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生于公元701年
（或699年），死于761年，他
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原
籍祁（今山西祁县），后迁
至蒲州（今山西永济）。他
年轻时中过进士，当过给
事中（五品官，能接触皇帝
的奏章）这样的官。安禄山
叛军攻陷长安后时，他曾
被迫做官。平叛后，降了
职，后来又担任尚书右丞，
成了四品官。奸臣李林甫
执政时，王维由于政治上
不得意，便到了蓝田的辋
川，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
王维生活在辋川，创作在
辋川，死后又葬于辋川。

王维九岁时就会写诗
写文，琴棋书画样样皆通，
其中诗和画成就都最高，
宋代的苏东坡称赞道：“味
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
诘之画，画中有诗。”他的
山水诗写得更好，与孟浩
然合称“王孟”。由于晚年
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所
以，后世人称他为“诗佛”。
著有《王右丞集》。下面讲

一个有关重阳节的故事。
《续齐谐记》是一本古

书，这本书中记载着一则
故事：汝南人桓景，跟随费
长房学道。一天，费长房对
桓景说：“九月初九那天，
你家将有大灾，但有法破
解。你让家人各做一个彩
色的袋子，里面装上茱萸，
缠在臂上，登上高山，再饮
菊花酒。这样就可以躲过
灾难。”

九月初九这天，桓景
一家，按照费长房说的去
做。傍晚回家一看，结果，
家中的鸡犬牛羊都已死
亡，而他们因外出而安然
无恙。

这仅仅是个传说。其
实，重阳节这天人们身插
茱萸、饮服菊花酒，使我们
联想到端午节的悬挂艾
叶、饮雄黄酒的习俗。端午
节是春夏交替之时，重阳
节则是秋冬交替之时，都
是疾病容易流行的时节。

这说明我们祖先有预
防疾病的科学思想。茱萸
是中药，《中国药学大辞
典》解释：本品南北皆可，
入药以“吴地”为佳，所以
又称吴茱萸。

先解释几个词语。
1.登高处：“登高处”三

个字中，“登高”是一个词，

“处”是一个词。登高，即登
上高山，指农历九月九日
登高的习俗，这天叫重阳
节，也叫登高节。处，当时
候讲，不当处所讲。登高
处，即登高的时候。

2.兄弟：应指弟弟，不
是指哥哥与弟弟；因为王
维弟兄共五人，他是老大。

3.茱萸：是一种常绿带
香的植物，也是中药，据说
可以祛病避邪。

现在，我们来赏析这
首诗。

首先，看看第一句“独
在异乡为异客”。有的书上
说这句诗是写“年轻的士
子独自游历在外，漂泊无
依，孤独凄然”的情感。这
种说法不妥。因为王维当
时在长安不是“游历”，是
准备求取功名；不是“漂泊
无依”，而是交往甚广；不
是“孤独凄然”，而是“艺压
群雄”。应是“春风得意”之
时。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
要写一个“独”，两个“异”
呢？其实，这正是这首诗的
奥妙所在！

一个“独”字，告诉读
者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
是那时只有王维一个人在
外，他的亲人都不在身边；
二是那时他接触的人再
多，也没有像亲人那样无

话不说的感情。两个“异”
字，分明告诉读者，京城虽
然美轮美奂，花团锦簇，却
并非自己的家乡，它也许
能够吸引别人，但无论如
何也无法动摇诗人那浓烈
的思乡之情。所以，一个
“独”字，两个“异”字，传递
的正是王维这位诗人独有
的那种纯真的亲情与乡
情！

用极少的字，表达极
其丰富的思想情感，除了
王维，还有几人？

其次，看第二句“每逢
佳节倍思亲”。这句中的点
睛之词语，是“每”和“倍”。
一个“每”字，告诉读者，没
有哪一个“佳节”不想家
的。一个“倍”字，明里是
告诉读者，“每逢佳节”他
就加倍地“思亲”，暗中却
启示读者：一是诗人在京
都不仅佳节时“思亲”，而
且每时每刻都在“思亲”，
只是佳节时这种感情更为
强烈了。二是诗人不仅是
“思亲”，而且也在思乡呀！
因为家乡过节时的那种场
面、那种氛围，在京都是感
受不到的。

最后，看三、四两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
萸少一人。”这是说，在九
月九日重阳节这天，王维

格外想念亲人，尤其是他
的几个弟弟。小学语文教
师用书里，居然说：登高
处，就是登上高的地方。这
是错误的。这里，“登高”是
一个双音词，指登上高山；
“处”是一个单音词，指时
候。在古汉语中，“处”字有
时表示时间，当时候讲。李
白的《秋浦歌》写道：“白发
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
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其
中的“何处”就当“什么时
候”讲。

所以，三、四两句的意
思就是，诗人在遥远的京
都好像感觉到，他的弟弟
们登高的时候，身上都插
上了茱萸，他们在说：“今
天我们之中，就少了大哥
一个人啊！”

明明是诗人在思念弟
弟，却不说出来，而偏偏要
说弟弟们在思念自己。这
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艺术
呢？研究诗词的学者，给它
起了个名字，叫“对写法”。
“对写法”即“主客移

位法”。是我国古典诗歌中
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
所谓“主”，即抒情的主体；
所谓的“客”，即抒情主体
所关注的人或物。

诗人在表达主观情感
的时候，往往不从自身写

起，而是把抒情主体"我"放
在客体的位置，把客体放
在抒情主体的位置，假想
客体对“我”的思念、牵挂
等复杂情感。明明是他想
着人家，却说人家思念着
他；明明是你自己孤独，却
说是对方凄凉；明明是我
望月思乡，却说是对方看
天怀人。

王维这首诗用“对写
法”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思
念，正说明他有高尚的情
怀：诗人好像对他的弟弟
们说：大哥想你们，可以忍
着，或者把这种痛苦放在
手掌里掰碎，可你们想大
哥，该怎么办呢！

所以，“对写法”的本
质，并非哪一个文人想出
来的写作艺术，而是具有
高风亮节的人们，从内心
里流露出的一种对他人的
深切关爱！他思念着家
乡，他爱恋着亲人，但他
不知该如何表达他的这
种感情。这是怎样的一种
辗转反侧的痛楚，这是怎
样的一种揪心撕肺的惆怅
啊！

你可以用“对写法”写
一首短诗或短文吗？你还
能想到哪一首古诗中的
“处”字，也当“时候”讲吗？

文/李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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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章谈古诗词

画家用色彩、线条等表
现手段构成画面，直接作用
于人的视觉。文学家则借助
于文学语言这个特殊工具
描绘人生图画，在读者的想
象世界中间接地构成鲜明
而丰富的艺术形象。所以高
度的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
突出特征。

不少人都读过叶圣陶的
童话《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外
表很漂亮，很神奇，传说能开
出世界上最美的花。它被一
位勤劳的农民种进庄稼地，
很快出现了奇迹：
“田中心的一方泥里，有

碧绿的一线露出了。隔几天，
碧玉一般的茎条挺出来了。
再隔几天，开出一朵美丽到
说不出的花来，颜色是红的。
那朵花放出浓厚的香气
……”

看到这里，读者多少有
点不满足。还想知道：这花究
竟是怎么开的？究竟美在那
儿？要是这两点不写清楚，种

子的“神奇”就要打折扣了。
于是，作家把上述文字就改
成下面这个样子：
“没几天，在埋那粒种

子的地方，碧绿的象小指那
样粗的嫩芽钻出来了。又过
几天，拔干、抽枝，一棵活象
碧玉雕成的小树站在田地
里了。梢上很快长了花苞，起
初只有核桃那样大，长啊，长
啊，象桔子了，象苹果了，象
柚子了，终于长到西瓜那样
大，开了。瓣是红的，数不清
有多少层，蕊是金黄的，数不
清有多少根，由花瓣上，由花
蕊里，一种新奇的浓厚的香
味放出来……”

这回，可把开花的经过
和情状明白、具体、饶有情趣
地说出来了，特别是把“美丽
到说不出的花”，明白、具体、
饶有情趣地“说出来”了。明
白、具体、饶有情趣，正是文
学语言形象性的体现。作者
在创作过程中，尽量剔除模
糊、笼统、抽象概念的语言，
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形象化
语言。反映出作家对文学语

言形象性的理解和追求。作
家创作时，脑海中不断浮现
各种各样的形象画面，这是
形成文学语言形象特征的
一个重要原因。

用语言“说”出图景，毕
竟不如用色彩和线条画出的
图景那样切实、确定。光从这
一点看，文学语言的形象性
似乎比不上“绘画语言”。但
是，文学语言提供的艺术形
象能使读者留下宽广的想象
余地，而且可以不受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自有它特殊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叶圣陶童
话《火车头的经历》是这样介
绍火车头的：“我（火车头）的
大轮子只要转这么几转，就
是世界最快的马也要落在
背后。我有一只大眼睛，到晚
上，哪怕星星月亮都没有，也
能够看清楚前边的道路。我
的嗓子尤其好，只要呜———
呜———喊几声，道旁边的大
树就震动得直摇晃，连头上
的云都会像水波一样荡漾起
来。”这样生动的形象，画笔
未必能画得出来。文/田 彬

我与杨瑛相见总是在
会议上，这次也是在草原文
学论坛会上，她飘忽而来，
送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河
流》，这是作家出版社今年
出版的，属于草原文学重点
作品创作工程第六辑中的
一本。她只是把书放到我
手上，没再多说什么，我
说：“我写个评论吧！”那一
刻我隐约觉得这里面有缘
在。果然我读这本书时，在
《繁华，不过是一掬细沙》
一文中就发现了那缘。杨
瑛在这文章里提到前苏联
出版的散文集《金蔷薇》，
她是讲述“北漂”徐钢的故
事时提到的。让我想起当
年我读这本书时，杨瑛还
没有出生，不同时代的人
都被同一本书感动。杨瑛
用她生命中的岁月收集着
生活中的金沙，熔铸成自
己的金蔷薇。那些金沙来
自生活的河流，看来取“河
流”为书名颇有深意。书中
头一篇散文就是《河流》，
杨瑛用这篇寻河流的根，

寻自己的根。寻来寻去，她
发现自己寻找的是这个充
满迷惑的世界的根。于是
她写道：“一个微小的时间
量，一个微渺的族群，不会
令大自然慌张。荒诞和异
化，环境的无依，精神的无
根，是人类自身的伤痛。”
她还写道：“人是一个弱小
的生灵，所有的变异，只是
为了生存。”散文的思考把
她引入了今后创作的母
题：人的存在真相。

切入母题是杨瑛的幸
运，接下来的幸运是她知
道她所写的是散文而不是
哲学论文，于是她关注每
一个人、每一件事和每一
种日常体验，随后才有对
这个世界的形而上的思
考。例如她在散文《端午》
中，先写自己的父母的人
生故事，再写自己如何重
复着父母的故事，接着写
女儿又在重复着自己的故
事。那是叙述如何包粽子
如何过端午节的故事，全
都是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

节，她有意没有如《河流》
那样做出结论，有意把结
论留给读者。

杨瑛还用她的散文
发现了人的另一些生存
状态和存在真相。她把亲
朋好友、同事、陌生人的
故事当成探究对象，生活
中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
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
一个深邃的或者幽默的
想法，人的灵性的每一个
微小的跃动，同样，还有
一朵报春花或者一台古
老的打字机……在杨瑛看
来都是珍贵的金沙，用来
打造的金蔷薇则显示出人
的存在样式。

由于人是一种未完成
的存在，人的尊严就在于不
断追求尚未存在的一切。文
学也就是一种追求方式。

当杨瑛用文学诠释人
生的时候，人生也诠释了文
学。文学也就是杨瑛活着
的方式、思考的方式，此
生她是文学的人。

文/李 悦

文学语言的形象性

◎◎田野拾穗

杨瑛散文集《河流》———用文学诠释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