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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时年间，人们穿的鞋大都是家里的女人手工做
的布鞋，鞋帮用布做，鞋底也得用布做。妇女们将平
常生活中留心积攒下来的新旧零碎破布——铺衬儿，
用糨糊一层一层地粘在木板或平整的什么家具上，等
到粘在一起的十几层铺衬儿干了以后从木板上把它揭
下来就做好了“袼褙”。把袼褙照着事先比量好的样子
剪成鞋底形，再在边上用糨糊沿着白布边，一层一层
地摞在一起，“千层底”就初见雏形了。纳鞋底的时
候，女人们左手握着鞋底，右手拿着锥子和针鼻儿里
穿着麻绳儿的大针，用锥子在底子上扎出一个或几个
针眼儿，再把引着麻绳儿的大针从眼儿里穿过去拉
紧，这个时候手指上的“顶针儿”是不能少的。顶针
儿实际上就是戴在手指上的一个活口金属箍，有铜做
的也有铁和铝做的。顶针儿上有一个一个的小麻坑，
以便在顶针的时候不至于滑脱伤了手指。一根麻绳儿
是不可能纳完一个鞋底子的，鞋底儿纳到一半接麻绳
儿时更是不能结疙瘩挽扣儿的。这时候妇女们会把麻
绳儿从针鼻儿里褪出来，把麻绳的拧劲松开，续上麻
坯子，再用打麻绳儿的“拨棱子”在另一端吊住旋转
让麻坯儿拧上劲，麻绳儿续好纫上针就可以继续纳鞋
底儿了。这个技术细节就叫做“顶针续麻”。

后来，“顶针续麻”这个非常生活的细节，成为了
一种非常文艺的修辞——意即用前句结尾的字词作下
句起头的字词。学名叫“顶真”，“顶针续麻”是俗称
也就是通俗一点的说法，但确实很形象很贴切，这种
句头句尾字词相叠确实很像续麻，比顶针还要准确。
这种写法常用在诗或词中，用得好不仅词句华美，而
且还会把所描写的感情步步推进，使之节奏明快更具
感染力。

元代马致远的 《汉宫秋》 中有这样一段唱词，词
牌是“梅花酒”和“收江南”：

【七兄弟】 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
禁他临去也回头望。哪堪这散风雪旌节影悠扬，动关
山鼓角声悲壮。

【梅花酒】 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
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
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
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
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
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
凉，泣寒蜣；泣寒蜣，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 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
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
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汉宫秋》 中的汉元帝，为御外侮远嫁王嫱于匈
奴。王昭君启程出塞，汉元帝相送在咸阳城外灞桥之
上。元帝与王嫱玉觞捧罢阳关响起，万千别情涌上心
头，此一去即是生离亦是死别。一段“七兄弟”“梅花
酒”接“收江南”的唱段，端地是字字着色、句句生
情、节促音哀、沉痛欲绝。在这里首尾相接、回环相
生的叠句——也就是“顶真”的笔法起到了重要的抒
情作用。

大凡受过台词训练的人，都熟知一段为训练声母
“b”“p”而设计的教学绕口令：八百标兵奔北坡，北
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但前几年听到一些中戏的毕业生嘴里的“八百标兵奔
北坡”有了不小的变化，第二句将原来的“北坡炮兵
并排跑”改成了“炮兵北坡并排跑”，更有“并排炮兵
北坡跑”的说法。这一小小的改动使得第三句“炮兵
怕把标兵碰”也显得很不舒服了。别瞧只是将一个词
挪动了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位置，但它打乱了原有的
那种“顶真”写法的节奏与韵致，听着就失去了原有
的流畅和精巧设计的韵律美。知道了顶针续麻你会明
白，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绕口令其实是经过精巧设计
的，随意改动一下也许你并不觉得有什么区别，但就
此以讹传讹流传下去，后辈人将永远不可能从中品味
出那种不可言传的音韵美感了。对于先人们留传下来
的文化遗产哪怕是个小“玩艺”，咱们千万不要擅言

“颠覆”，还是先老老实实继承比较稳妥。因为在吃透
之前你就没这个颠覆的资格！

从“顶针续麻”说起
杨立新

网络文学经过 16年的发展，凭借对青年读者的
吸引力在市场上掀起一场场波澜，成为当代流行文
化潮流中的一员虎将。网络文学一方面在与市场和
读者的互动中创造着一次次的文坛热潮，另一方面
又因自身的文学性、市场化运作和个别作品中色
情、暴力等不和谐因素而屡遭诟病。

中国作家协会近日正式公开了筹备网络作家协
会的计划。此前，浙江、上海等地在今年成立了网
络作家协会，广东、北京、重庆等地成立的网络文
学创作委员会更是早已有之。中国作家协会网络部
主任马季说：“成立网络作家协会是国家级组织对网
络文学的重视与扶持，目的是通过吸纳作家会员，
选拔优秀作家作品，进行正规渠道的奖励，加大网
络文学的社会认定，逐步解决网络文学存在的负面
因素，引导网络文学良性竞争。”

网络作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网络作家在汇入
文学主流的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网络文学处在百家争鸣时代

“如今网络文学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它的存在丰富了当代文学多样化和多元化
的趋势，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成为互联网产业
的领头羊之一。”马季说，在众多网络文学写手中，
不乏有能力、有潜力的作者。我们应该理性、包容
地看待网络文学的成长过程，尊重文坛上的这一事
实，全面审视他们的创作环境与规律，引领网络文
学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网络文学几乎每三年就有一个突破性的大发
展。当前网络文学市场的发展在度过一个爆发式的
发展期后，还有极漫长的路要走。现在的网络文学
市场可以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来形容，因之
也不乏浮躁的气氛。相对于传统文学的漫长发展
期，它还不是很成熟，同时因为崛起得太快，势必
还有一个被认识、被接受的过程。”知名网络作家月

关说。
北京作协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辰东说：

“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机构成立，说明网络文学已经
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并逐渐与
传统接轨，被各方接纳。”北京作协早在2008年便开
始吸收网络文学作家入会，随着入会队伍的扩大，
去年成立了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有效地对北京的文
学创作资源进行整合，尤其是针对体制外、非京籍的
网络文学作者，为他们提供培训、交流、采风、维权等
服务，对他们的网络作家人才资质进行了认证。另外，
还不断组织从事网络文学的作家、编辑、组织者和研
究者进行深入研讨，努力探索网络文学创作和网络文
学作家成长的特点和规律，解决网络文学在市场中存
在的问题。“现在，唐家三少、唐欣恬、宋丽晅、毕建伟
等网络作家都在委员会里任职。”

月关也表示，不管是地方上成立网络文学的组
织，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设立计划，都是对网络文
学的认可和接受，承认它有它的地位与影响。“通过
网络作家自己的协会对其进行引导，由熟悉网络文
学、热爱网络文学的一批人去管理这个协会，将有
助于它的健康稳定发展。”

“年初我们已经递交了申报材料，但成立社团涉
及到人员安排、场地选择、社团章程等等一系列问
题，所以现在还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马季在谈到
网络作家协会的工作进展时说到，网络作家协会会
向会员提供与作协相同的待遇和政策，让网络精英
作家因此成为正当固定职业，还会安排优秀的网络
作家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设立年会进行网络文学奖
励等等，力图通过正规渠道完善他们的创作环境。

彰显网络文学内在生命力

据统计，目前有 2000多万人先后在网络上发表
过作品，注册网络写手多达 200 万，市场年收入 40
多亿元，再加上手机、电子
阅读器、iPad等终端形式的普
及，网络文学的市场可谓欣
欣向荣。

网络文学催生出了榕树
下、起点中文网、红袖、幻
剑、晋江文学城等原创文学
网站，甚至还带动游戏、动
漫等相关产业发展，成为文
化产业的一股源泉。不过，
这也带来了在互联网经济背
景下网络文学规范建设的难
度，网络文学走向经典化的
征 途 中 需 要 更 多 的 “ 加 油
站”。

“网络文学作家群体虽
大，但竞争也残酷。经过大
浪淘沙后依然能坚守的有才
华的网络作家只占群体的七
千分之一。这就涉及到网络
作家、原创网站的竞争。”马

季指出，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需要有准确、中肯
的批评，同时，原创中文网站的编辑队伍也需要规
范建设，针对互联网文化特征制定标准，使编辑人
员的从业素质真正与网络文学作品的写作、传播特
点相吻合。“网络文学十多年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成
长轨道，我们应该宏观上给予肯定；至于它所面临
的过度商业化、盗版和色情、暴力等不健康因素，
也应该在微观上较真。”

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
事实，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不例外。“不同人眼中
认可的经典是不同的，大众所喜欢、所接受、所认
可的，就是他们心中的经典，存在必有道理。”月关
认为，眼下的网络经典文本，只是网络文学作者和
广大读者根据自己的一些认识，自发地做出的一种评
定，而这种评定难免各执一辞，难有定论。但要建立统
一的、公认的、符合自身特点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
网络创作环境，需要多方面的携手打造。网络文学批
评应该依据网络文学自身的特质建立起来。

在马季看来，虽然文学性仍然是关键准则，但
接续了通俗文学传统的网络文学，其评价不能套用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尺度。“我们需要用一个成熟包容
的心态看待网络作家的发展，意识到网络文学目前
是一个生态积累的过程，也要看到资本与网络文学
的聚合，看到它与动漫、游戏、影视甚至舞台剧各
种样式融合的文化问题。”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网
络文学的特点、写作模式、与读者的关系、作者的
培养等等都应该纳入专业评论家的思考范畴。网络
文学组织应致力于恰当标准与体系的建立，同时需
要有评论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媒体共同来做，让网
络文学评论进入网络文学的现场。

不管怎样，中国作协和各地相继成立的网络文
学组织，已经表明发展迅猛的网络文学得到更多人
的认可。在主流化道路上奔波的网络文学，值得每
个人热情地对它伸出橄榄枝。

网络文学经典化路上

有了“加油站”
黄 盛

文学新观察

汉碑看山东，唐碑看长安，宋碑看
桂林。这是学界的通识。清人叶昌炽

《卧游访碑记》 云：“ （桂林） 诸山，无
一处无摩崖。唐宋刻石，莫多于此。”现
存近 2000件石刻中，大都刻于城周诸山
上，尤以独秀峰、龙隐岩及伏波山、月
牙崖、七星岩为多。经过宋人摩崖品
题，桂林山水从此挟“甲天下”之名，
誉满海内。

近日我重游桂林。得以山崖水涘，
寻访碑刻，不但强烈感受其古朴渊茂的
金石气息与特具的历史价值，还见到一
些从未收录的宝贵佚文。桂林碑刻真不
愧为开在石壁上的文化奇葩。比如 《平
蛮 三 将 题 名 记》， 记 载 了 皇 祐 五 年

（1053） 二月，宋将狄青、孙沔、余靖及

所率将官 37人的职衔和姓名以及如何出
兵平定蛮贼侬智高“寇广南，陷十二
州，立国称帝”的分裂活动的经过，
肯定了他们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边境安
宁作出的重大贡献。

再如“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妇孺
皆知的绝唱，究竟出于何人之手，过去
一直没有着落。光绪新修的 《临桂县
志》仅云：“桂林山水甲天下，发明而称
道之，则唐宋诸人之力。美不自美，因
人而彰。” 只是泛指唐宋而已。但这个
备受关注的问题，却从独秀峰的一块碑
文而得以破解。

1983 年，桂林文物工作者在清理独
秀峰读书崖一块布满污垢的碑刻时，得
以发现。文云：

嘉泰改元 （1201），桂林大比 （乡
试） 与计偕者十有一人。九月十六日用
故事宴享之礼。提点刑狱权府事四明王
正功劝为之驾。一、百嶂千峰古桂州，向
来人物固难俦。峨冠共应贤能诏，策足谁
非道艺流。经济才猷期远器，纵横礼乐对
前旒。三君八俊具乡秀，稳步天津最上
头。二、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
参。士气未饶军气振，文场端似战场酣。
九关虎豹看勍敌，万里鲲鹏伫剧谈。老眼
摩挲顿增爽，诸君端是斗之南。

作者王正功 （1133－1203），字承
甫。宁波人。以父荫补官。历知澧州、
蕲州，改广南提点刑狱权知桂州。因而
当了乡试主考官，共录取 11名举人。依
照惯例为赴京应进士试者举办鹿鸣宴，
为之送行。当场赋诗，诗中“桂林山水
甲天下”如一声炮号，喊响了桂林山水
的精魂和灵气，成了天下无双的绝唱。
而这一段被淹没了 800 年的历史真相，
也因此得以惊世再现。

龙隐崖的 《元祐党籍碑》 是有关北
宋党争的重要史料。元祐党人是指哲宗
元祐年间，高太后主政，废罢熙宁新
法，重用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旧派
老臣。及哲宗亲政，改元绍熙，恢复新
政，放逐旧派人士。至徽宗继位，改元
崇宁，更力推熙宁路线，将旧派诸人列
为元祐奸党，摈斥不用。崇宁三年蔡京
亲书“元祐党籍 309 人，刻石颁布天下
州府”。桂林此碑为独存之实物，是研究
宋代党争的可贵资料，也是蔡京书法仅

存的作品之一。
《龙图梅公瘴说》，不但是宋代名

刻，更是反对官场贪腐的宝贵文献。作
者梅挚 （994－1059，） 字公仪，四川成
都人。仁宗时任龙图阁学士。为政清
廉，立朝有节，与欧阳修、范仲淹齐
名。他痛恨官场腐败，比之为岭南杀人
的瘴气，在他出知昭平 （广西平乐） 时
作 《五瘴说》 加以声讨。朱希颜于绍熙
元年 （1190） 刻之于石壁。文云：“仕有
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
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
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
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
瘴也。”此文短小精悍，却如匕首投枪，
击中要害。今日读之，犹能切中时弊，
不愧醒世名言。1963 年郭沫若读之，深
有所感，为作诗颂之。有云：“榕树楼头
四壁琛，梅公瘴说警人心。”古哲今贤，
千古同心如此，亦文坛之一段佳话。

桂林石刻，为宝贵的文献渊薮，吉
光片羽，往往见宝，如南宋大臣陈谠

（1134－1216），在广西转运使任上，游
桂林山水几遍。其 《游桂林诸崖洞诗》
以“周南太史书”形容桂林山水胜景，
也是全宋诗未收的佚文。诗云：地迥山
奇怪，神仙喜穴居。百灵剜洞穴，五石
补天余。 商野幽人梦，周南太史书。心
乎爱丘壑，胜处一踌躇。

这首诗以神仙洞府与补天余石赞美
桂林崖洞，立意既妙，气象尤高，读之
有六腑俱清之快。

桂林碑刻 文化奇葩
周笃文

桂林碑刻 文化奇葩
周笃文

传播新诗，从中小学生入手

由叶延滨、杨志学主编的 《中学生朗诵诗 100
首》、《小学生朗诵诗100首》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两书以百年新诗发展中涌现的作品作为选择对象，旨
在让广大中小学生了解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和艺术风
貌，发掘、拓展中小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进一
步培养新一代少年儿童高尚的爱国情怀、良好的审美
趣味和独立进取的人格精神。

生机盎然 汤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