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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抒写与生命感悟
董鸣鹤携新书《诗歌里

的光阴》分享创作心得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近日，集美

文艺讲堂第143期在厦门工学院举
行。厦门工学院教师、作家董鸣鹤携
新书《诗歌里的光阴》分享创作心得。
该书系“集美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
持项目”。

《诗歌里的光阴》是一部关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诗性散文集。本书以诗性
思维与语言来解读古代文学文本中的
自然、节日、诗人等，共四章23篇，集
中表达了董鸣鹤对生活的感喟、创作
执念与文化敬畏。

董鸣鹤说，《诗歌里的光阴》前后
写了六七年。写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查
找原始资料，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古
籍和传统文化著作。

董鸣鹤出生于安徽。因为一些原
因，高中辍学，随后在家乡务农，又北
上天津做学徒，当油漆工，挣钱谋生成
了他当时生活的底色。艰苦劳累的小
工生活并未磨灭他那颗孜孜向学的
心。后来，他重新返校求学，先后就读
于安徽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大学，2018年来到厦门高校任教，完
成了生命蜕变和人生转折。董鸣鹤表
示，独特的经历让自己的内心深处有
许多生命感悟，这便构成了这本散文
集的情感基调。

厦门工学院博雅教育学院院长陈
国军认为，董鸣鹤以传统与历史为材
质，不拘束于诗句的传统训诂与解读，
追求自我心性抒写，在过去与现代、古
人与自我中，力求物我交替、今昔相
成。“书中的兰花、酒壶、孤舟、清明、端
午……都成为他的情感之兴、气意之
象、风骨之物，承载了他的文学理想与
文学执念。”

●徐政荣
自小就梦想有一间宽大的书房，这个愿望历

经几十年终于实现。
因为父亲是教育工作者，小时候，我在闽北

政和县东平中学校园里长大，那时虽没有自己的
书房，但我住的隔壁，就是学校的图书馆。所谓
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木板房，
里边摆着几个简易书架，存放几百本图书。当时
极少有少年儿童读物，因此这些书就成了我的精
神食粮。课余时间，我都迫不及待地溜进图书
馆，埋着头，读着难懂的四大名著和其他文学书
籍。

20世纪80年代初，怀着对军人的崇拜和对
部队生活的憧憬，我报名应征入伍。背着画夹，
来到省城福州，在原福州军区司令部服役。因为
能写会画，被选拔为文书。连队仅有的一间9平
方米的图书室，就成了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书屋。
那时，部队士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6元。我时常
踩着单车，到东街口新华书店选购喜欢的图书。
当时，16开本厚厚的《三希堂法帖》《介子园画谱》
等技法书籍，每本要两元多，一些薄的字帖则几
角钱一本。

每到领津贴费的日子，我就非常兴奋，除了
留下买牙膏的钱，剩余的全都换成文学艺术类书
籍。三年多时间，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读书、写字、画画，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一次，因
军民共建协助东街口百货大楼出黑板报，有幸结
识了我的老师——著名书法家赵玉林先生。受
先生的指教，我的书法技艺不断提升，服役期间
就加入了福建最早的文艺社团“福建艺仙艺苑”，

还参加过许多书法展览，为所在部队争得了荣
誉。退伍时，光图书就打包了好几箱。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来到厦门市公安系
统工作。刚来时住的是简易宿舍，一家三口挤在
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生活，读书写字只能用折叠
桌，用完后收起。后来房改，分了套两居室，条件
虽有改善，但仍然没有专门的书房，只好买两个
书柜摆放在客厅藏书。书柜容量不大，放不下的
书籍就存在纸皮箱里，至于笔墨纸砚，只能杂乱
堆放。

由于经常参加艺术展览活动，每天都要读
书、临帖，我一直都想拥有一间独立的书房。咬
咬牙，终于在2007年置换了一套带书屋的房
子。装修时，精心设计了整面墙的书柜，从跟随
多年的纸皮箱里，翻出一本本带着墨香的书籍，
小心翼翼地按类摆放。积攒了几十年的书，总算
有了个安身之处。我还在足够宽敞的客厅，添置
了一张书法案桌。茶余饭后，随时可以提笔泼
墨，好一番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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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碑石及碑文的重要价值，众多专家
学者曾跟随傅衣凌的脚步实地探
访。1963年，文史专家刘蕙孙（著名
学者刘鹗的嫡孙）带队考察福州琉球
馆遗迹，这块碑石已无迹可寻。
1981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朱
振声再次开展实地查访，确定这块碑
石已经散佚。长期以来，傅衣凌所录
碑文被广为传抄和征引，甚至被译为
日文刊载于日本《冲绳文化研究》。
目前流传的各家引录文本时有讹脱
衍倒等情形，递相转述甚而存在多种
误读。由于《调查记》没有一并刊布
碑拓的实物图像，目前也未见有其他
人摹拓该碑或公布拓片的相关记录，
学术界一直未能校读碑文。因此，厦
大图书馆藏《宪示》碑拓片的发现与
公布，可以校正诸多传抄本的疏误，
裨益史料的精准解读。

此外，《宪示》碑是中琉友好交流
史的重要物证，这块碑石在民国时期
曾被用来证明琉球馆在中日之间的

所有权归属。
日本吞并琉球后，琉球馆事实上

变为日本人的居所。1926年，北伐
军入闽，组建“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施
行政务，清理资产，欲将琉球馆收回
管理，而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则认为琉
球馆已属日本，理应归日本管理。

1927年 4月，福建临时政治会
议讨论此案，会议记录写道：“经查，
该馆树有清同治十一年海防分所告
示刊碑，可证明系我国所有，附呈地
图、告示照片，请饬交涉署严重交涉
……”会议记录提到的“清同治十一
年海防分所告示刊碑”即《宪示》碑，
特意强调清朝官府颁给文告的时间，
以此来证明琉球馆归属中方。中方
提供的物证是琉球馆地图和《宪示》
碑照片，足见此碑石在当时权属之争
中的重要性。因时局动荡、国力衰
弱，琉球馆的所有权之争最后不了了
之，馆产仍被日本人占据，并最终毁
于战火。如今，原石已经散佚，碑拓
则成了最“原始”的遗迹。

近期，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在整理馆藏典籍文献
时，搜检出清同治十二年（1873）《宪示》碑拓片，共计5幅。据专
家推测，该拓片是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带队实地考察福州琉球
通商史迹时，组织人工摹拓后流入厦大的。

福州琉球馆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碑石散佚。厦大图
书馆古籍研究学者认为，《宪示》碑拓片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
清代中琉友好交流史的物证。

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在明
抄本《使琉球录》展品前说：“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
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入
琉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典籍、版本的搜集整理工作，把
中华文明传承好、发展好。厦大图书馆表示，琉球馆《宪示》碑拓片的
修复与保护，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宪示》碑碑文
钦加知府衔、永春直隶州正堂、署福州南

台海防分府、随带加五级纪录十次翁，为出示严
禁事。照得太保铺设立柔远驿，原为优待远人，以
示朝廷怀柔之至意。凡有琉球官伴到省安插馆驿，
不准闲杂人等擅进骚扰，久经示禁在案。嗣因该驿年
久失修，本分府禀奉大宪筹款兴修，现已修造完竣。
诚恐附近居民、闲杂人等擅进骚扰，除谕饬土通事、地
保随时稽查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附近居民
及闲杂人等知悉：尔等毋得擅进馆驿骚扰及窥伺偷
窃，纵令妇女幼孩将粪草秽物抛弃馆内，并严禁在馆
聚饮赌博，蹧跶门窗、墙壁，小孩踢球趺钱、喧哗吵扰
等事。自示之后，如敢故违，一经查察，或被指禀，立
即差拿赴府，从重究办，罚令赔修。倘土通事、地保失
于查管，一并重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给
同治十二年腊月贡使向德裕、王兼才，朝京都通

事蔡大鼎，新旧存留杨廷鼎、周兆麟同捐建

《宪示》碑拓片写了什么？
琉球馆正式名称为“柔远驿”，是

清代福建市舶司所属馆驿机构，因接
待琉球使团而得名。琉球馆《宪示》碑
拓片为原石原拓，尺寸 171cm×
67cm。碑首楷书，题名“憲示”。碑文
楷书，竖9行，满行36字，共计319字。

碑石镌刻的是署福州海防同知

翁学本颁示的禁约文告，述及柔远驿
“安插琉球官伴”的用途，列明其管
理、处罚诸事项，保障涉外场所不受
骚 扰 。 文 中 显 示 ，同 治 十 一 年
（1872），福州地方官府筹款修缮柔远
驿，第二年琉球贡使向德裕等人捐资
勒石。

这批碑拓从何而来？
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时

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兼文史组组长，两次带队实地考察
福州河口地区史迹，并于1948年发表
《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以下简
称《调查记》）。据该文记载，琉球馆毁
于福州抗战第二次沦陷期间，考察队
仅发现倒卧地面的碑石一块，随即请
拓碑工人将碑文摹拓下来。傅衣凌认
为碑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将其全
文附载于《调查记》。《调查记》没有著
录题名、行款等信息，现通过碑拓文字
比勘，可以判断所录就是《宪示》碑文。

1950年，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
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亚南出任厦门大

学校长，征得省委省政府同意，将社
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到厦门大学。在
机构合并中，除研究人员调往厦大任
教外，图书资料也一并转入厦大。傅
衣凌调往厦大历史系任教授，直至
1988年逝世。厦大图书馆古籍修复
团队专家表示，虽然未见详细的移交
资料目录，但从碑刻的摹拓经过、人
员及资料的流转过程分析，厦大图书
馆藏《宪示》碑拓片即由傅衣凌组织
摹拓，并由社会科学研究所转入厦大。

今年4月，修复团队搜检出《宪示》
碑拓片后，对碑拓进行修复和装裱，目
前这批珍贵碑拓已被妥善保存。

发现《宪示》碑拓片有何意义？

▲福州琉球馆《宪示》碑拓片。（厦大图书馆 供图）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日前，作
家蔡骏携其斩获第二届“凤凰文学
奖”大奖的新作《谎言之子》，做客十
点书店厦门万象城店，与读者分享写
作背后的故事。

《谎言之子》讲述了16年前的清
明夜，上海郊区工地上发现一具面目
全非的尸体。刑警许大庆查案未果，
不久妻子文雅向他提出离婚，随后在
家中自杀。16年后，许大庆在妻子
遗物中发现她与一个陌生男人的亲
密合影。当一起连环车祸打开了尘
封多年的“潘多拉之盒”，一场盘根错
节的死亡迷局被再次引爆。

蔡骏谈到，《谎言之子》的创意原
点，来自对“血统论”的思考。“我们有
些人总是觉得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
家庭、干部家庭或富豪家庭的孩子，
先天就比普通孩子拥有更高的起点，
最终能有所成就。但其实很多时候，
父母为我们所创造的条件，与我们自
身成长的关联并不大，还存在着许多
后天因素，塑造了我们最终的命运。”
因此，小说最初的想法是想打破这种

“宿命论”。至于小说的推理线，受到
了近年来甘肃白银案、南京医科大学
案等利用Y染色体从男性家族中找
到多年前的凶手的真实案例启发。

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谎言
之子》中，书的内页特意设计成了黑、
白两种颜色，以此呈现两种不同的视
角——阴面和阳面。在小说中，蔡骏
采用了双线叙事的手法，阳面以全知
视角讲述即将退休的警察许大庆调
查整个案件的过程，阴面以穆雪的视
角展开自述，带读者回到16年前案
件的起点，并回顾了她悲凉凄惨的一
生。

历经几十年圆了书房梦

作者在家中书房阅读作者在家中书房阅读。（。（徐政荣徐政荣 供图供图））

双线叙事破解迷局
蔡骏携新作《谎言之子》做客厦门十点书店

读书 沙龙

蔡骏（中）分享写作故事。
（厦门十点书店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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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远驿 1992 年 复
建。图为柔远驿马头墙
飞檐翘角。（林振寿 摄）

文/通讯员 盛承
本报记者 叶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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