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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静娴
通讯员 徐平平

近日，《澳大利亚人报》披露了一个隐

藏已久的秘密，那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澳军常规潜艇对中国进行侦察时，专

门培训了一批女兵学习中文，负责监控中

文语音通信。当时，我国应对的办法是，

担任机密通信的话务员不说普通话，而是

说一种流传区域非常小的地方话——江

山话。因此，当时浙江江山大批男女学生

入伍，成为通信兵。江山话词汇丰富，表

现力极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体系，能表

达许多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难以表达的意

思。如果再经改编，使用暗语，就是江山

本地人也不太听得懂，抗日战争时期，江

山话就为情报工作作出过巨大贡献。

而在今天的江山，有一位91岁的退

休教师姜洪水，一直为研究和传承古汉语

活化石——江山方言而努力着。

“当兴趣牵着你鼻子走，停都停不下来”
“其实江山方言里的很多字都能在普

通话里找到相对应的字。比如说，江山人

经常用‘yue’来代表‘说’的意思，其实就

是‘曰’字。这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

江山人其实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

一提到方言，姜洪水老人就像一个想要

将自己珍藏的珠宝拿出来分享的孩子，话

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江山人称泥块为

‘泥pu’，在《说文解字》中有：‘墣（pu），块

也。’；再比如，江山话母亲发音（jie），我们

可以在《广雅·释亲》找到相对应字‘毑’

‘毑，母也。’……江山话保留了诸多古汉

语的痕迹，研究价值极大。”提起任何一句

江山话，老人都能将寓意、出处信手拈来，

这绝不是一时之功。

2013年姜洪水所著的《江山话浅解》

出版，“从1973年到2013年，我研究了40

年江山话才完成这本书”。姜洪水告诉记

者，1973年他偶然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拼音字典，附录

中印有一份浙江方言字，江山方言占了40

个条目，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我当时

觉得，江山话居然能写出来，简直太神奇

了。当时我就买下这本字典，凭着兴趣开

始对江山方言进行研究。”

要研究方言，就得了解地方，为此，姜

洪水跑遍了整个江山。廿八都镇是离城

区最偏远的乡镇，离市中心60余公里，姜

洪水就跑了三趟，他就这样用双脚丈量江

山的每一片土地。

“父亲退休后，他就没有休息过一

天。天天在那里研究方言和汉字。”女儿姜

育芹告诉记者，每次外出，姜洪水都会留意

大家讲的方言和当地的乡土文化，一听到

自己没听到过的，就会跑去问个究竟。

“有时候父亲在外面，身上没有带本子，

想到什么，就用随身带的药盒记下来。随

时想到随时写，他的衣服口袋上都沾上

了墨水。”姜育芹说，“他是那种喜欢什么

事情就会坚持做下去的性格，很有恒心和毅

力。”如今，这些两寸见方的资料小卡片都被

摆放在一个个盒子中，整整齐齐。

“当兴趣牵着你鼻子走，停都停不下

来。”姜洪水回忆起自己某次下乡工作，在

一个池塘边看到妇女一边洗衣服一边聊

天。“她们说方言我很感兴趣，就一直站在

旁边，听到什么不懂的我就问，就这样直

到她们洗完衣服回家。”在他的言谈中不

见丝毫倦意，有的只是对方言以及乡土民

俗文化的渴求。

2000年，姜洪水所著《江山方言字考

释》出版，书中收录农村杂字434个；2006

年，他又撰写并出版了《江山杂谭》，这本

书集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讲述江山方

言、地理历史与风俗人情。

“育人，不必管是否站在讲台上”
年轻时在华东扫盲干部学校学习过

的姜洪水，曾师从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

张世禄先生。“先生教我们时候，我就对文

字非常感兴趣。”而张世禄先生严谨的治

学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姜洪水。

韵

韵是声音有节奏，

一首诗中分布匀。

单句末字不押韵，

双句必须韵脚明。

这是姜洪水为学生加深记忆，自己创

作的汉字打油诗。近些年，江山市图书

馆，多个社区、自然村经常邀请姜洪水为

小学生讲解方言字、常用汉字的知识。“在

金坞村的一次讲课结束后，几位学生和

家长争相要同我合影。教了一辈子的

书，谁想到八九十岁居然也有‘粉丝’。”

对姜洪水而言，教书育人与他是否站在

讲台上没有太大关系。到1988年退休，教

鞭一挥就是40载。作为文教局教研室函

授站的教师，他的学生更为特殊——江山

市的小学语文教师。

在女儿姜育芹的印象中，每次上课后，

父亲总会收到很多信件，里面装着教师们

的作业。姜洪水比照着花名册一个字一

个字地检查作业，将错别字抓出来登记。

待下次上课，就让教师们一个字一个字地

纠正、听写，几十年不见他有一点儿放

松。“教师都会写错别字，把学生教坏怎么

办？”在姜洪水看来，文字是马虎不得的，

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识记、去研究。“知识

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下来的，然后才

能做到融会贯通。”

“喂，您好。请问是姜老师吗？我是

一名乡土文化爱好者，打电话给您是想向

您请教一下……”自从20年前，姜洪水将

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公之于众后，打电话过

来的都是和他有共同志向，想要向他请教

的人。

姜育芹告诉记者：“我们家的电话20

年没换号码，我父亲怕换掉以后别人找不

着他。”

研究乡土文化与方言、汉字；为学校

编写乡土校本教材，开设讲座；应广播电

台、电视台之邀录制音频、视频……老人

做这些事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将家乡的

文化传承下去。

“有些事，我觉得应该继续做下去”
“《江山话浅解》类似于一本方言字典，

共收集了3000多条江山民间方言词语，

附录江山方言字230个，当时我们就惊叹

91岁的老爷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

江山市教育局的一位老同志感叹。今年

上半年，姜洪水向教育局捐赠自己所著的

两本书。“江山方言已经传承数千年，很多

孩子从小生长在城里，都忘了方言怎么

说。有了拓展性课程后，我就想着送两本

书给我们局里，看看学校是否有条件把江

山方言的知识也给学生们讲一讲。”

“今年我已91岁，还能吃几年饭神

仙难卜。但有些事，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做

下去。”对未来几年，姜洪水已有明晰规

划。对汉字感悟颇深的他，更牵挂的是

学校的师生。“很多汉字是讲得出造字道

理来的，懂得这些道理，不仅能提高学生

的识字兴趣，而且能深刻理解，牢记不

忘。我想，语文教师如果能够加深这方

面的钻研，为学生提供常用汉字的具体而

有趣的解释，肯定能大大提高学生的语文

学习效果。”

数十年下来，姜洪水编写了多份识字

资料，受到不同年龄层人群的欢迎。

《江山杂谭》出版后这十几年来，老爷

子又有新的积累，他希望出版一本《江山

杂谭》续集。另一部心血之作《江山话浅

解》，他也希望能将这些年新收集的300

余条词条补充录入，出第三版。“江山方言

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应当让孩子们了解，

我愿在这方面出一点力。”如今，家乡文化

遗产日益受到重视，除方言文化外，地名文

化、乡土民俗、古城文化……姜洪水操心的

事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今天还有人用古汉语作为日常口语交流，浙江江山的方言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痕迹，是古汉语的活化石，一位91岁
的老教师一直在默默地研究它。

当你听人说江山话时，听到的就是古汉语了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彩红

应该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我曾经

去过语文老师的书房。她的书房里

有三个书架，上面放着许多书。当时

的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更别提什

么书房了，因此特别崇拜和羡慕她，

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有一间自己的

书房，书房梦就此扎下了根。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是个三

居室，但是因为孩子还小，需要有人

照顾，本可以做书房的房间成了客房。

直到2008年，我终于开始打理

属于自己的书房。欣喜之余，我陆陆

续续地置办书桌、书柜，整理原先堆

放在阳台以及其他角落里的书籍。

在我的精心布置下，书房就成了我最

爱的“秘密花园”。我把书房取名为

“漫时光”，意为给心灵找一方独处的

空间，远离一切凡尘中的纷扰，独享

这慢悠悠的时光。

我的书房并不大，但是干净、明

亮、温馨。书桌靠窗摆放，光线很好，

桌上有绿萝、万年青、观音竹等绿植，

它们看起来总是那么绿意盎然，令人

心旷神怡。

墙壁的一面立着高低不同的四

个书柜，藏书多半都是我爱看的，中

外名著、诗词散文、畅销小说、教学用

书等等，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排

列。我随便想起一本书名，就能立即

找到它。

墙壁的另一面是一个书架和一

个小圆桌，通常桌子上放个黄铜小香

炉、一盆装饰花、两三本书。挨着小

圆桌有张舒适的沙发。周末得个空

闲，我喜欢把书房的窗户打开，让空

气流通，然后点上一炷檀香或者沉

香，煮一杯咖啡，放一首优雅的音乐，

就那么懒懒地斜靠在沙发上，在袅袅

烟气中看书，思考。

静夜坐拥书房，沏一杯清茶，

点一盏心灯，伴一窗幽静，在书香的

氤氲中，让心随着文字游走，没有任

何人打扰。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

“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

中。”尤其在下雨天，这种惬意感会

更强烈些。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书

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我

的书房是我“补课的教室”，在这里，

我备课、改作业、批试卷、写论文，认

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提升专业素

养；我的书房也是我心灵的花园与食

堂，坐卧行走其间，与圣贤对话，与良

朋谈心，虽谈不上做什么大学问，却

也总能在读写、漫想、比较中咀嚼到

淡淡的喜悦，感悟人生的哲理。这就

是为什么我至今默默无闻，却仍能自

得其乐的原因。

欢书有感

漫时光

建成时间：2008年

书房面积：15平方米

藏书数量：1000册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
张 韡

我一收到裘志刚的《让我成为孩

子的偶像》一书，就马不停蹄地读了

起来。裘志刚是我们学校的书记，很

早就开设了“让我成为孩子的偶像”

微信公众号，我是公众号的“钢粉”。

裘志刚每天都会用自己独特的眼睛，

发现并分析教育问题，“惊艳”我双

眼，“洗礼”我内心。在他的引领下，

我也开了一个公众号，也开始每天坚

持写东西，也希望能像“偶像书记”一

样，做一个有心人，用

自己的眼睛记录为人

师的快乐。

《让我成为孩子

的偶像》全书分为三

辑，分别从“陪孩子快

乐地成长”“看孩子不

同的成长”“想孩子健

康地成长”三个角度

对教育中的种种问

题进行深入剖析。字

里行间，无不充溢着

为人父的款款深情，

也多有为人师的谆谆

教诲。我能在书中找

到一颗赤子之心、一

颗坦荡之心，没有故

作高深，没有故弄玄

虚，只有朴实的言语，

扎实的内涵，平实的

生活。

书中，父女间因

为10元零钱引发的讨

论，让人重温勤俭持

家的美德；“不必羡慕

人家孩子成绩这么优

秀”的反思，让人见识

志存高远的阔达；“学

琴四不原则”的坚持，

让人更深刻体认兴趣

的价值；“一枚国际象

棋子”的故事，让人分

辨人格养成的正道与

歧途……

我是一名二年级

学生的家长，也是一位在教育工作岗

位上耕耘了10多年的教师，读着这

本书，收益良多。我最有感触的是第

三辑中的一篇美文《父母如何成为孩

子的偶像》，作者写道：“做一个孩子

心中的偶像，需要作为父母的我们沉

下心来，去研究思考自己的家庭教

育，努力学习，成为孩子成长的奠基

石，孩子就会听你的，更会喜欢你

的。”是啊，我必须要和孩子一起成

长，让自己成为孩子的偶像。

回想自己的人生，曾经有过很多

偶像，比如父母、师长、明星……人有

偶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偶像就是目标，就是前

进的方向。珍惜那些与偶像共勉的

岁月，那里有汗水，有泪水，有一路行

走的风景。孩子的每一次进步、每一

个偶像，都是一个观念的挑战。但愿

我们在感慨时光匆匆的同时，都能在

偶像那里重温人生目标，收获内心平

静，体会生命快乐。

书 名：《让我成为孩子的偶像》

作 者：裘志刚

出版者：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让
我
们
都
成
为
孩
子
的
偶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