展得很完备，词汇相当
丰富，包括生活用语、日常用语、
专业用语。笔者在拜访吴桥原群艺
联合会主任岳西增时，他无意中提
到一个“春典”语“啸棚”。“啸
棚”是什么？就是杂技棚被观众哄
抢了，像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少发生
的，一个艺人一辈子也不见得遇上
一次，就是这样很少发生的事，都
有专用词称呼它，“春典”的完备
程度可见一斑。

再有，“春典”也同吴桥杂技
艺术的发展轨迹一样，随着时代的
改变而改变。比如，社会上有了电
话，“春典”语中便有了“掰铃
子”；交通工具中出现了火车和飞
机，“春典”语中便有了“蹬轮
子”“云空子”……这些都是艺人
们为了应对时代变化的需要而编创
出来的。

除了行业经营需要、技艺保
密、应对时代及社会环境变化等作
用，“春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
就是确立江湖活动秩序。请看下面
一段“春典”语对话：

甲：辛苦辛苦（是行里人吗？）
乙：彼此彼此（大家都一样。）
甲：元辰什么蔓（先生贵姓？）
乙：灯笼蔓，老元辰什么蔓

（我姓赵，老先生贵姓？）
甲：千斤蔓，贵包口 （我姓

陈，干哪一行的？）
乙：不起包口，干粒子的，你

贵包口 （称不上一行，变戏法的，
你干哪行的？）

甲：不起包口，老格家的（跑
马戏的。） 从何处过账 （从哪来？）
在何处垛窑（住哪了？）

乙：在土圈里挑厨供，在切地
上的琴头（在村子里卖戏法，住西
边的客店。）

这段对话中有江湖通用的行
话，也有杂技行的行话“挑厨供”

“切地”“老格家”等。江湖上有句
俗语：“见面道辛苦，便是江湖
人”。“春典”水平的高低，是一个
艺人在江湖上阅历深浅的标志，艺
人之间的初次交往，为了确定尊
卑，也就是江湖上的秩序，就要

“盘盘道”（用行话相互对话），然
后“搏春”（用行话交谈），一些长
幼、水平高低、师承关系等由此得
到确定，演艺活动便依此而行。

“春典”的编创很有特点。编
创者常使用隐晦生涩的词句，利用
借音、会意、象声、象形等形式进

行创造。因为大量的艺人没有文
化，因此，言简意赅、形象生动、
易懂易记是编创的一个重要要求。
实际上，“春典”语非常好地达到
了这个要求，它的语言丰富、完
整，真正地凝结了广大艺人的智
慧，往往能将江湖人之间所要表达
的事物隐含在“春典”语中，如逃
走称为“扯呼”、动武称为“鞭
托”、坐车称为“蹬轮子”、骑马称
为“驾疯子”、穿裤称为“蹬空
子”。“春典”因其体系完整、严
谨、科学，称得上是中国北方的第
二大语言系统。

“春典”是一种语言，随着艺
人的走南闯北，渐渐传到全国各地
甚至于国外，成为杂技艺术的一个
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江
湖行都失去了原有意义上的行当活
动，绝大多数行业的行话也就销声
匿迹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春
典”语原先的存在条件也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现如今，人们已经很
难完整地收集到全部的“春典”
语。可是大量的“春典”在杂技
行业内还在使用，如“托儿”（节
目机关或表演者）、“保托儿”（保
护训练或演出）、“失托儿”（失
手）、“范儿”（节目技巧或一个动
作）、“拿顶”（倒立）、“把造”（掌
握技巧）等。但是，这些“春典”
语已经不具备原有的“保密”作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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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沧州市迎宾路小学副校长沧州市迎宾路小学副校长沧州市迎宾路小学副校长、、、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兰香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兰香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兰香：：：

“““爱读书的孩子能看到整个世界爱读书的孩子能看到整个世界爱读书的孩子能看到整个世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焕魏焕光光

本报讯 （通讯员孔维涛 记者
魏焕光） 8 月 24 日，由市群艺馆和
沧州孔子学会联合举办的“大运
河精神与儒家思想学术报告暨沧
州市第四届孔子思想与当代价值
学术研讨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

报告会上，沧州孔子学会会长孔

繁义作了题为《大运河精神与儒家思
想》的学术报告。报告指出，大运河
不仅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
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大运河精神总
结起来就是尊崇自然、利用自然的科
学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拼搏
精神，无怨无悔、甘于奉献的牺牲精
神，大胆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
神，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精
神。

河北省委党校教授郭君铭作了
题为《横渠先生<西铭>篇彰显的儒
学特质》的学术报告。他指出，北
宋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名言，影响深远。郭君铭
还通过逐字逐句分析，并结合《论
语》 等儒家经典，论述了 《西铭》
在儒家思想体系和伦理学领域的深
远影响。

此外，我市部分儒学研究者、中
小学校长代表和优秀企业家代表等也
作了交流发言。

孩子的问题源自“问题”家庭

记者：《喵呜小镇》 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作为儿童文学作品，它有何
创新之处？

兰香：《喵呜小镇》是我今年8月
份刚出版的一套童话书，一共有 6
册，书名分别是《花枝一家》《钓钩
学堂》《最佳创意》《猫鼠大作战》
《浪花一朵朵》《大嘴巴食堂》。这是
一套非常适合孩子和家长共同阅读的
童话书，全书以喵呜小镇为背景，主
人公是“花枝的美窝”中 5只可爱的
猫咪，讲述了一群猫咪之间有关亲
情、友谊、成长、利他的故事。

这套童话书和我之前的作品呈现
方式有所不同，最大的亮点是在每个
章节后加入了“喵呜心理健康家教小
贴士”。这个小贴士内容涵盖心理
学、家庭教育和心灵成长的相关内
容。《喵呜小镇》作为儿童心理童话
读物，是我在童书创作上的全新尝
试。此外，我还有幸邀请到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儿童专委会主任委员郑毅教
授作序。本书也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张雨青和王文忠两位教授的
大力推荐。

记者：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创作
主题，12年的创作过程中，您遇到了
哪些挑战？又有着怎样的收获？

兰香：我是一名语文教师，平时
喜欢与学生们共读，我渐渐发现他们
最喜欢的文学体裁是童话。2011年暑
假，我用20多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
了童话《喵呜小镇之花枝一家》的书
稿，并在开学后的阅读课上给孩子们
作了匿名分享。令人惊喜的是，孩子
们听完一章还想再听一章，甚至跑到
书店去买书，最后失望而归。我这才
告诉孩子们《喵呜小镇》其实是我的
原创作品，只有书稿，还不是正式出
版物。看着孩子们失落又渴望的眼

神，我萌生了正式出版图
书的念头。就这样，2012
年春天，《喵呜小镇之花枝
一家》正式出版了。

作为河北省家长学校专
家讲师，我长期致力于家庭教

育的探索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
家教案例。2015年，《喵呜小镇》再
版时内容扩充到 3本，每个章节故事
后面都加上了 100 多字的“喵呜喵
呜”，内容是写给家长的家庭教育宝
典，以此对本章故事进行升华。

后来，我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并在迎宾路小学负责心育工
作，长年与班级中所谓的“问题”孩
子打交道。我在工作中发现，每个

“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
家庭。我利用心理学专业知识帮助一
个又一个家庭走上科学育儿的道路。

结合这些教育案例，我写了大量
心理家教类型的文章，还在线上开设
了心理家教公益课程。此时，我觉得
自己做好了出版儿童心理读物的准
备。说干就干，我与出版社多次开选
题策划会，但方案立一个破一个，迟
迟没有通过。绞尽脑汁之际，我把目
光重新聚焦到《喵呜小镇》这套作
品。灵感终于来了——我把难懂的心
理学知识变成有趣的童话故事，让读
者在童话世界尽情遨游的同时，调整
心理状态，涵养自身品格。

书写童年趣事 记录教育关怀

记者：不久前您加入了中国作
协，您是如何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的呢？

兰香：我从小就热爱阅读和写
作，梦想成为一名语文教师，那样
就可以和自己热爱的事业为伴了。
成为语文教师后，我和学生们一起
阅读了大量优质课外读物，陪学生
们一起写作文，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一次，我准备和学生共读《笑
猫日记》，在备课时我知道了作家杨
红樱曾经做过六年的小学语文老
师。我很受触动，从此便萌生了写
原创故事的想法。

记者：能否分享几部您的代表作
品？

兰香：从2012年到现在，我一共
出版了 5个系列的作品。校园励志小

说《努力一定强》中，每个人物都能
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我不仅把自
己的学生写进了书中，我自己也化身
为“香香老师”成为故事配角，将孩
子们真实的童年生活一一再现，通过
书写童年趣事，记录教育关怀；《小
乐上学记》以我的儿子赫小乐小学期
间手写的 9本日记为创作蓝本，以第
一人称的口吻讲述当代小学生校园生
活和家庭生活的新、奇、乐，聚焦成
长困惑，解决成长难题；幼年小说
《我上小学一年级》取材于我每年为
一年级新生家长作的幼儿园和小学衔
接讲座内容，是一套美绘版幼年小
说，聚焦入学准备、幼小差异、习惯
养成、同伴交往、课堂规则、考试困
惑六大主题，帮助小读者在阅读中顺
利度过幼小衔接阶段。

记者：您是如何将心理元素融入
这部童话作品的？

兰香：《喵呜小镇》之前的两次
出版都很成功，这给了我十足的创作
信心。我将书稿从 3本内容扩充到了
6 本，故事情节朝着“儿童心灵成
长”的主题聚拢，每章节后的“喵呜
喵呜”重新润色改写为“喵呜心理健
康家教小贴士”。

就这样，心理学元素在童话作品
中自然呈现了：花枝大转变的故事引
出了心理学中的“蜕皮效应”；斗斗
学步的故事让大读者和小读者了解了
焦虑这种情感反应产生的原因和应对
方法；大笨下蛋的故事结束后，读者
又掌握了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
血清素 4 种快乐激素及产生的原因
……童话情节和小贴士的巧妙组合让
《喵呜小镇》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
作品用童话的方式讲述孩子的心灵成
长、矫正孩子的错误行为。

记者：您是如何在故事中嵌入心
理引导的？

兰香：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在
文学作品中嵌入心理引导这个思路，
跟我的本职工作息息相关。近两年
来，市教育局和运河区教体局非常重
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组织各
学校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多次参加培
训、研讨。作为迎宾路小学心育工作
的负责人，我有机会与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的专家教授结识，他们在讲
授专业心理知识时会讲很多心理学真
实事例，这种“故事+理论”的讲授

方式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在创作过
程中，我将日常积累的心理教育方面
的真实事例在童话中的小动物身上呈
现出来，再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孩子
们喜欢读又接地气的故事内容。

用童话讲述孩子的心灵成长故事

记者：您是如何在学校教学实践
中融入儿童文学元素的？

兰香：2015年，迎宾路小学第一
届童话节开幕，《喵呜小镇》在童话
节开幕仪式上正式发布。也是从那一
年开始，童话节两年一届，成为学校
的金牌节日。为期一个月的童话节
中，我以童话作家的身份给孩子们作
了童话创作的指导讲座。孩子们读童
话、写童话、演童话，写下的一篇篇
生动有趣又有思想启迪的原创童话，
变成了属于自己的童话作品集。在给
孩子们讲童话创作的过程中，我会重
点讲述“童话主旋律”，让孩子们明
白，拥有健康、积极、正能量的生命
状态，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童话作品。

记者：您是一位阅读推广人，您
对孩子们有着怎样的阅读建议？

兰香：因为多部作品在当当网
榜上有名，加上读者投票支持，我
有幸连续 3年获得“中国人气童书作
家”称号。作为一名阅读推广人，
我会跟孩子们讲，读好书能树人，
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向大脑进行输
入的过程。我们读过的书、感受过
的喜怒哀惧、学习到的人物品质，
都将对健全人格的塑造产生积极影
响。所以，我希望孩子们的阅读习
惯培养得越早越好，而且一定要养
成终生阅读的好习惯。爱读书的孩
子在书中经历着千万种人生，他们
的眼睛能看到整个世界。

记者：开学在即，请您给孩子们
一些心理调适建议。

兰香：每个新学期开始，孩子们
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入学适应，尤其
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孩子
们，还面临着对陌生环境的适应问
题。建议大家在开学前首先进行作息
时间上的调整，把生物钟调整为入学
后的状态。如果有些孩子出现紧张、
焦虑、失眠的情况，可以通过运动、
听音乐、倾诉等方式进行调节，以迎
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老一辈杂技艺人在表演老一辈杂技艺人在表演《《大叶飞钹大叶飞钹》》 （（资料片资料片））

近日，我市迎宾路小学副
校长、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兰香
推出了她的新作 《喵呜小
镇》。这部书的创作前后历时
12年，兰香独具匠心地将心
理学元素融入作品，用童话的
形式讲述孩子的心灵成长故
事。这是中国童话创作的一次
新尝试。

此外，作为一位家庭教育
工作者，兰香也通过这部作
品，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植根于
儿童文学，实现了创作风格的
转型。迄今为止，兰香已经创
作了超过 60 部儿童文学作
品，这些作品犹如一盏盏“小
桔灯”，照亮孩子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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