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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政通人和，
百废俱兴。单说城乡早晚秧歌队吧：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是唢呐声声，正所
谓“欢歌笑语抒胸臆，唢呐声声奏太平”。
当然有的地方也并不都是“姹紫嫣红，窗红
瓦亮”，因为人欲无涯，私欲难平。

民谚中有一段表述私欲难平的。大
意是，家中有米还愁没有衣，有米有衣还
愁没有美貌妻，有了美貌妻还愁没官没
职受人欺，五品六品嫌官小、三品四品嫌
官低，一品二品当宰相，还想面南做皇
帝。“打虎”“拍蝇”以来捉到的赃官、贪官
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某烟厂原厂长兼
党委书记李某，劳动模范、优秀党务工作
者等一大串荣誉头衔。十几年中他得奖
金几十万、个人别墅多处，个人存款也很
多，可是他还感到很不够劲，他想到国外

“威风威风”。以“合资”为由，给一位美
籍华人汇去2300 多万，结果钱财被骗，他
也随之锒铛入狱。

这倒使笔者想起唢呐声声中的人们，
他们扭秧歌扭得那样开怀，那样尽兴。似
乎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一位
老同志泄露几分天机，他说，不漏的楼房，
白白的细米，吃饱了，喝足了，扭扭秧歌，活
活筋骨，也是人生快事嘛。字里行间不难
看出老人的得意和满足。如果李某也能够
像这位老同志那样，常常有几分得意，但又
有几分满足，他肯定不会，“终朝只恨聚无
多”，伸手被捉枷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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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言多必失。”电视台
的主持人，以说话为职业，岂能滴
水不漏？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忙中出错，比如“请欣赏新疆民歌
《掀起你的盖头来》”，有主持人一
不留神说成了《掀起你的头盖骨》；
一种是知识缺陷，某主持人主持旅
游节目，指着一块石碑问：“知道上
面是谁写的字吗？”一时无人回
答。主持人大声说出答案：“米芾
（shì）！”然后冲着电视观众一
笑：“长知识了吧？”得意之状可
掬。他把“米 fú”读成了“米
shì”。

眼前又有一例：
某电视台播出《喝彩中华》。

这是一档类似《出彩中国人》的素
人秀节目。这天最后登台的是
94岁老人和5岁幼童搭档的“九
九组合”。94岁老人是上海京剧
院鼓师王玉璞先生，他曾为周信
芳、李玉茹、谭元寿、李长春、王珮
瑜、史依弘等名家司鼓，在梨园有

“鼓王”之称。王老甫一出场，身
为评委的王珮瑜立即走下评委
席，亲自搀扶王老先生走到表演
区，并向观众介绍说，在京剧表演
中，鼓点子极为重要，鼓师是京剧
舞台表演的灵魂人物。紧接着她
的话，另一位由主持人担任的评
委补充说：“一台演出的功败垂

成，最关键的其实就是鼓师。”“功
败垂成”这四个字，在荧屏上同步
出现。

不难猜测，这位主持人想说的
是，台上演员表演的成败，或者演
出质量的高低，都和这鼓点子有
关。但是，成败得失，高低优劣，是
不能说成“功败垂成”的。所谓“功
败垂成”，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遭
遇失败，以致前功尽弃。“垂”有接
近的意思。换一种说法，便是“功
亏一篑”。两者都可以用来表示惋
惜。主持人看到了成语中的“成
败”二字，但没有真正理解这条成
语的意义指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主持人
的这类差错，是不必苛责的。问题
是电视台如何处理差错。考虑到
这类节目均为录播，我意应以删剪
为原则，凡是主持人说错的，都不
宜流传出去。这既是为了维护主
持人的形象，更是为了保证节目的
质量。如果是关键内容，无法删
剪，又不能补录，怎么办呢？只能
以字幕来修正主持人的错误，主持
人说的是“功败垂成”，字幕打的可
以是“成败高下”。这是电视台应
有的严肃态度。主持人怎么说，字
幕便怎么打，错的也照打不误，无
异于扩散差错，纵容差错。这是不
足为训的。

吴昌硕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
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
（líng)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
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
画、印”为一身，熔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

“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
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yì)。
可是在这些成就背后，却是一个人艰苦而凄
楚的成长历程。

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动荡年代，在一
个两代举人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这
个男孩就是吴昌硕，在兄妹中排行第三，他
的祖父、伯祖父和父亲都中过举人，但是生
活却同普通人家般窘迫。六岁时，他开始跟
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经史典籍，三年后才得以
到邻村的私塾读书。他每天要翻山越岭，来
回走十来里路。江浙一带的梅雨季节持续
的时间特别长，就在这一路的泥泞兼风雨
中，吴昌硕坚持不懈地走完一天又一天。

1860年，清军和太平军在他的家乡展
开激战。战争打破了吴昌硕一家原有的安
定生活，为了躲避战乱，他和家人随全村
2000多人一起开始了将近五年的流浪生
活。流亡期间，他和家人走散了，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只能自己努力活下去。他靠给人

打短工维持生活，经常忍饥挨饿。可是这些
苦痛却给他积攒了生活的体验，锻炼了他坚
强的意志和奔放不羁、随遇而安的性格。他
深深感受着人情冷暖以及人间百态，这些都
为他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1864年，太平天国政权失败后，吴昌硕
从安徽、江西辗转回到家乡，结束了流亡生
活。这时，一家人只剩下他和父亲两人相依
为命，他们开垦荒地，继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
子。尽管如此，吴昌硕也没有放弃读书学习，
他对经史、文字训诂兴趣很浓。他总是千方
百计地找书来读，有时步行数十里路借书，他
也不觉得辛苦。对于吴昌硕而言，读书学习
是兴之所至，不是为中举做官做准备。他对
当时的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在学官的一再要
求下，才勉强参加了考试，结果中了秀才。自
此，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专心钻研金石篆
刻。由于家境贫困，无力购买足够的纸笔，他
就在房子前的一块大砖石上蘸清水练习大

楷，每天清早认真摹写，从来没有间断过。
1873年，吴昌硕正式从事金石治印。

1877年，在上海他开始向任伯年学画，直至
1882年，他的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定居在苏
州。这十年期间，吴昌硕依靠朋友的接济和帮
助，充当小吏、幕僚，勉强维持清苦的生活。同
时，他坚持在艺术的王国艰难地探索，拜名师，
广交志趣相投的朋友，钻研书画诗歌。

1887年，吴昌硕全家迁到上海定居。
他继续向任伯年学习绘画，自此，他在绘画
艺术方面取得不凡的成绩。至1893年，他
的绘画风格趋于成熟，创作进入多产期。
1913年，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吴昌硕担任第
一任社长。印社一方面收集、拓印西泠八家
的作品，另一方面复印历代金石书画真迹，
影响了一批有志于美术事业的青年学子，对
中国美术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吴昌硕的绘画吸取了涂渭、石涛、赵之
谦、任伯年等诸家之长，兼取篆、隶、狂草笔

意，色酣墨饱，气势磅礴。以书入画，重视绘
画中的金石味是吴昌硕作品的一大特色。
保存至今的作品有近四十幅，如《葡萄葫芦》
轴、《玉兰》轴、《茶花图》轴等。

吴昌硕晚年，艺术上已经进入极高的境
界，海内外求他书画刻印的人很多，就是片
纸只字，都极为珍贵；但是吴昌硕却丝毫没
有骄人之态，而且越发勤奋谦虚。这就是享
誉至今的吴昌硕做人做事的态度，苦境不馁
（něi），乐境不骄。对吴昌硕而言，苦与乐
似是平常事，来之去之皆淡然；唯有对艺术
的热爱与追求，是他孜孜不倦的动力所在。

“功败垂成”说讹
●郝铭鉴

读文解字

苦境不馁 乐境不骄
●王珊丹

清明时节，乍暖还寒，草木含悲。值此夜
静更深之时，万籁俱寂之际，我以万分沉痛的
心情，泪眼迷离，援笔为文，深切地哀悼白城市
文化艺术界的功臣、德高望重的前辈，白城戏
剧创作辉煌时期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剧本
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原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
（现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第一任主任王宗礼
先生！

宗礼先生因病医治无效，2018年4月7
日 18时 10分在白城中心医院逝世，享年
87岁。

宗礼先生原籍黑龙江省克山县，1932年
出生，1951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1958
年调入原白城地区，先后在地区体委、科委、文
教卫生办公室等处任干事、秘书、科长等职
务。1964年参与筹建原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
即今日的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并任主任一
职，直至退休。

宗礼先生的逝世，是白城文化艺术事业
的重大损失，连日来很多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
痛之中。我作为宗礼先生亲自发现、亲自推
荐、亲自谋划安置而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剧作
家，感念知遇之恩，怎能不倍感锥心之痛！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论资历，在白
城文化系统，我不算最老的一代，可也不是小
字辈。我与宗礼先生的交往如果从1965年5
月相识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整整53个年头了，
他是个难得的好人、能人。在这半个多世纪的
相处中，我对他的敬畏和好感里，还带有某种
偶像崇拜的意味：宗礼先生在我的心目中，一
直是白城文化界的嵚崎磊落之人。作为一名
共产党人，他不忘初心，敬业乐群。在他主持
创作室工作的20多年里，殚精竭虑、兢兢业
业，挖掘人才、网罗人才、培养人才，在当时经
济还欠发达，土地并不富饶，文脉更不厚重的
白城地区，创造了白城戏剧创作的辉煌。有很
长一段时间，剧本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均名列

前茅，相继出现一大批蜚声全省乃至全国的剧
作家，作品在省内外的汇演中连获大奖。剧本
剧本，一剧之本，在这个前提下，白城戏剧之花
华美绽放，形成了一个吉林省特有的吉林西部
戏剧现象。宗礼先生作为白城市文化艺术的
功臣，被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联、吉林省戏
剧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在谈及宗礼先生对戏剧事业的贡献时，
我审慎地写下了“敬业乐群”四个字。宗礼先
生政绩的辉煌固然不能排除他的敬业，但就我
50多年与他相识、相处、相知的感受来说，他
事业的成功或许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人脉。说
来话长，我是他筹建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时第
一批招募上来的创作员，当时就地安排在通榆
县剧团任编剧。出于知遇之恩，相处伊始我就
视他为恩师，后又因他和我岳父是故人，我又
尊他为长辈。他对我很好，我对他也很尊重，
关系得说还是相当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这种关系很快就中断了。旧剧团被砸
烂，我成了“五七战士”，插队落户到农村。就
在这期间，也就在我当时居住的小西厢房，一
天晚上，忽然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宗
礼先生。也许因为心情不好，也许因为太意
外，先生进院时，我爱人正在院里干活，居然没
认出他来，直到先生说“我不是王宗礼嘛！”两
人才哈哈大笑，宗礼进屋后还在笑，但我能从
他的笑里看出他的伤感。他问我，下来后还干
了一段活吗？我说点了7天化肥就被公社挖
掘出来写“三两斗争”了，“三两斗争”特指当时
的材料内容。为了安慰他，我说公社对我不
错，县里也总抽调我去写材料，生活上也过得
去，照样吃供应粮，以外还有自留地。他听出
我说的也是实话，心情就好多了。临走时他把
我枕边和箱盖上放的书都翻了翻，然后说：“能
看点书还对，别扔了。”我知道他说的别扔了指
的是什么，那就是不要放弃创作的念头；也更
知道他的嘱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分量和胆

量。先生的这次造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刻骨
铭心的记忆。在我人生最低谷时，先生能亲自
来看我，使我至今想起都热泪盈眶：感念先生
的知情重义！

宗礼先生的知情重义，就我的理解绝不
仅仅是一般人所说的会处事。在那个特殊
的年代，对一个年轻人处境的关注，从本质
上讲，正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尊重。这是由宗
礼先生的人品决定的，其中没有半点虚假。
连日来，在人们的闲谈中，有一点更是引起
了我内心的极大震撼。这就是：先生执政创
作室工作期间，前期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路线时期，后
期是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虽然人
心思治，但社会思潮和人的思想仍然十分复
杂。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几十年间，却
从来没有听说他坏过谁、整过谁、投靠过谁、
出卖过谁，按说这本是做人的底线，看似比
泥土还要平凡，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比
白玉还要坚贞。这种操守，也许就是人们津
津乐道的高风亮节，其中闪现着人性的光
辉。宗礼先生就是凭借这一点，与白城市所
有的剧作家都成了知心朋友。

宗礼先生为人正直，行为坦荡，其人格魅
力有“霁月光风”之美誉。“霁月光风”说白了就
是无私和透明。原白城行政公署，最早包括突
泉和乌兰浩特在内，全区共有11个市县。当
时每个市县都有戏剧创作室，创作员达百余
人。地区每年都有创作会，少则十天半月，多
则个月期程，涉及的作品近百件。每件作品都
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浸透着他
的心血。可面对这些作品，除了对作品的发现
和扶植不说，仅就对作品的提高而言，他的意
见很多时候都是带有建设性的。但尽管这样，
他却从来没在任何一件作品上署过名。因此
直到退休他也只有行政职务（正科），而没有业
务职称（至少副高），从既得利益上来说，这种

无私实在是亏大了。
文人相聚，自然要置酒高会，也自然要把

宗礼先生奉为座上宾。这时他望着手下的爱
将，怡然得没有一点城府，天真得像个孩子。
其实他所谓的爱将，全都是比正人君子更可爱
的“牛鬼蛇神”，三杯酒下肚，就都原形毕露
了。宗礼从不恭维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
恭维。在他面前奉承话是谁也不敢讲的，不过
有的年轻人却敢和他开闹，甚至年龄比他小一
轮还多的也居然和他称兄道弟，这他也不生
气；更有甚者，一次，一个高阳酒徒喝得酩酊大
醉，竟敢对先生当面直呼其名，被人搀走时嘴
里还大喊“王宗礼！”这时大伙笑，他也跟着笑，
而且还追加一句：“其实那是个好小子！”写到
这里，也许有人会怀疑，先生也是一个酒徒。
在此我只能说，他虽不是滴酒不沾，但50多年
我却从来没看他喝多过。退一步说，作为一个
不媚上不欺下的耿介之士（红脖子汉），即使偶
尔喝多了，“羞于赧然醉酡颜”，因其心地透明
也仍不失长者之风。

雪泥鸿爪，往事如烟。就是这样一个宗
礼先生，最后终于成了白城戏剧创作界的“总
理”。一时间，白城王宗礼已经成了一种文化
品牌。追慕王宗礼，成为第二个白城王宗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一种时尚。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宗礼先生
的一生，庶几近之。少壮艰苦备尝：曾于贫家
寒境之中，奉养双亲，教子成人。自强于艰难
岁月，挺身于风雨政坛，“温不增华，寒不改
叶”，于国于家均不失丈夫之志，严父之尊。晚
年躬逢盛世，五福尽享，怎奈天不假以永年，竟
溘然长逝。我与先生半个世纪相处，一朝永
诀，抚今追昔，舒纸染翰，怎能不泪洒长笺！

呜呼！“哲人远逝，风规犹存，德建名立，泽
被后昆。”先生留下的家风有人继承：先生的后
人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先生未竟的
事业，也就是亲手搭建的戏剧创作的庙台，依
然香火不断。庙台的比喻虽然有些不伦，但至
今未塌却是事实，这不能不说和地基的坚实有
关。石在，火就不会灭，如今的白城已是人杰
地灵，群彦汪洋，先生的后继者像先生当年一
样，正在为白城戏剧创作的再度辉煌做着艰苦
卓绝的努力。“大地绵延似青灯，一代接一代”，
此正薪火相传之谓也！

云山苍苍，绿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愿宗礼先生安息长眠，永垂不朽！

泪洒长笺悼宗礼
●孙玉祥

刚刚落幕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上，来自乌克兰的选
手曾子儒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诗词也能应对自如。对母语不是汉语的学习者来说，诗词在他
们学中文的过程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由诗词到文化信息
曾子儒说，中国诗词博大精深，学无止境，是“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是“陶陶然乐在其
中”。7岁时，在一本世界地图上，曾子儒看到了中国，从此开始
通过网络、书籍了解跟中国相关的一切。2016年，曾子儒参加

“汉语桥”大赛，获得欧洲冠军、全球亚军和最佳风采奖。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必须学习中国古诗词。”毛

毅鹏说这是汉语老师告诉他的，让他印象很深。毛毅鹏来自意
大利，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他在本科上过《古代文学》课，

从那时开始学习中国古诗词。“我最喜欢李白的诗，喜欢他的《行
路难》。这首诗告诉我们，在遭遇挫折后也要保持乐观进取的人
生态度和对理想的坚定追求。”毛毅鹏说。

“我学习诗词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因为诗词中包含着很多
历史与文化信息。”来自泰国的留学生刘玲玲第一次接触中国古
诗词是在当地的华语学校上学时，“当时语文课有一节安排的是
讲中国古诗，我觉得这个课很有意思。”刘玲玲最喜欢的中国诗
人也是李白，从她开始学汉语，便常常会重温李白的《静夜思》。

诗词虽美，挑战不易
诗词虽美，对母语不是汉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学起来却很

困难。“中国古诗词的特点是具有声韵之美、含蓄之美和艺术张
力，经常给人思想启迪，是古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
的宝库。所以很希望来华留学生能学习一下古诗词，了解我们
的情感表达体系，感受我们的民族情感，也能给生活带来一些诗
意。”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汉语国际教育学院教师谭丽丽说，

“但古诗词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讲，学起来有难度。尤其对汉语水
平为初级的学生来说，理解诗歌中的内涵相对较难。”

谭丽丽表示，古诗词语言凝练、含蓄，无法只从字面上去了

解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这对来华留学生来说是一大挑战。毛毅
鹏对此表示认同：“古诗词太简练了，虽然这是一种语言之美，但
没有语言的积累根本理解不了。”

刘玲玲也说：“当我真的学了中国古诗词之后才发现学习难
度很大。为了理解其中的内容，古诗词中每个字几乎都要先翻
译成现代汉语，再翻译成泰语。”好在她汉语基础不错，也对中国
文化有所了解，理解起来相对容易。

对于如何学习古诗词，谭丽丽老师说：“我们只能根据学生
的语言水平去安排教学内容，如果学生汉语水平高，就讲解得细
一些，让学生理解诗词的意境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于汉
语水平相对低的学生，就先讲解个大概，再让他们慢慢体会。”

融入日常教学之中
无论难易，古诗词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方式之一是共识。

目前在韩国做汉语教师的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香君说：“我给
外国学生教诗词，不是从文学批评和鉴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侧重
语言学习。比如《春晓》这首诗，主要是帮助学生掌握声调。”

谭丽丽希望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能理解诗词的意思和诗人
的感情。据她介绍，为了使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传媒

大学文法学部针对在华留学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讲
读》选修课。该课程的对象是本科四年级学生，内容包括中国神
话、《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唐诗和宋词等。

“选这门课的学生不多，因为有一定的门槛。来上课的学生
一般都对诗词感兴趣或汉语水平比较高。”谈到具体的上课方
式，谭丽丽说，“一般先朗读文章，然后讲解内容。在讲解过程
中，会介绍诗人的情况，讲解诗词的意境。”

虽然中国传媒大学还没有为硕士留学生开设诗词课，但谭
丽丽会在平时给学生们讲解古诗词。“会讲诗词的形式和特点，
也会配合节气讲一些诗，在清明节前，我给学生讲杜牧的《清
明》，前段时间还讲了贺知章的《咏柳》。”谭丽丽表示，“这种上课
方式不会给学生压力，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有助于提升学生学
习诗词的积极性。”

在刘香君来看，“将诗词融入日常的教学之中”，效果最好。

发现诗词之美 打开汉语之门
●王亚鹏

■■

公 告
原我单位人员孙建立、张天遒、李旭、张景春、陈国

军五位同志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已满，并处于长
期不上班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
关规定，现公告上述人员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回单位办
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逾期不办理者，公司将按照自动离
职处理，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的规章制
度执行，所产生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联系电话：0436-7224627
特此公告

镇赉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4月17日

拍卖公告
白城市盛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接受委

托，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大众捷达白色轿车8台，登记日期2010年

12月，整体拍卖参考价：17.84万元。
拍卖时间：2018年4月26日上午9时
报名地点：白城市盛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开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8

年4月24日、25日15时止。
办理竞买手续需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及肆

万元竞买保证金，了解标的详情请到拍卖公司
查询。

公司地址：开发区四季华城3号楼7号门市
联系电话：13624360055
















 

《白城日报》《城市晚报·百姓生活》广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报，《城市晚

报·百姓生活》是《白城日报》和《城市晚报》共

同打造的都市类报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

媒体，坚持弘扬主旋律，服务中心，服务民生的宗

旨，其权威资讯、深度观点、实用信息为受众广泛

赞誉；其影响力、公信力、权威性、时效性、发行

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白城第一报。

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白城发展创业，来

白城日报社发布信息，共同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

白城日报社广告业务由白城日报社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
白城 0436-3323838
洮南 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 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 13204409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