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根文化达人

●●●●● ●●●●● ●●●●●C YM

副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华青 电话：0579-85381010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校对：陈庆彪4

吟诵，中华古代文化中一颗璀璨
的明珠，被称为“最美的中国式读书
法”。而百年前，自朗诵之法传入，吟
诵渐成绝响，濒临失传，张希福是义
乌吟诵传承人之一。“抢救只是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对吟诵的传承，要让
更多人了解吟诵，学会吟诵，让吟诵
代代相传。”张希福说，“听的人多了，
就开始有想学的人，对于这些有兴趣

学的，我们应该时常帮他们点拨一
下，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吟诵。”

“吟诵是一门学问，如果稍微了
解一点吟诵的常识，大家应该清楚这
门学问在古代是很难自学的，基本都
是师徒通过口耳代代相传的。”张希福
告诉记者，吟诵有吟诵的规则，在吟诵
的过程中，诗词的每一个字的音调都
非常讲究，老一辈的学者吟诵的音调

基本都是从上一辈的学者中继承而来
的。尤其吟诵是特别强调师承，不是你
想怎么吟诵就怎么吟诵。

15岁时因日军侵略，张希福选择
投笔从戎。1950 年，张希福回到了义
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先
后在何斯路、分水塘、平桥、鲤鱼山、
里经等七所小学当过代课老师。一直
到 2001 年，他还在三尺讲台兢兢业

业地上课，先后被夏演乡教办评为
“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被何里乡
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

“每个地方的方言各不相同，以前没
有普及普通话的时候，大家学习诗歌均以
方言为主。但现在，会用方言吟诵的人却
不多了，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声音录下来，
传下去。”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吟诵教育
研究中心采录组志愿者梁粤桂如是说。

吟诵 应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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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良能（1120—1205），字叔奇，

号锦园，人称香山先生，南宋诗人。他

出身于书香门第，曾担任过兵部郎中、

工部郎官，后人因此称他的出生地为

“郎官里”。陈亮曾这样评价他：“于人

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辄

不释。其为文，精深简雅，读之愈久而

意若新。”著有《诸经讲义》《家帚编》

《忠义传》《香山集》等。

观田家宴集
村落秋气高，凉飙泛林莽。

田家刈获闲，斗酒劳良苦。

瓮瓯间竹箸，杀鸡仍具黍。

昏昏灯火照，草草杯盘举。

初喧鹅雁声，中静儿女语。

醉来或田歌，散去亦社舞。

不信五侯家，软盘荐肥羜羜。

乡间村庄，秋高气爽，习习凉风穿越丛
生的草木。农民们已经收割完稻谷，终于有
了闲暇的时间，就用斗酒来犒劳自己这段时
间的辛苦。桌子上，大大小小的碗盘之间还
零散地摆放着竹筷，农民们杀鸡享用的同时
也不忘准备粗粮。在昏暗的灯火映照下，隐
隐约约看见那盘子、杯子不断地在移动着位
置。开始的时候，男男女女们喝酒娱乐，声音
像鹅和雁鸣叫一样喧闹，到后来，大家渐渐
安静下来了。酒足饭饱，农民们喝醉了就会
引吭高歌，离去时跳起乡社祭祀的舞蹈。从
不羡慕什么王侯将相之家让侍女手捧佳肴
的富贵生活。

绍熙元年（1190），喻良能上书告老，朝
廷准他还乡。宋光宗亲斟御酒为他送行，并
给喻良能画功臣像。皇帝题辞：“戎之道，严
优并隆，有文有武。噫，斯人也，实有掀天护
国之功。”并赐赞：“其心甚良，其貌甚庄。持
心清简，节持凝霜。助夫兴国，于世有光。”
喻良能衣锦还乡，乡人引为荣耀，刻石立
碑，名其里为“郎官里”。喻良能在香山筑室
安居，建“亦好园”，内有亦好亭、磬湖、钓矶
等景。饮酒会友，吟诗自娱，逍遥幽闲，留下
许多佳作。

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和南朝谢灵运，
除了陶、谢，代表诗人还有唐代王维、孟浩然
和宋代杨万里等人。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
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
长。《观田家宴集》以田园为审美对象，诗境
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
用白描手法。诗人把细腻的笔触投向悠闲的
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
表达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凭空得来的。被
誉为“乌伤四君子”之一的。喻良能也曾有过
苦读的童年。

喻母剪发

喻良能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长兄良
倚，弟良显、良材、良弼。小时候，父亲在外游
教，家业经营全部由母亲一人承担。喻良能
读书时家道已经中落，母亲有时候只能变卖
一点嫁妆来支付老师的薪酬。有一天，老师
带着一个友人到喻良能家做客。刚好家中缺
钱，于是母亲剪下自己的头发拿去卖掉，买
回一条鲜鱼来招待客人。老师知道后深受感
动，对喻良能兄弟说：“我不把你们培养成
才，决不罢休！”就这样，老师的专心尽职使
喻良能兄弟更加发奋读书，进步很快。之后，
喻良能和兄长喻良倚一起应试，一起进入太
学。几经拼搏，终于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
同榜中进士。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吟诵之诵，不是朗诵之诵。吟诵的
诵，是遵循传统的规则，表达诗歌的

“言外之意”。吟诵在古代，如同识字、
写字一样，是一种基本技能。

张希福是义乌吟诵传承人之一。
他出生于 1925 年，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人。作为一名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老兵，张希福历经岁月沧桑，
仍精神矍铄。日前，记者在分水塘老家
见到了96岁高龄的张希福老人，他与
北京来的吟诵教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
交流当年读私塾的情景，谈起年少读
书的时光，老人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
历历在目。

张希福：悠悠吟诵 代代相传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游子吟》是唐代孟郊所作，
是一首母爱的颂歌。此诗情感真挚自
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
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
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张希福
老人在现场吟诵了此首诗，让在场的

老师们真切感受到了传统吟诵方法
的音律之美，也让村民们了解了义乌
方言的吟诵方式。

“吟诵曾经是私塾、官学里读书
学习的基本方法，是每个中国学生、
文人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张希
福老人告诉记者，在以前私塾课堂
上，老师一般不在黑板上写字，都是
老师教一句学生跟一句。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吟诵是汉诗文的传统读法，自古读书
皆吟诵，以前所谓“读书声”今天称为

“吟诵”。千年以来，吟诵在学堂里和
文人之间代代相传。吟诵讲究吟诵规
则，要求平长仄短，依字行腔和文读
语音。

吟诵 带来诗意盛宴

张希福与吟诵结缘，是极早远的
事了。在城西街道分水塘村，自古读书
氛围便非常浓厚，尽管张希福年幼时
家里很穷，但父母仍坚持让他上学读
书。张希福儿时上过几年私塾，当时的
私塾先生在教授古文时采用正是吟诵
的教学方法。“私塾先生在上课时候经
常哼诗，久而久之，那个旋律就印在了
脑子里，慢慢地自己也会哼了。”张希福
告诉吟诵教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老
师教古文时，沿袭了私塾一套的教育方
法，唱着讲，自己听着听着就学会了。”

“上古文课有时就像上音乐课一
样，我从小好学，原本是怀揣学习梦想
的青年，却因日军的野蛮侵略而选择
从军。记得当时我们一间房间，有很多
年级的学生，听着听着就学会了吟诵

《岳阳楼记》。”张希福说，《岳阳楼记》
他又跟着私塾老师学了几遍，后来自

己又经常默默地哼着学习的，但并没
有学得很像。当年，老师没有告诉他这
叫“吟诵”，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吟诵，就
是很自然地读读、唱唱、讲讲。

据悉，吟诵也是我国古代教育最
基本的教学方法之一，有其重要的教育
价值。吟诵讲究字正腔圆，也就是声母、
韵母、声调都很清楚，而且一般拖得比
较长，所以在儿童启蒙教学阶段，可用
来识字正音。吟诵又是一种用声音表达
的理解，或是感性的体悟，吟诵教学法
与讲解教学相配合，作用巨大。吟诵对
于教育最明显的功用，是激发学习兴
趣，让学生主动学习。古人形容儒家的
学校，常说“书声琅琅”，即读书声美妙
动听，又说“弦歌不绝”，就是学校里随
处都有歌声，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吟诵
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解。此外，吟诵还是
人格和品性培养的重要方法。

吟诵 结缘已是极早

张希福老人接受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吟诵教育研究中心采录组采访。

张希福老人。

▢ 王曙光

前些天，义乌地方文史和乡贤文
化的研究者楼跃陪同101岁的吴新华
老人，访问母校义亭中学和爷爷吴源
创办的民义学堂（现为义亭小学）。

义亭自古文运昌盛，名士蔚然，韵
动浙中。作为吴源之孙的吴新华，重踏
崇文重教之地，心中自然无限感慨。

义亭中学的幢幢大楼，八十年承
载着许多人的青春和梦想，见证了一
批又一批莘莘学子成长成才。义亭中
学前身是上海君毅中学义乌分校，距
今已有八十多年，当年吴新华是该校
首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史馆，慈眉善目
的吴新华凝视着“君毅”中学创始人黄
造雄遗像，沉思良久，试图打开记忆的
闸门，最后肯定地说，“黄造雄是校长，
我见过……”言语间，仿佛回到了抗战

时期的学生时代。
义亭小学被誉为一所有教育梦

想的小学，历任二十八位校长身负使
命，百年树人，绽蕊吐香，先后被评为

“浙江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浙江
省课外阅读先进学校”。在民义学堂
楼前，吴新华久久驻足。120 年前，爷
爷吴源创办了民义学堂。今天，老人

站在义亭小学，望着健康成长的小学
生，望着环境宽敞、绿树成荫的美丽
校园，感慨万千。

这时，校长余春来指着前面的一
排樟树说：“这些树是从老校园移植过
来的，极其珍贵而有意义……”他还表
示，缅怀吴源，不仅要学习吴源重视教
育、创新办学的崇高精神，更要将义亭
小学建设成模范一流的学校。

吴源（1876—1933），字芷泉，一字
芷潜，原名养源。他幼年丧父，师事稠城
楼炳文学习经史，由于攻读甚勤，应县
试一举中得榜首。光绪二十六年补博士
弟子员，次年以高等补增生。就在吴源
初露锋芒之际，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
堂。于是他重回石塔村，毅然自筹资金，
于1900年在家创办了民义学堂，立志
授徒延业。后来其深受辛亥革命爆发的
影响，入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任主事，

并先后任刑事司司长、参事兼司法储材
馆教习达十七年。

近观民义学堂，怀念百年先人。
缘何要计划安排百岁老人吴新华

的义亭之行？据了解，热心研究义乌地
方文史的楼跃，其曾祖父楼虎臣（又名
楼炳文）是民国时期乡贤名宿，曾任义
乌劝学所所长，系义乌首任商会会长
并连任四届。他早年培养了众多优秀
学生及青年才俊，吴源就是优秀学生
中的代表。“亦是两位前辈渊源颇深、
情缘所致吧……”楼跃感叹道。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代代好学
尚文之士留给义乌（包括义亭）的，绝
不仅仅是一栋栋大楼、一座座铜像，他
们留给后人的德育思想、教育理念，及
绵延不绝的文脉和精神，正在这里凸
显精华。每每品味，依依捧读，仿佛走
进了时空隧道……

百岁老人吴新华的义亭记忆

▷采访当日，张希福签下授权
书，将吟诵的《游子吟》片段，授权给
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吟诵教育研究中
心采录组出版。

吴新华老人在民义学堂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