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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食粮’有着落了！”听闻喜
爱的中国网络小说有望通过AI翻译加快更
新，孟加拉国作家亚齐亚兴奋不已。作为
忠实读者，她常常从中国网络文学中汲取
写作灵感。如今，走出“国门”的网络文学
在海外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数据显
示，我国网络文学行业2022年海外营收规
模已达40.63亿元，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
39.87%；翻译语种超过20种，遍及东南亚、
北美、欧洲等地区。

“乘风破浪”的网络文学，是近年来中
国文艺作品“出海热”的缩影。脱贫攻坚题
材电视剧《山海情》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
出，电影《你好，李焕英》吸引海外影业公司
翻拍，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海外主流
剧集专业评分网站获得高分，动画电影《长
安三万里》吸引不少海外网友自发助力影
片宣传推广……从电影到电视剧，从动漫
到微短剧，越来越多文艺作品在海外实现

了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流淌的文字里、
银幕的光影间，海外受众深入认识中国、了
解中国，感受中华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中国文艺作品，何以风靡海外？文化
的链接是首要因素。在美国，有一个名叫

“武侠世界”的中国网络小说网站，开设了
专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板块，月均
访问量有2000多万。华夏大地，有江山之
雄，有人文之盛。随文艺作品一同传播的，
是这片土地所孕育的独特文化符号和价值
体系，是历史的脉搏与时代的呼吸。从穿
越历史的唐诗宋词、侠骨柔情，到热气腾腾
的奋斗故事、社会变迁，呈现在海外受众面
前的，是极具异域感的全新文化语境，在其
中遨游徜徉，收获的是新奇的审美体验。

传播的热度，亦源自情感的共鸣。优
秀的文艺作品中，凝练着跨越国界、种族的
共通情感。当《山海情》里的村民在时代浪
潮中用双手消除贫困、重返经历沧桑巨变

的西海固，当《你好，李焕英》中的母亲以无
私的爱与女儿告别，当《流浪地球》中人们
选择携手同心拯救家园……励志、亲情、热
血等人类共通的情感便在作品中交织激
荡，构成文艺作品跨越时空传播的“最大公
约数”。透过叙事、情节，海外受众能品尝
酸甜苦辣、经历悲欢离合、体验喜怒哀乐，
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歌哭于
斯的人们实现情感的同频共振。

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文艺作品出海
驶上快车道，同样离不开日渐成熟的市场
推广机制。例如，一家专注数字阅读的企
业，着力打造海外门户网站，访问用户量累
计约2.3亿，在海外举行的“全球华语IP盛
典”等活动收获良好反响；一家视频网站，
与国外电视台达成合作，设立专属频道播
放中国动画作品……从过去更多依托自发
的口碑传播，到如今重视宣发推广、探索行
之有效的海外发行机制，拥抱市场、融入世
界各地人们的文化日常，中国文艺作品正
以更积极的姿态接受海外市场的检验。

从文艺作品的出海之路，我们或许可
以得到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要跨越

“文化鸿沟”、打破“文化壁垒”，赢得海外受
众的认同，就要把中国故事讲得更鲜活、更
有温度。寓宏大叙事于一个个充满文化韵
味、真情实感的故事中，探索更多讲好故事
的创新载体，打造更多深入人心的精品品
牌、优质IP，出海的文艺作品将会更好助力
中国文化扬帆世界。

商周时，食材并不丰富，人们填饱
肚子就不错了，往往贵族统治者才能吃
到肉。当时人们吃的菜，在今天看来有
不少是野菜。大家熟悉的《诗经·周南·
关雎》中，就写到了一种叫“荇菜”的野
菜，堪称《诗经》中的第一草。

《关雎》写一个贵族男青年爱上了一
个女青年。男子向女子表白，但是“求之
不得”，并不顺利。女子好像也对男子有
意思，所以一直在他眼前采摘荇菜，似乎
是在给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机会。小
伙子也不傻，“琴瑟友之”后，全诗以热热
闹闹的“钟鼓乐之”终章，似乎是喜结连
理的结局。那么问题来了，出镜率很高
的荇菜是什么菜？女主人公和作者为何
青睐这种植物？

商周时，烹调方式有限，蒜蓉清炒都
谈不上；动物油脂在当时是稀罕物，植物
榨油在魏晋才多起来。想来这个女子不
过就是在鬲里、甑里煮煮荇菜，连汤带水
一起吃，就是“羹”。清汤寡水的荇菜

“羹”也不会多诱人吧？另外野菜自生自
灭，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样扎堆生
长，所以才有“良莠不齐”的成语。为了
填饱肚子，人们往往会采一大堆菜。单
单对荇菜感兴趣，应该有深层次原因。

《毛传》说：“荇，接余也。”《尔雅·释
草》云：“莕，接余，其叶‘苻’。”郭璞说：“长
短随水深浅，江东食之，亦呼为‘莕’。”这
里的荇菜，也叫“莕”或者“接余”，是种可
食用的水草。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
物，节下生根。圆形或椭圆形的叶片漂
浮在水上，很像睡莲，还有小黄花。它不
仅受古人青睐，今天也被大量种植，既能
观赏，又能食用，还能入药。《唐本草》说
它“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本草纲
目》说它“捣敷诸肿毒，火丹游肿”。

那么，这个姑娘是要治病，所以单单
采荇菜吗？

我们忽略了一点，故事是人讲的。
《诗经》最初是民谣，经过人们的口耳相
传，被“太师”这类乐官“采风”，并进行了
复杂的加工创作，再呈现给帝王和其他
贵族。从质朴的民谣到成为《诗经》之
首，它经历过很多人的修改润色。诗中
描述女子采摘荇菜，“左右流之”“求之”
和“采之”，表现出十足的画面感和重章
叠韵的节奏美。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
该诗只写荇菜，而不写其他野菜，也有艺
术加工的因素。

这个荇菜，可不是一般的水草。章
太炎先生的《小学答问》中有这样一段精
到的分析：

问曰：《说文》无嫱，《春秋左氏传》曰
“以备嫔嫱”，“宿有妃嫱嫔御焉”，本或作
牆，果牆字欤？答曰：阳鱼对转，牆声转
则为序，牆、序一也，故声转亦为伃（伃与
序同从予声）。《说文》：“伃，妇官也。”又
曰：“婕，女字也”；“嬩，女字也。”嬩、伃盖
同字。汉妇官有婕伃，其名义盖先汉而
有。杏曰接余，故《诗》以杏菜比淑女，以
其声同婕伃，犹狸曰不来，以狸首比诸侯
之不来者矣。妇官曰伃，借牆为之，毛
嫱、王嫱亦本以牆借为嬩字，所谓女字者
矣。

这里可能有人疑惑，《说文解字》这
本解释古文字的字典，怎么没有“嫱”字
啊？王昭君不就叫王嫱吗？《左传》也有

“以备嫔嫱”“宿有妃嫱嫔御焉”的记载
呀。太炎先生精通于文字音韵，深知上
古时期“音近则义通”的道理。他说，按
照音韵学中“阳部”和“鱼部”有对转关
系，读音接近，“嫱”和“序”是一回事儿，

“序”也可以转为“伃”，《说文》有“伃”和
“嬩”，就相当于“嫱”字，都和女官、女字
有关。汉宫女官有婕妤，次于皇后，按
照太炎先生的思路，其名大概在汉代之
前就有。《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说：

“婕，言接幸于上也。妤，美称也。”荇菜
又叫接余，谐音婕妤，故《诗经》以荇菜
比淑女。人在水边见了接余，就联想到
了美女婕妤。

这样似乎越说越离奇了，一个男子，
居然想到帝王的女人“婕妤”，这是什么
道理？只有一种可能，男子地位不低，似
乎就是帝王本人。《诗经·关雎》序云：“关
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
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
焉。”《诗大序》：“《关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南也。”按照汉代人的解说，这首诗说的
是后妃之德，表现“王者之风”，还和周
公的教化有关。这已经暗示了读者很
多文化信息，只不过说得不明确。女子
怎么就是后妃了？这和王者又有什么
关系？可能是汉代人对其历史背景过
于熟悉，无需解释，但今人看起来觉得
有些摸不着头脑。宋人讲得很清楚，欧
阳修《诗本义》说：“君子以述文王太姒
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朱熹
《诗集传》说：“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
王之妃大（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
子，则指文王也。”欧阳修和朱熹大胆猜
测，这个男青年是周朝的圣君周文王；
采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武王和周
公的母亲、著名的贤妻良母太姒。《诗
经·大雅·思齐》有描述太姒的记载：“思
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
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是说，文
王的母亲太任、文王的奶奶太姜、文王的
妻子太姒都很贤良淑德。太姒善于继承
前人美誉，给周文王生儿育女。

有人说，这么对号入座多牵强啊，我
们读完了《关雎》，也没发现采摘人的身
份线索；即使读一百遍，也未必明白其所
以然。这个质疑在五四以后非常流行，
人们提倡解放思想，把《诗经》从封建礼
教的背景中解放出来，于是包括毛传、郑
笺、朱熹注都不要了，从诗歌本身入手，
探索上古歌谣到底说了什么。这样的思
考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时代
对《诗经》烦琐的牵强附会。然而人们忽
略了，古代学者的注疏，有时可能有大量

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撑。许多内容，上古
先民习以为常，不加解释人们也会懂；可
是这些信息到了后世，人们会不明白或
者产生误读。关于《关雎》“后妃”“文
王”“太姒”的解释，就有合理性因素。
其中有一个有力证据：《关雎》诗中有琴
瑟、钟鼓，这几种乐器的级别可不低，古
代只有大贵族才能用到，绝非农夫村氓
所能见到。《墨子·三辩》说：“昔诸侯
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
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
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诸
侯、大夫和农夫级别分明，诸侯才用
钟鼓，这和周文王的推论合拍——周
文王是商纣王封的西伯。而且把它放在
《诗经》第一首，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级
人物，也担当不起。如果我们综合钟鼓、
琴瑟和荇菜这些文化信息来考查，就会
明白，这个说法恐怕不是汉儒和欧阳修、
朱熹的杜撰。

古人赋予荇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蕴。
孔子说《关雎》“以色喻于礼”“反内于礼”
（上博简《孔子诗论》），强调“礼”对本能
感情恰当的约束作用，让人“发乎情，止
乎礼义”（《诗大序》）。“琴瑟友之”“钟鼓
乐之”是“礼”，“参差荇菜”也是“礼”。它
通过谐音双关，向人们传达了含蓄朦胧
的审美观念，以及“礼作于情”（郭店楚简
《性自命出》）“礼节民心”（《礼记·乐记》）
的伦理态度。这不仅是饮食，也是哲理；
不仅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也能被当下
的我们所理解。

日本细井徇《诗经名物图解》中的荇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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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智 若 愚

●陈丽

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辩证
的。譬如大智若愚，智和愚看似
对立，实则相互转化、互为依存，
真正的智慧天然地蕴含着某种
意义上的“愚”，真正的智者在某
种情境中往往表现得像愚者。

愚，形声字，其字形由两部
分组成：心和禺。“心”指心智、性
格，而“禺”则表示读音。愚，本
义是指愚蠢或愚昧，后发展为自
谦之辞。“若愚”意指看起来好像
很愚笨，实则并非如此，而是富
有涵养，有大智慧。明代思想家
吕坤《呻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愚者人笑之，聪明者人疑之。
聪明而愚，其大智也。”意思是
说，愚蠢的人，别人会讥笑他，聪
明的人，别人会怀疑他，只有既
聪明而看起来又愚笨的人，才是
真正的大智者。

《史记》记载，关于如何做
人，老子说过一句话“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意思是说道德高尚
的人，总是随时向人求教，看上
去好像愚蠢笨拙。一代文豪欧
阳修辞官还乡，苏轼拜谒恩师，
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提到

“大智如愚”，惋惜一个老臣离

去的同时，欣喜恩师大智若愚、
胸怀坦荡。其深意旨在告诫人
们，真正的君子追求内在的品
德和修养，他们胸襟豁达，德行
高尚，明白大道理，是不计较琐
事得失的。

大智若愚要有空杯心态和
虚怀若谷的境界。《道德经》中讲

“绝圣弃智”，弃绝聪明才智，返
归天真纯朴；《论语》有云：“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圣人孔子尚且
如此自谦；国学大师饶宗颐达古
通今、学贯中西，却说“我觉得我
是个傻瓜，没人像我这样”；苏格
拉底有句名言：“我只知道自己
一无所知”，认为自己和常人一
样，并不能穷极世界上所有的知
识、智慧……纵观古今中外的大
智者，总是时常提醒自己还有很

多不足，所以才会不断激励自己
“为学日益”，获取更多的知识和
智慧。

大智若愚还要有点“愚”劲
儿。古代寓言故事中的愚公下决
心“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
达于汉阴”时，面对妻子的质疑和
智叟的讥笑，长叹说“虽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
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
平？”愚公移山在别人眼里似乎有
点不自量力，然而他目光长远，不
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
终感动上天而将山挪走。

清代名臣张英《家书》中有
言：“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说的是张英邻家造房
欲占三尺地基，张家人不服，修

书一封求张英主持公道。家人
收到张英回信后退让三尺，邻家
人深受感动，亦退让三尺，便形
成了“六尺巷”，至今仍被传为美
谈。在争执不下时，让他三尺，
看似“愚钝”，实则是一种智慧，
化解了邻里冲突，也是将心比心
的长远之道。

据说郑板桥去拜访一位非
常有学问的老人，老人读书破万
卷，却自称“糊涂老人”。老人家
里有一方石头，请郑板桥题字，
郑板桥哈哈一笑，当即题了传世
名言“难得糊涂”四个字，并在下
面书写了一段小字：“聪明难，糊
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
后来福报也。”这里的“糊涂”，正
是摒弃了小聪明的“糊涂”，是一
种修为，一种气度，一种大智慧。

《道德经》言：“大智若愚，大
巧若拙。”才智出众但并不处处
表现在外，谦虚质朴而不自矜炫
耀。《周易》有言：“君子藏器于
身，待时而动。”做人做事当以海
纳百川的境界和君子反求诸己
的心态，踏实做事，事事悟、时时
醒，乃大智者。

我看我说■■

“伏愿上梁之后，胡星早落，
汉月独明。地辟天开，河清海
晏。要令平世家及国以举安，不
独吾庐子又孙而宁处。”这是南
宋大诗人杨万里所作的《南溪上
梁文》里的几句话。上梁文是建
屋上梁时用来祝颂的文体，一般
用来表示对即将在新屋展开幸
福生活的美好祝愿。这几句话
不仅表达了对个人小家的祝愿，
也表达了对国事的热切关注，最
后两句令人想起杜甫“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宽阔胸怀。

杨万里是出自才子之乡江西
吉水的大诗人。绍兴二十九年
（1159年），杨万里任永州零陵县
丞。当时主战派领袖张浚谪居永
州，杨万里多次请见，都被张浚拒
之门外，后来以书信力请才得以
拜谒。张浚以“正心诚意”勉励
他，杨万里深受鼓舞，将其书斋更
名为“诚斋”以明己志，并“终身厉
清直之操”。

在零陵任职期间，他清廉奉
公，深得民心。三年任满后，同僚
们商量为他设宴饯行，为了不给
同僚和百姓增加负担，杨万里半
夜乘船悄悄离开。“夜浮一叶逃盟
去，已被沙鸥圣得知”“半夜犹闻
郡楼鼓，明朝应失永州山”，字里
行间是对永州的依依惜别之情。

起初，杨万里受江西诗派的
影响，效仿古人创作了千余首
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也
就是他在零陵任职的最后一年，
他将这些诗稿付之一炬，焚之殆
尽，而后独辟蹊径，开创了具有他
独特风格的“诚斋体”。

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人文景
观，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琐
碎，都可以进入杨万里的诗中。
杨万里的诗中不乏对百姓生活的
描写，以此寄托对民生的关怀，对
百姓的同情。

隆兴元年（1163年），由张浚
推荐，杨万里担任临安府教授，次
年因父亲病重，返回家乡吉水，见
农田遭灾，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写

下《悯农》：“稻云不雨不多黄，荞
麦空花早着霜。已分忍饥度残
岁，更堪岁里闰添长。”稻谷歉收，
荞麦又遭霜打，偏偏又遇上闰年，
一年多了一个月，更延长了饥饿
的痛苦。“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
量不尽穷愁。”一家人的劳作只能
指望百二十个手指，但万斛的产
量远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困境和忧
愁，在《悯旱》这首诗里，诗人将遭
受旱灾之苦写得令人心碎，“小儿
察我惨不乐”，天真淳朴的孩子也
看出了我的悲伤，可是他“焉知饿
死填沟岳”，对于未来，他又怎么
会知道呢，只能任凭“水车哑哑止
复作”。

绍熙元年（1190年），杨万里
奉命接待金朝来宋的使者，夜晚
在去丹阳的船上，听到船夫的谈
话，他有感而发写下一首《竹枝
歌》，其中几句是“幸自通宵暖更
晴，何劳细雨送残更。知侬笠漏
芒鞋破，须遣拖泥带水行。”纤夫
日夜拉船已够劳苦，偏偏又逢雨
天，只能拖泥带水前行，诗人借此
诗表达了对他们艰难处境的深切
同情。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与民同忧
的情怀，杨万里在任地方官时处
处为百姓着想。征收赋税是地方
官的基本职责，杨万里在一首诗
中曾说“鬓丝浑为催科白”。乾道
六年（1170年），他来到奉新任知
县，为了做好赋税征收的工作，他
一方面禁止吏员下乡催征，以免
骚扰百姓；另一方面对于拖欠赋
税者，发出通知，写明欠税额度、
交税期限等，百姓有了真凭实据，
猾吏也不敢夸大欠税额度，从中
敲诈。杨万里在写给友人的书信
中表示如此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当地百姓自此“不以虎穴视官
府，而以家庭视官府”。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
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
以北即天涯”。杨万里在接待金
国使者期间，目睹中原山河易主，
不禁悲从中来。“中原仍梦里，南
纪且愁边”，这种对山河分裂的忧

虑一直影响着杨万里的诗歌创作，
他将对国家的一腔忠诚与热爱付
诸笔端，哪怕是在服丧期间仍不忘
国事，撰写了《千虑策》，从君道、国
势、人才、刑法和民政等方面提出
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略，充分显
示了他的政治才能。致仕后，杨万
里仍未忘怀国事，在《题刘高士看
云图》一诗里写道：“谁言咽月餐云
客，中有忧时致主心？”

韩侂胄曾经修筑南园，嘱托
杨万里写一篇记，并许以高官，杨
万里断然拒绝：“官可弃，记不可
作也。”后来，韩侂胄气焰更加嚣
张，杨万里忧愤不已，抑郁成疾，
家人知道他担忧国事，关于时政
的消息都不忍告诉他。当他突然
知道韩侂胄出兵北伐一事，失声
痛哭，写下：“韩侂胄奸臣，专权无
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
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写
了几句话告别妻儿，笔落而逝。
南宋诗人葛天民评价他：“脊梁如
铁心如石”，铁骨铮铮，不屈从权
势，心系国事，坚如磐石。

杨万里仕宦多年，一生清贫。
“饱暖君恩岂不知？小儿穷惯只长
饥。朝朝听得儿啼处，正是炊粱
欲熟时。”这首《儿啼索饭》本是一
首自嘲诗，却不经意透露出自己
的孩子常常饿着肚子要饭吃，其
清贫可见一斑。杨万里的父亲曾
在家乡建有三间茅屋，晚年杨万
里返回老家，仍住在父亲留下的
茅屋里，有一首诗这样形容他的
住所：“三间茅屋独家村，风雨萧
萧可断魂。旧日相如犹有壁，如
今无壁更无门。”然而他自得其
乐，“长须赤脚，才三四人，吟咏于
江风山月间，醉则以天地为衾
枕”。难怪有人评价他“清得门如
水，贫惟带有金”了。

“两窗两横卷，一卷一沾
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
写下此诗的杨万里已近八旬，身
体孱弱，但仍心忧国事。人生几
何，杨万里爱民忧国，清廉忠义，
其“文章足以盖一世，清节足以
励万世”。

脊梁如铁心如石
●范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