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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味深长的叹词

先看一篇文章的开头：呜呼！盛衰
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
阳修《伶官传序》），作者笔端抑扬顿挫，
文章开头长叹一声，说出作者久而沉思
的一个观点，饱含感情，揭示出了文章
的中心。这里用叹词开头不仅引起了
读者的注意，而且表达了较为深远的意
味。

《爱莲说》的结尾用了叹词“噫”。
作者一叹爱菊者少、难得，二叹爱莲者
少，用疑问句，发人深省，三叹爱牡丹者
众，厌恶争名夺利的世态，不明说而暗
讽，意味深长。

但本文中的叹词却有一些隐入了
句子当中，如“孩儿呀”、“来呀”、“说话
啊”中的“呀”、“啊”，第一个“呀”表达的
是娘对少不更事的四个女女语重心长
的提醒，第二个“呀”表达的是娘对未来
女婿即将上门的喜悦之情，“啊”字表达
的是娘对情窦初开的四个女女出言是
否有度的一种隐忧和警示。

“啊呀”是老大莲莲的惊呼，这一呼
揭开了故事真正高潮即起的序幕：“嘛”
是老四花花的喟叹，这一叹抖落了满地
的笑料。可见，这两个叹词的妙用竟是
如此无穷。

“罢罢罢”属重叠的感叹词，是舅舅
目睹四个外甥女相亲失败后的哀叹，我
想，这时的舅舅心里应该既有自责，又
有沮丧之情吧。

由此看来 ，岚县方言中的叹词如
果能用在关键处，定会使语言表达结构
谨严，波澜起伏，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汉语中，前缀虽无后缀丰富，却独
具特色。岚县方言隶属北方话亦是如
此。我们以《墙上一个毛达达》“候”

“可”两字为例，对岚县方言中的前缀
做一个较为简单的分析，以期发现其
在构词法上的一些特点。

“候球泡蛋灰眉塌眼的小子”的
“候”字属于名词前缀，它是“身材矮
小”的意思，是一个独特的贬义词。

岚县方言在这方面很有特色，试
举几例：

小男孩说候候小小（形容词前缀，
中性词）

小女孩说候候女女（形容词前缀，
中性词）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词组，看着
像似前缀，但已有了新的色彩，例如：

土豆不大说候山药（形容词前缀，
中性词）

东西不大说候东西西（形容词前
缀，中性词）

小指说候拇指头头（形容词前缀，
中性词）

压力大支持不住说候不住（动词
前缀，中性词）

身手灵活说候哨（动词前缀，褒义
词）

蚕食说候剥（动词前缀，贬义词）
模样玲珑可爱说候眉碎眼（名词

前缀，中性词）
东西微小细小说候娃圪糁（名词

前缀，中性词）
身材瘦小说候绺猢狲（形容词前

缀，中性词）
还有“候蛋蛋、候人人、候舅舅、候

豆豆、候孩孩、候鞋鞋、候眼眼、候着咧
……”等等。

“可炕”的“可（kě）”字属于形容词
词前缀，它是“全、满”的意思，是一个

中性词。也举几例：到处说可世界；病
好了说可了……

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如果在气头
上，想痛快淋漓地指斥某人，真还不
容易找出比它们更精练更达意更来
劲的词语。例如看见一个人不顺眼，
便骂上一声：“可（kè）死个哇！”、“可

（kè）是个灰鬼哩！”、“可（kè）不是个
东西！”；又如说一个人瞧不起别人、
与人很生分，有隔阂：“可（kè）日屈了
哇！”、“可（kè）伤骨子了哇！“可（kè）
做甚了哇！”

“ 可（ke）哩 不（去 了 不）”与“ 可
（kě）了不（病好了不）？音调一变，意
思竟然大异，妙哉！

一个“可”字，语境一变，意思及情
感也随之而变，真的是化身千万，变化
多端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候”、
“可”字，它在岚县方言中不单是个词
头那么简单了。

因此，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恰当
使用岚县方言词头不仅能起到加强语
气表达情感褒贬人物的作用，而且还
能达到构词简洁、叙事清晰、状物形象
的作用。

诚然，岚县方言中的词头还有很
多，如日、圪、黑、忽、不等。李琪春老师
在《岚县常用方言词汇注释》的序中对
这些词头已有概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仔细想想，岚县方言真的很有意
思。现在有些人仅仅根据读音来套书
面语，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要想出和
读音相同或相似的字来，组成合适的、
贴切的词，来表达出岚县话的神韵，大
胆说出岚县方言之美。这样，岚县的
方言，就有可能部分地被其他地区的
人所接受，从而更加丰富中华民族的
语言。

六、化身无穷的前缀

国家图书馆及国家典籍博物馆举
办的《永乐大典》文献展，让我们近距离
接触到这要旷世奇书，来欣赏这艘满载
宝物的“郑和宝船”。

我们都知道明成祖朱棣建造了世
界上最大的宫殿紫禁城，同样也是他倾
全国之力，汇天下书籍编纂成一部旷古
巨著《永乐大典》。

其实，我们对《永乐大典》既熟悉又
陌生，熟悉的是谁都知道有这么一套号
称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陌生的却是很
少人见过它的真面目。《永乐大典》是不
世而出的神秘经典，又是古代中国一个
遥远而模糊的文化符号。《永乐大典》的
成书、收藏以及散佚、回收都是“传奇”
的故事，《永乐大典》是一颗值得铭记、
珍惜的文化明珠。

有人说，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
和文化的“郑和宝船”，它的形态、语言和
内容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能激
起人们探秘寻宝的强烈冲动。

一进展厅，我便让《永乐大典》这
艘宝船震撼了。首先震撼的是他的外
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能想象一本
高 50.3 厘米，宽 30 厘米的开本是何等
的宏大。那雪白厚实的树皮纸，静雅
的版面，封面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
包有一层黄绢，格外庄重，显示出皇家
的威仪和气魄。从《永乐大典》的卷端
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
成，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
引用书籍的著者和署名，墨笔用来书
写题名、卷数、韵目、正文及绘图。内
页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
皆系手绘。除标题首字用篆、隶、草体
书写外，正文均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
体 ”抄 写 。 整 体 上 端 庄 美 观 ，朱 墨 灿
然。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
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历时
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是中国最
著名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
超级类书，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
献合集，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
全书。保存了 14 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
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
计 22937 卷（目录 60 卷），分装成 11095
册，全书约 3亿 7千万字，堪称世界文化
遗产的珍品，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
的光辉成就。它的初名为《文献大成》，
后永乐帝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
典》。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与一般类
书不同，它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
规模远超前代类书，实为典册渊薮，佚
书宝库。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得以
流传后世，造福学人。

这次展出分大典犹看永乐传、合

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搜罗
颇见费心坚、遂使已湮得再现等五个
部分。作为目前《永乐大典》最大的收
藏机构，国家图书馆遴选大典原件 12
册，配以许多影印本、古籍善本、舆图
拓 片 、档 案 复 印 件 以 及 有 关《永 乐 大
典》的中西文出版物等，在追述大典六
百年沧桑岁月的同时，更彰显出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
不断浴火重生的强大文化自信。在展
的《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卷端，
盖着“刘承干字贞一号瀚怡”“吴兴刘
氏嘉业堂藏书印”两方印章，很显然，
这本宝典曾是近代著名收藏家刘承干
的 嘉 业 堂 藏 书 。 刘 承 干 一 生 痴 心 藏
书，醉心刻书，用心护书。他倾巨资藏
书、刻书、聚书 60 万卷、20 万册，并精
心设计建造嘉业堂藏书楼。

《永乐大典》当时有两部，一部是
原稿，另一部被后人称为正本，即经过
誊写装帧后的版本。《永乐大典》从编

纂成功后，原稿一直存放在南京文渊
阁，后毁于大火。朱棣迁都北京后，正
本一直放在明朝皇宫中的文楼（今北
京故宫午门的东角楼）。这是一部珍
贵的史书，明朝皇帝非常重视，明世宗
朱厚 就非常喜爱，经常拿几本放在
案头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
宫内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起火，嘉
靖皇帝命人先将文楼的《永乐大典》搬
出去，一夜之中竟连传三次圣旨命抢
救该书。火灾过后，为防不测，嘉靖四
十一年（1562）皇帝朱厚 正式任命高
拱、翟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
副本，大典副本与正本在内容和外观
上几无二致。十分蹊跷的是，副本抄
录结束后，正本却不翼而飞了。

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么浩大的数
量的正本下落不明。大典副本也惨遭
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
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到目
前，《永乐大典》仅发现副本 400 余册、
800 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分散于 8 个
国家和地区的 30 余个公私藏家手中。
国家图书馆是《永乐大典》最大的收藏
机构，但也仅藏 224册（台湾故宫博物馆
藏有 62册）。这艘“宝船”我们只能通过
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
沉没宝船的一切了。

《永乐大典》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也是世界文化的精髓，在文明的交流
互鉴中，《永乐大典》积淀着中华民族
的精神追求。《永乐大典》中有众多的
精美插图，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就
是采用了《永乐大典》中“凌花双龟背”
的插图。国家图书馆还开发出了《永
乐大典》书本、信笺、丝巾、领带以及书
页 复 仿 系 列 等 文 创 产 品 。 历 史 上 的

《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
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
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
谜。当代许多人不知道《永乐大典》是
一部什么书，还有许多对《永乐大典》
耳 熟 能 详 的 人 恐 怕 一 生 也 无 缘 见 到

《永乐大典》的原貌。也许真像人们猜
想的那样，这部宏大的“宝船”藏在皇
宫的哪一堵围墙里了？或是躺在哪座
皇陵里了？如果是这样，留给后世有
待探寻的谜，将可能诞生新的中华奇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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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宏编
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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