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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小文谈

“和”乃至美 “和谐”最尊

□叶小文

我不懂绘画，也未敢高攀
范曾先生。但听很多人夸他的
画如何“下笔如神”。耳闻多
了，好奇，到南开大学讲学时，
就悄悄去艺术系看一番。果
然，那一幅幅“老子出关图”，
出神入化，真的“有神”——— 活
脱脱透着一股精气神，使人入
则心灵震撼，出则心旷神怡。

再读范曾的《法乳传灯》
画册，你看赵朴初命名的“法
乳堂”，十八高僧站在那里，那
神态，那眼神，分明也透着一
股精气神。无论你赏画有无常
识，跟佛有无缘分，扑面而来
的，就是这股精气神！

“ 法 ”之 如 乳，传 之如
“灯”，要传的，正是这股精气
神。

上月在北大，美国思想家
罗伯特·贝拉教授与杜维明教
授，有一场题为《轴心文明的精
神滋养》的对话。罗伯特说，我
们现在对佛教、印度教、基督
教、孔学的了解已大大拓展，但
这些知识为多少人知晓尚未可
知。文化遗产存在，但人们理解
它需要时间精力。任何文化的
发展，实际上都是一个重新发
现的过程，并不是说现代性就
把其他的一切传统都抛出去。
啊，抑或是“轴心文明”，也要

“精神滋养”；就算是“现代性”，
也要“重新发现”精气神。

由于西方率先实现了现
代化，“现代性”也就常被理解
为西方化。若干民族国家不断
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上，在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模仿西
方。“三片文化”——— 美国的电

脑芯片，好莱坞的电影大片，
麦当劳的油炸薯片，跟着全球
化而席卷全球。但西方的“普
世价值”中，却分明缺少了精
气神。现代化引发了迷心逐物
的现代病，让人心浮气躁不思
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
高气盛欲壑难填。

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社
会危机……种种危机呼唤人
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
的继承和发扬，既要强调作为
个体的自由与权利，也要抑制
人的过度膨胀。英国历史学家
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
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
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
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
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包括
儒释道的文化之中，确实蕴涵
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智慧，透

着一股精气神。
这精气神的载体，滋润中

国文化的“法乳”，挽救人类危
机的“传灯”，便是一个“和”
字。“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
道斯为美。”

“佛法东渐后中国化过程
中高僧大德之慧业，不唯有益
于当代，亦可垂褘于千秋”(范
曾《法乳传灯序》)。僧人称“和
尚”，佛教重“六和”——— 身和
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
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为此，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提出

“新六和”：一愿培植善心，发
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
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
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
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
相安互敬，则社会和睦；五愿
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

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
友，则世界和平。

“和”的精神，是一种承
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
圆融。“和”的特质，是和而不
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
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
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
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
谐，和谐发展。“和”的哲学，是

“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
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
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
而化之、从善如流、美而趋之。

“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

“精气神”在哪儿？《法乳
传灯》虽是一本画册，也能给
人灵感，催人寻觅，促人沉思。

“法”之如乳，传之如“灯”。
“和”乃至美，“和谐”最尊。

○叶小文：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第一副院长。著名

学者，著有《小文百

篇》、《多视角看社会

问题》、《化对抗为对

话》等多部著作，本栏

目特邀顾问。

任何文化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并不是说现代性就把其他
的一切传统都抛出去。

■乡村怀旧

逐渐消失的乡村“兽语”

过去在农村生活，人人懂几门“兽语”。过日
子，天天跟牛马鸡狗打交道，你不懂如何跟它们
沟通，日子咋过？

□付体昌

牛耕田，马驾辕，驴推
磨，鸡打鸣，狗护院，鸭蛋做
酒肴，猪就是喘气的存折。当
我拎着猪食走近猪圈，大声
喊着“喽～喽，喽～喽”时，它
们就急促起身，把大长嘴巴
伸进石头槽里，吞起来“哐～
哐”作响，很有一种“大口喝
酒，大口吃肉”的豪情。“喽～
喽，喽～喽”是“过来，开饭
喽”的意思。尽管如此简洁，
但聪明的猪完全明白。

乡村的狗生活贫困，但
勤劳、勇敢，它们并未因为饥
饿而去偷鸡。每天放学后，我
坐门槛上冲着黄狗喊“伴儿
～伴儿～伴儿”，它会立即摇
着尾巴跑过来，很温顺地在
我面前舔着舌头，在我的裤
管上蹭来蹭去，试图让我把
手里的玉米饼子分给它一小
块。我捏了一小块，做个丢出
去的手势，喊了声“球～球”，
它立刻蹿了出去，但什么也
没找到，空欢喜一场。我很得
意。在捉弄它几次后再不忍
心，就丢给它一块饼子。“伴
儿～伴儿”是过来的意思；

“球～球”，是去的意思，大概
希望狗像球一样飞快地滚走
吧。农村人喂鸭子的不多，我
家因靠着一汪大池塘，父亲
喜欢吃咸鸭蛋，所以母亲才
养了一群鸭。我每次把水草、
青菜和玉米粉拌成食，只要
喊一声“吧～吧，吧～吧”，这
些家伙就会顾头不顾腚地跑
过来，吃着吃着甚至站到了
食盆里，弄得一片狼藉。“吧
～吧”对鸭子们来说是“开饭
了”的意思。

端一碗高粱或者玉米站
在院子里，抓一把撒下去，喊
一声“咕～咕～咕”，公鸡母

鸡立即停止觅食朝我奔来。
看着它们欢实地啄食，你很
有“大权在握”的感觉。

马是所有家畜中最受尊
重的，本该驰骋千里的它们，
为了农家的生活却屈就于田
间地头。驾车时，无论大人小
孩，放松缰绳一声“驾～”，便
出发了；狭窄的乡村小路两
车交汇时，我一句“哇～哦”
马就会自动靠右走，你一句

“越～与”马便自动靠左，畅
行无阻。待到地头，轻轻一拉
缰绳，“驭～”，马儿就立刻停
下不动了。只要大声地呼喊

“犊儿～犊儿”，被落在远处
的小马驹就飞快地跑过来
了。傍晚收工后，卸掉夹板，
牵着马在场院里遛圈时念叨
着“滚儿个～滚儿个”，立马，
马就在地上打起滚来。打滚
是马的解乏方式，等它再站
起来时就精神焕发了。牛、
驴、骡子在农村很大程度上
和马干一样的活儿，所以人
们对它们的“指令”也基本相
同。

这些乡村“兽语”是农人
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通
用“口令”，简单实用。常见的
有“开饭喽”、“走吧”、“站
住”、“靠左”、“靠右”等等，同
一个意思，不同的家畜有不
同的“兽语”。不熟悉农村生
活的人听到这些“兽语”仿佛
天书，这些简单的“兽语”，凝
聚着农人的智慧，人们靠它
与动物们和谐相处，走过了
千百年。

当机械替代了畜力，当
农村小院变成了“新农村”，
当猪牛羊变成了规模化养殖
的商品时，人们已经没有耐
心用“兽语”和它们交流了，
这些乡村“兽语”正慢慢消逝
在我们的记忆中……

【下期话题】

养儿防老过时了吗

【话题缘起】据新华社报道，如今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独生子

女已纷纷步入婚育年龄，虽然享受夫妻双独可生二胎的政策，相当一部分

人却不愿意生二胎，原因是又贵又累养不起。“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他们

眼里已跟上一辈人有很大不同。在“少子化”当道的今天，养儿防老真的

过时了吗？请登录微博齐鲁参与讨论。

■说文解字

荨麻疹变音之惑

□星袁蒙沂

我第一次读这个字时，把这
个字念了下半边，念成了“寻”字。
后来听别人念时，时荨(xún)时荨
(qián)，令人难辨对错。反正不是
当老师，不必咬文嚼字，咱就随大
溜。周围人念荨(xún)时，咱就念
荨(xún)，周围人念荨(qián)时，咱
就念荨(qián)。更多的时候，我习
惯念荨(xún)。先入为主嘛，第一
次错念了荨(xún)，改都不好改。

第一次给我纠正读音的，是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王树村老
师。他在皮肤科专家门诊坐诊，是
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荨
(qián)麻疹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
来了病人时，王教授常让我试着
诊断。当时临近春节，他只带了我
一个学生，我推托都找不到人。我
随口就说成“急性荨(xún)麻疹”。
诊断是正确的，但是读音错了。王
教授相当严谨，等病人走后，立即
给我纠正读音，让我以后不要闹
笑话。虽然包括一些知名教授在
内很多人都念荨(xún)麻疹，正确
读音却是荨(qián)麻疹。他让我一
定改正。好在王教授为人和蔼，我
并没有挨训，但当时早已面红耳
赤。因为，那时王教授常替我接收
文学稿件的样报样刊等，他还是
挺在意我这个学生的。

事后我认真查阅了资料。《新
华字典》里只有一个读音，念荨

(qián)。《康熙字典》、《说文解字》
等里面也都念荨(qián)，并都有荨
(qián)麻这个词条。此后，这个字
的读音，我彻底更正了，连习惯都
改了，荨就念荨(qián)。

半年前，我们参加了一个关
于公共卫生医改工作的培训会。
省讲师团的一位老师郑重其事讲
解了这种病，尤其郑重强调了读
音。一开始，他问大家这个字的读
音，有一小部分念荨(qián)，大部
分念荨(xún)；问第二遍时，念荨
(q ián)的又少了一半；问第三遍
时，我依然坚持念荨(qián)，在荨
(xún)声一片里显得很不搭调。这
位同乡讲师毫不客气，脸一沉，声
音提高若干分贝，大声纠正。他用
我们这儿的方言说，“这个字念荨
(xún)，荨(xún)麻疹。念荨(qián)

的都比人家能吗？全国都念荨
(xún)了就您几个念荨(qián)，您
哪个老师教您的？您回去查查新
版的字典，看看这个字现在念什
么了？”

先别管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
啥，这位所谓省讲师团的讲师如
此夸张地纠正一个字的读音，即
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即是一种逞
能(显摆)表现。笔者揣测，他以前
念荨(xún)麻疹时可能被别人批
评或纠正过，一直耿耿于怀。现
在，这个字连字典上都加注荨
(xún)这个音了，而且在荨(qián)

麻词条后，还特别加注了荨(xún)

麻疹词条，他就理直气壮了。
在医务人员中，尤其基层医

务人员中，把这个字念成荨(xún)

的占大多数。甚至很多权威老教
授也习惯性念荨(xún)这个音。笔
者对省讲师团那位老师的表现略
为不满。不管现在的字典里如何
标注，以前的字典里，荨(qián)只
有一个读音。

后来，我用百度等搜索引擎
搜索过这个字。关于到底是荨
(qián)麻疹还是荨(xún)麻疹的争
议还真不少。百度文库有这个字
的词条。在基本栏中，该字仍只有
一个读音：荨(qián)，一个词条：荨
(qián)麻；在详细栏中，该字加注
了荨(xún)音，加注了新词条：荨
(xún)麻疹；在《康熙字典》和《说
文解字》两栏中均未标注读音，只
标了注解。

也有些新版的字典词典里，
确实把荨标注成了荨(xún)，并另
注明：旧读荨(qián)。在荨(xún)麻
疹后标注：旧读荨(qián)麻疹。

不过，这个字的读音到底念
啥，因为没查到确切注解，也没查
到荨(qián)变荨(xún)的确切原
因，笔者只能妄加猜度。荨麻疹本
该念荨 ( q iá n )麻疹，只是念荨
(xún)麻疹的人太多了，不得已改
称或加注为荨(xún)麻疹。套改鲁
迅先生的话就是：世上本没有荨
(xún)，念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荨
(xún)。

半年来，关于“荨”这个字的读音，笔者实在纠结。因为大学时所学专业为
中西医结合，难免会遇到中医中药中的很多生僻字。荨，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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