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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方言椒江话有句俗语，“张
嘴搭板板样个”，指人爱说话，常常
叽叽呱呱，说个不停。你看到这句话
时，肯定会说，这“板板”俩字写错
了，应该是“八八”。你说得很对，“八
八”是八哥的别称。

八哥，学名鸲鹆，也叫鹩哥，能
模仿人说话，台州人通常称“八八”。
宋人笔记《负暄杂录》中说，“南唐李
主讳煜，改鸲鹆为‘八哥’，亦曰‘八
八儿’。”这大概就是台州方言“八
八”的出处。“八八儿”，北京话念儿
化韵bā bar，“儿”字不单独念，跟儿
歌里“花儿笑，鸟儿叫”的“儿”不同。

对应儿化韵，台州方言有自己
的一套办法，就是变调。对于入声字
来说，椒江话的变调有两种情形，一
是，变调+鼻韵尾 ng，如“小叔儿”，
读音跟“小宋”相近。另一种是，变
调+拉长音，如“八八儿”，说成“八
板”。后来，有人发觉把“八板”第一
个“八”字的音也拉长，说起来更方
便，听上去更好听，于是很多人“黄
岩斜”，都按着“板板”来说了。我把
标题写作“板板”，就是想直接从读
音入手。

是拉长音，还是加ng，当然不是
由着你性子来的，必须要满足各自
的条件。讲这些条件，会有些枯燥。
实践出真知，我还是给你举个例子，
你先自己琢磨着。

拿数字一到十做例子。我先把
数字全部写出来，你按照小时候学
数数时的架势，从头到尾用方言念
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这当中，一、六、七、八、十，读
音短促，是入声字。要是知道了怎样
的调调算是入声，很多读音方面的
问题也都可以轻松搞定。

读完数字后，现在来背诵一下
从前父母亲教过你的十二生肖歌，
我抄录在下面，你也可以照着念。
如果你有不同版本，也可以选择你
喜欢的版本。“老一（印）细，老二好
力气，老三名头大，老四迫山哈，老
五（只变调）爬上天，老六（笼）倒路
边，老七（庆）吃皇粮，老八（板）本
姓羊，老九（只变调）猢狲形，老十
（绳）叫天明，十一吃弗饱，十二供
神道。”看看括号里的注音或提示，
你应该会发现，这些数字，跟你刚
才一板一眼读的已经有所不同，大
多都被变调了。

实践之后，我们再来找规律。台
州方言入声字的变调方式，原本只

有一种，就是添加鼻韵尾 ng。比如
“老一细”，“一”读作“一 ng”，“老六
倒路边”，“六”读作“六 ng”。但有一
类读音，加不了ng。比如，普通话“安
an”“三 san”“连 lian”“圆 yuan”等以
an结尾的字，到椒江话里，尾音n都
被掐掉了，因为方言的读音系统里
不存在 a+n这样的组合。同样，跟这
类字读音相近的入声字，也不能加
ng尾。以“安”字为例，“安”读得短促
些，就成了“鸭（跟压同音）”。由于

“安”不带鼻音，因此，“鸭”变调后也
不可能有鼻音（除非元音也改了）。
加不了鼻音，就拉长音，二者必居其
一。如“老八本姓羊”，“老八”拉长
音，变成“老板”。同样道理，你在喊
你们办公室的同事“小叶”时，这

“叶”字也不加ng。
但有一个注意事项不要忽略，

这种变调是出现在词尾的。比如，
“鸭蛋”的“鸭”不变调，“养鸡养鸭”
的“鸭”可变调。古诗文里的“鸭”字
通常也不变调，如，“春江水暖鸭先
知”。哪怕在句尾也不变，如南宋台
州人徐似道的诗，“夜泊红楼市，朝
餐黑笠家。浅溪才泛鸭，疏树不藏
鸦。”（《缙云道中》）

拉长音和加鼻音都是入声字的
专利。非入声字，不需要加鼻音，也
不需要再拉长音（本来就是长音），
光变个调就行。如“三”和“小三”，

“张”和“小张（自带的鼻音）”“蛮”和
“蛮蛮（闹着玩）”。

利用变调的特点，可以为考本
字作贡献。比如，我们通常说的“念
佛诵经”。“念佛”指念诵佛的名号，
如“南无阿弥陀佛”。“诵经”指念诵
佛教经文，如《法华经》《金刚经》。

“念佛”，椒江话叫“念八佛”，三门
话叫“念板佛”。通过前面的介绍，
我们已经知道，“八”和“板”是短音
和长音的关系，“八”拖长了音就是

“板”，“板”的读音缩短了就是
“八”，两个读音很容易相互偏移。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定，“八”和

“板”是一回事，本字应该是同一个
字。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可知，
佛教有“东方八佛”之说，而“板佛”
不可解。因此“念八佛”是本字，“念
板佛”属记音。确定了本字后，“八
佛珠”“起八佛头”等写法也都可以
得到落实。

话讲得有点多，不知道有没有
给你整明白。纵然是“张嘴搭八八样
个”，也要解决问题才行。你说呢？

张嘴搭“板板”样个

𝄃台州书屋

𝄃台州话

杨君斌 /文
在临海市“多宝鱼”形状的地

图上，鱼头向西，鱼尾往东，真正临
海的区域只是鱼尾的小小一块。整
个鱼身部分，与大海有些远。倒是
穿过城区的那条灵江，缓缓注入东
海。近年来，临海已成顶流城市，人
们从八方涌来，摩肩接踵地挤进街
巷，时常占据各家传媒的头条。这
般的高人气，缘由总是多样的，府
城虹吸的情景让人长思，但绝少是

“海景”的成分。在临海，好想知道
它前世今生的风雅韵事。

《风物中国志·临海》就是一本
深入认识临海的好书，它是由《中
国国家地理》发起的文化传播书
籍，按照地、道、风、物的体例，对所
推介城市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
文化民俗、民艺传承、特色物产、主
题旅游等方面进行解读。临海，地
处东部沿海，地势西高东低，域内
火山遗迹遍布，高处成山峰，低洼
为沟壑。自唐高祖改郡为州，在临
海县置台州，直至1994年台州撤地
设市，市政府驻椒江区，临海为台
州府城1300多年。临海是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有“台州千年府，满街
文化人”之誉。

临海的风雅，是从“江南长城”
开始的。接续千年的老城墙被赞为
八达岭长城的“师范”和“蓝本”。在
定为州治后，选址灵江至北固山区
域营建城墙，灵江成了天然护城
河，北固山就是天险，享尽地利，据
险而守，这是台州府城的肇始。五
代吴越国纳土归宋，拆除城墙，北
宋中叶江水泛滥，海潮倒灌，台州
府城遭受灭顶之灾，朝廷下令重筑
城墙。1071年，府城区域又作了调
整，东面城墙内退。这次变动奠定
了台州府城的界址和基本轮廓，历
经元明清不曾变化。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为拓开城市发展空间拆除了
东面城墙，其余三面城墙得到完整

保留。今天，巍然蜿蜒的台州府城
墙，在省内是独一份的存在。临海
的城墙，从过往历史看，不只是
战争屏障，更是民生工程，发挥
了防洪抗灾的作用，是市民安居
乐业的保证。城墙的存在，成就了
临海拥有江南地区保存完好的千
年府城。

临海的风雅，走一遍紫阳街就
怦然心动。这条三五米宽、一千多
米长、南北走向的老街是一条中轴
线，生发出 50多条街巷。穿行于唐
代留存坊市制的老建筑丛中，眼前
不时出现悟真坊、奉仙坊、迎仙坊、
清河坊、永靖坊等坊名，悠然古朴
的坊巷间生活着两三万名本地市
民。这些承载着城池遗制的缩影，
其相对封闭的居住形式在后世慢
慢转向开放，赓续着古城的文脉，
使临海区别于当下以明清建筑为
题材的古街古建。

临海是个有味道的城市，紫阳
街上的烟火气透露出市井生活的
真实。一百多种美食集聚此间，小
吃也是它的一张金名片。海苔饼等
糕点让吃货们留恋，蛋清羊尾、羊
脚蹄等特色小吃唇齿留香。姜汁炖
蛋、姜汤面、核桃姜汤、姜糖，姜在
临海的饮食风光无限。面食也别具
一格，垂面、糕水馒头、麦油脂、麦
饼是当地人的最爱。长长的食谱清

单里有着丰富的选择，游客们赏美
景、体民俗、品佳馔。

临海的风雅，还来自诗路宋韵
和在地艺术。作为唐诗之路的精华
段，从唐初任职临海县丞的骆宾王
到陈子昂，从李白到孟浩然，从白
居易到韩愈……400多位迁客骚人
到过台州，与这方土地结下了情
缘。他们或寄情台州山水，或访亲
问友，一路吟唱一路高歌，给台州
留下了厚实的文化遗存。临海更是
与宋韵不可切分，府城界址在宋代
定型、东湖在宋代挖成、街巷规制
在宋代成形，南宋时台州可算是京
畿之地。2022年台州府城文化旅游
区获评国家级 5A旅游区后，宋韵·
诗路文化体验馆、东湖宋韵夜游、
梅浦窑宋韵生活艺术馆让人可看
可听、可互动可感受。

临海正努力打造起高辨识度
的府城文化 IP。在这里，你不经意
间会遇上“戚家军”巡城、鸳鸯阵表
演等活动，或者遇上车灯戏、词调
弹唱、黄沙狮子、缩山拳等非遗表
演；抑或遇上话剧、脱口秀、艺术展
等新兴文化活动。今年初，临海“台
州府城”被《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
100强》评为全国第八、浙江第一，
随着城市影响力、美誉度、品牌价
值的升值，临海真正实现了古今交
融、风雅无限。

——读《风物中国志·临海》

临海自古多风雅

赵宗彪 /文
食物是生存的必需品，美食则

未必。四十年前，解决温饱是第一
要务，美食是生活中的奢侈品。这
二十年来，随着人们物质产品的丰
富，有关饮食的读物次第出现。首
先登场的，是文字的菜谱，后来图
文并茂，再后来以图片为主，精美
的食品大图让人垂涎欲滴。近十年

来，注意生活品质的人越来越多，
有关美食的书开始畅销。尽管这方
面，电视与视频更胜一筹，但文字
的力量依然汹涌而至，势不可挡，
美食书频频占居畅销书榜单。

以我的阅读所见，美食书大体
可分三类，一是说明书式。将此菜
名称、用料、做法一一罗列，再加上
自己或抄来的赞叹，然后善意提
醒，今生不吃此物，则枉来人世间
一遭矣。二是旅行导游式，除了介
绍美食本身，还有真真假假的历史
掌故，当地风光，如有古诗文，更
好，加上不可求证的溢美之词，然
后告诉你，要吃正宗的，须去某某
城某某店。此类书最多，写者也多
是资深吃货，确实见多识广。三是
文化学者式。此等人士，本非专写
美食，但平时注意生活品质，对世
间美好事物，处处留心，遇有美食，
则记之述之。天长日久，再结集成
册。虽无体系，却让人读后口舌生
津，回味无穷。如何赋美食以灵魂？
唯文化而已。如梁实秋、汪曾祺的
美食作品，如王晖的《箸代笔》。

《箸代笔》是王晖美食作品的
合编。作者乃报社总编，执笔为文，

是其本分。这八十多篇千字文，即
其平时感于心、发于情时所写，如
山泉涓涓之出高山大岳，渐成细
流，遇松则绕而过，见石则奔而下，
淙淙蜿蜒，自然而然，无唐突拥挤
之状。文章万千种，最妙是自然。作
者本是杂文名家、文化学者，信笔
所至，皆成文章。如《无为板鸭》，一
文的最后：“晚上回到合肥，斩切一
块板鸭，装满一大碟，就着讨来的
蘸汁，佐饭，但真切感觉没有中午
才出锅的那板鸭味道醇厚。最不堪
的是，剩下的板鸭，连着吃了数餐，
味道是一顿不如一顿，始信农家所
言的‘出锅饭最香’”。娓娓道来，如
春燕掠过西湖水面，轻盈而无意，
却回味无穷。能让美食文章成为审
美对象，这才是高明之笔。

读美食之书，除了希望知道美
食本身之外，更多的，是为了知道
美食背后的文化、美食以外的故
事。作者学识丰富，见识广博，常常
举一而反三，融学识修养于美食文
章之中，让人如入山阴古道，目不
暇接。如《解事豺》一文，知识点密
集，行云流水式的一篇短文，历史
掌故覆盖唐代、清代、现代与当代，

一文越千年，博古而通今，其内容
完全可以作一堂讲座，可谓举重若
轻。读完之后，又不禁会心一笑，领
悟古今一体，人虽不同而情景实
同。“呵，通过这次接待，捞得实惠
的大、小‘解事豺’定然不少”。如此
知人而论世，要言不烦，让人作会
心一笑之后，又掩卷深思。

文章之美，不外乎思想、知识
与趣味。三者而论，唯有趣味最难，
而《箸代笔》一书，妙趣横生，尤其
是文章结尾，特别精彩。如《上楼下
楼》结尾：“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
该说‘蟹之味鲜，魅莫大焉’，还是
应该说‘人之差别，判若云泥’”。
如《怒江美人》结尾：“只听说‘红颜
薄命’，孰料‘白颜’命运竟也同样
不堪。”如《好吃得让人惭愧》结尾：

“哦，此刻，我真高兴，高兴得让人
惭愧。”古文云，好文须俱“虎头、猪
肚、豹尾”三者，如此结尾，不正是
豹尾吗？

这样的书，不一口气读完，怎
叫人罢休？

我将《箸代笔》一口气读完了，
又写下了上述的感想。只想告诉
你，此书值得大家欣赏。

——读散文集王晖《箸代笔》

赋美食以灵魂

陈伟华 /文
春暖花开，静坐书房一隅，捧读

我市诗人江维中的新书《视觉》，对
我而言，就像开启一场心灵之旅。

《视觉》是江维中的一本抒情
诗集。抒情是江维中写作的一大亮
点。他的诗歌有书法的韵味，更有

画的典美。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位书
法家的缘故。从他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领略到他的生活范围、写作背
景、精神出处，以及想象的边界。

这本新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
版，共收诗125首，分为三辑。海岛、
渔火、礁石、讨海人、鱼货市场……
穿梭于现实与虚幻之间，诗人触景
生情，情因景生，互相映衬，最终达
到了情与景相融合的境界。

第一辑诗人用细腻的笔触，创造
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世界，使得人与
海岛、人与海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关于海浪，我想起山谷/想起幽
深里的松枝/一只鹰的俯冲，涟漪围
绕着岩壁滚动/想起草原，一堆堆洁
白的音标/在空中舞蹈的鞭声/云鱼一
般的掠过/想起你的呼吸，胸腔起伏/
草席间冒出的欲望/儿构建了母亲的
沙滩/百年躺进瞬间的城堡……”在
《关于海浪》这首诗里，诗人以独特的
视角，去观察和诠释海浪，从中发现
它更多的美。并通过意象的组合，表
达出海浪的深邃，使诗歌具有极强的
穿透力。

显然，在一些“海洋诗”中，诗

人设置的“我”“你”以及“我们”，构
成了深层戏剧化的对话关系。元
素、物象、细节、场景，不仅成为情
感、经验、记忆、生存和命运的精神
共时体，还成为共情的文化空间。

《看海》这首诗，虽然写得安然
恬淡，但掩盖不住里面浓稠的情
感。说看海，还不如说是对年轻时
的回味。海的味道，在一碗面、一碗
汤里。“橙色的，涩涩的感觉”，那是
年轻时的味道。走在叠屋之间，看
夕阳爬上岸堤，渔火相拥，不知不
觉，便勾起了对往事的回想，以及
对流逝光阴的珍惜。

第二辑收入了江维中“在路
上”的一些诗作，紧扣“游历山水”
这个主题展开。其代表作《谷雨》，
属于一首怀乡诗。每一个诗人都有
他的乡愁，而江维中则把自己的乡
愁，与故乡的雨水联系在一起。“一
场雨，落在成都，落在成都的郊
外”，这让他想到了故乡的雨水，一
提起，便觉得那雨水，正穿过衣衫，
绵绵不绝，不得释怀。这首诗，如同
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用笔之
处，尽是满满的诗情。

诗集第三辑，更多是面向时
间、精神，以及自我内在化的一种
审视。诗歌的自辨意识、认知趋向，
以及精神慰藉功能，不知不觉被激
活。诗作《午后》，从哲学角度，对人
生产生思考。诗人捕捉对时间的感
怀和喧嚣之后的孤独，以及心中的
另外一个世界。该诗不仅平实且富
有张力，有着深度的思考空间。

至于《星空下》这首诗，场景的
铺设和呈现，表达得不动声色。全
诗不着一个“我”，又是我之所见：
山脊的一片云、归鸟、寺庙的钟声、
灯笼、将睡的村庄、月光。“拉扯”

“晃曳”“碾压”等动词的运用，准确
而传神。要说前两节是描画铺设，
那么第三节便是诗境的延展。那广
袤的星空下，仿佛有不绝于耳的驼
铃。这一笔联想，使这首诗的意境，
得到了另一种升华。

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霍俊
明如许评价道：“对于诗人江维中而
言，面对一切熟悉或陌生的事物——
比如面对故乡和异地风景——都是
面向自我和词语的过程。诗人面对
的，不只是‘地方’，而是整个世界。”

——读江维中诗集《视觉》有感

坐观故乡云水地

我们在阅读世界名著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部被公
认为经典的小说，读罢掩卷沉思感
觉不过尔尔。此类情况，在笔者的阅
读经历中，可以说并不罕见——有
的可能是认知的局限，有的可能是
欣赏的差异，还有的可能由于小说
时代的变迁。譬如，笔者前段时间阅
读的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就归
属于最后一类。

笔者在阅读《老实人》之前，其
声誉早已如雷贯耳。然而，读完之
后，并没有收获想象中的那种“惊
喜”，反而感觉与预期的落差较大。
《老实人》讲述的故事，在笔者读过
的小说中，可谓屡见不鲜，无非讲了
主人公甘迪德（男爵妹妹的私生
子），因爱上表妹（男爵女儿），被男
爵逐出家门，从此踏上惊险奇特的
旅途故事。

不过，整个小说写得荒诞不经，
并不失幽默风趣，具有一定的可读
性，不至于味同嚼蜡。在主人公的那
次漫长旅途中，尽管作者用紧凑的
节奏，安排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天灾
人祸，让他去亲历、见证、思索、成
长，由此摒弃盲目乐观主义，变得中
庸实际。但这一切，在笔者看来，似
乎并不高明，很难与那类“经典佳
作”挂起钩来。

那么，是《老实人》的历代评
论者对它的评价产生了偏差，还
是笔者的认知有局限或者欣赏存
在差异？细想之后，窃以为均不归
属于上述因素，问题出在时代的
变迁上。事实上，《老实人》是十八
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而笔者所

处的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这
中间已整整相距了两个半世纪，
以如今的目光回望往昔，难免会
显得陈旧落后。

不光是《老实人》，在阅读其他
世界名著时，笔者也时常会出现这
种心理落差，特别是创作时代久远
的作品，无论文本创新度，还是故
事新鲜感，甚至于思想先进性，总
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打些折扣。这如
同十九世纪中期发明的碳化竹丝
灯，终究无法跟二十世纪末改良的
白光LED灯相媲美，但并不影响它
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所作的
贡献。

纵观十八世纪中期的法国，贵
族和教会占据着统治地位，普通
民众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之中。当
时推行的蒙昧主义，更是迫害了
思想进步者。在那种时代背景下，
作者在《老实人》中虚构了一个理
想社会，还让主人公认识到“地球
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并在结
尾喊出“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田
地”，无异于“肩住黑暗的闸门，在
铁屋中呐喊”。

难怪乎，《老实人》的作者伏尔
泰，作为新思想的传播者，被称为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的泰斗”，并被后人誉为“法兰西思
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

“欧洲的良心”等。而这部创作于
1759年的哲理性讽刺小说，则被公
认为是“伏尔泰在反对专制主义和
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
级君主立宪制的斗争中创作的不
朽作品”。

浅谈《老实人》的
阅读落差及时代意义

𝄃说小说

程和平 /文

卢江良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