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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记者 龚小莞）近日，厦
门市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文
博研究员何丙仲将收藏数十年的五块鼓
浪屿木制门牌捐赠给厦门市博物馆。

何丙仲说，他是看到厦门晚报3月9
日刊登的《从地摊上淘来的竟是宋元文
物》后受到启发，才有此捐赠之举。该报道
介绍市博物馆保管与征集部员工黄鹿滨
将自己收藏的宋元时期青白釉盖盒捐给
博物馆一事。“我希望做一个接力者，以此
带动更多人为厦门的文博事业助力。”何
丙仲说。

这五块木制门牌均为长条形，大小相
似，正面是隶体书写的“龙头路门牌二三
一号”“港后路门牌一六号边门”“晃岩路
门牌三八号后门“等，因年代久远，有些字
迹已模糊。

这五块门牌是上世纪80年代何丙仲
从鼓浪屿废弃的民居中收来的。“门牌为日
式风格，南洋楹木制成，简单用两颗钉子钉
在墙上。我当时就觉得，这些门牌可以拿来
做研究用。”何丙仲说，这样的门牌在鼓浪
屿非常罕见，只在某一个时期短暂存在过。

“据我推测，这些门牌可能是1935年
后日本人控制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那

段时间制作的，将此前英国人统一制作的
搪瓷门牌全部换成日式门牌，也为之后的
侵略埋下伏笔。”何丙仲说，也有人曾提
出，这些门牌是1941年-1945年时的产
物，“但我认为，日本侵略者侵略厦门时，
应该顾不上改换鼓浪屿的门牌，因此工部
局时期的可能性更大。不过这只是我的一
家之言。我将文物捐出来，希望有更多人
参与研究，高手在民间，相信会有更多的
相关资料出现。”

前来接受捐赠的厦门市博物馆保管
与征集部主任郑晓君说，作为厦门文博界
的老专家，何老始终不忘初心，记挂着博
物馆事业的发展，让人感动。“他捐赠的这
些木制门牌，我们会进一步
研究，也希望有更多了
解鼓浪屿历史的市
民能够提供相关
的佐证资料，待
确定文物的具
体年代后，会考
虑作为厦门历
史陈列的补充
对外展出。”

本报讯（文/记者林晓云图/杨伟彬）
以色列钢琴家迈克·萨尔卡让厦门观众
有机会听到一部钢琴作品的世界首演。
昨晚，他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与厦门爱
乐乐团联手献上一场精彩的交响音乐
会，其中谢尔盖·叶夫图申科的《第一钢
琴协奏曲》是世界首演。

迈克·萨尔卡是以色列钢琴与古钢
琴演奏家，曾获得美国天普大学的三个学
位——室内乐和羽管键琴演奏双硕士、钢
琴演奏博士，以及室内乐演奏学位。他曾
在世界级大赛中多次获奖，每年在全球各
地演出110多场。他还是地中海三重奏
的创立者，曾录制过27张专辑。

谢尔盖·叶夫图申科的《第一钢琴协奏
曲》创作于2018年，乐曲献给迈克·萨尔
卡。这首协奏曲是在俄罗斯和苏联经典传
统的基础上写就的，形式简洁，将传统形
式、和声与旋律完美结合。谢尔盖·叶夫图
申科说：“该作品选择在中国首演，是因为
中国是一个欣赏、热爱欧洲和俄罗斯古典
音乐艺术的国度。”

近年来，经常在中国举办音乐会以
及教学的迈克·萨尔卡，常常演奏从早期

巴洛克到现当代的曲目，他还擅长将古
典、民族音乐加以融合，他的演奏中流露
着浓厚的犹太民族音乐色彩及古典音乐
韵味。比起多数外国钢琴家，由于选择在
中国任教，他对中国的舞台熟悉度更高。

想象台下没有观众
这是不现实的

演出结束后，迈克·萨尔卡对学琴的
孩子们提出了几点建议。

有些孩子一登上舞台就非常紧张，
这要如何克服呢？迈克·萨尔卡说，孩子
们在平时练琴过程中，把曲目练好后，应
多找几个人举办内部小型音乐会，请观
众观摩，以适应正式演出，“因为在真正
的舞台上表演时，想象台下没有观众是
不现实的。唯有台下扎实的练习和反复
实践才能真正提高。”

对于学习新曲目，迈克·萨尔卡认为，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选择正版的乐谱，如亨
乐出版社、骑熊士出版社、维也纳原典版
等好版本。其次，要对乐谱上的音乐表情
术语记号彻底了解，并注意强弱的标记。

慷慨捐出鼓浪屿木制门牌
待确定文物的具体年代后，或将作为厦门历史陈列对外展出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陈满意）“生
活中常常会用到各类反义词，但大家
都没有注意。经典古籍中也运用了
大量的反义词，它们都在潜移默化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天文、地理、生
活、劳作，甚至兵法中也用到大量的
反义词。”

说这话的人叫林淑建，是一位文
史爱好者，家住集美区侨英街道滨水
小区。他对反义词非常感兴趣，已经
花费了30年时间研究反义词。

林淑建大学期间学的是涉外会
计专业，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工
作中发现同事之间交流时，常常有意
无意用到反义词。他还发现，书中的
辩证法很多也都用到反义词。于是他
开始梳理生活中遇到的反义词，工作
之余到图书馆查找资料，不断积累素
材并对反义词加以整理。

“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有时间
就看书，遇到反义词，马上记录下
来。”林淑建说，“有时写在手机里，回
到家再整理。”由于可借鉴的同类书

籍不多，他就自己动手列表统计。记
者看到，他在一张旧挂历背后统计
了“正”“柔”“明”“盈”等字的反义
词，六七十厘米长的旧挂历上写得
密密麻麻。

林淑建说，“正”字延伸出的反义
词有200多对，是目前统计到反义词
最多的一个字。“明”字的反义词有
20多个。他还统计发现，《论语》用了
256对反义词，《左传》用了406对，
《荀子》用了457对，《淮南子》用了
502对，《史记》用了377对，《老子》用
了165对。

他说，反义词属于思维辩证的范
畴，可以锻炼人的思维发散能力，对
儿童启蒙教育非常有益。而且，反义
词是各门学科术语的基本词素，如数
学中的“正数”“负数”，物理中的“正
极”“负极”，以及常说的“软件”“硬
件”等。

经过多年积累，林淑建萌生了把
反义词连缀成文的想法，于是他又开
始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作。“有的是
一词多义，为了避免重复，只好反复
修改。”他说，“要做到字不重复，句句
押韵，前后连贯，难度确实很大。”

2015年8月，林淑建的第一本书
《反义连文》出版了，书中按照天文和
地理、生活和劳作、经济和民俗、中医
和养生等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书中
整理了252句，四字一句。出版后受
到读者们的好评，经常有人把读后感
反馈给他。他的女儿2岁半时就跟着
他读“宇宙乾坤，时空经纬，霄壤周
旋，来回往返，春夏秋冬，温凉寒暑
……”，三个多月就把全书背下来了。
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反义连文诵
读》《哲学语源》两本书，都是有关反
义词研究的。

厦门文史专家

■何丙仲（左）向郑晓君介绍鼓浪屿木制门牌。

请厦门观众听新曲
昨晚献上叶夫图申科《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世界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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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萨尔卡和厦门爱乐乐团联袂献演。

花30年研究反义词
林淑建将积累的素材加以整理，已出三本书

集美文史爱好者

■林淑建
展示其整理的

反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