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兰诗》是我国南北
朝时期的一首乐府民歌，讲
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
军 的 故 事 。 全 诗 只 有 300

多 字 ，却 单 独 或 兼 用 了 设
问、比喻、排比、对偶、错综、
映衬、层递、顶针、反复、复
叠、摹状、省略等十多种修
辞格，几乎每句都运用了辞
格，处处都是神来之笔。全
诗语言如天上行云、小溪流
水，活泼明快，字字珠玑。

诗 的 开 头 16 句 用 设
问，前 6 句是提问，木兰为
什么“叹息”，接下来 10 句
是答案“从此替爷征”。一
问 一 答 ，引 人 入 胜 。“ 问 女
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
无 所 思 ，女 亦 无 所 忆 ”，反
复错综兼用，絮絮叨叨话家
常，表达的是木兰与父母的
互相关爱体贴。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
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
长鞭。”四个排比句中，东西
南北四个方位词都是虚指，
用错综的辞格，通过词面抽
换，再现了木兰报国心切，
在市场上东奔西跑忙忙碌
碌选购装备的身影。

同样抽换方位词的还
有“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
床 ”，东 与 西 也 非 实 指 ，反
映的是木兰回到自己阔别
十余年的闺阁，既熟悉，又
新 鲜 ，这 里 摸 摸 ，那 里 坐
坐，欣喜之状，溢于言表。

还有隔段使用的数词
错综，如前边说“壮士十年
归”，后边说“同行十二年”，
木兰到底参军多少年？其
实十与十二都表示多数，即
十余年，这样错开说，显得
句式灵活而不呆板。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
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
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
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
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
鸣 啾 啾 。”全 句 用 层 递 ，像
电影蒙太奇镜头转换一样，
一下子就把木兰从爷娘身
边 推 向 了 抗 敌 前 线 黑 山
头。木兰从家乡出发经黄
河到达战地，马不停蹄，日
夜兼程，只用了两“旦”两“暮”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
奔赴疆场的速度之快。两个“不闻”反复，强调的是“爷娘唤
女声”不停在耳畔回响。“鸣溅溅”和“鸣啾啾”，两个复叠拟
声词生动形象地摹状了河水奔泻与战马嘶鸣的声音，突出
了木兰一路的艰辛和战情的紧急。“不闻”与“但闻”使木兰
的思亲深情与报国初心交相映衬，表明在忠孝暂难两全的
选择面前，木兰义无反顾首先选择了精忠报国。这就是《木
兰诗》在内容上能够流传千古的原因所在。

《木兰诗》对偶辞格的使用，同样富于变化。“朔气传金
柝，寒光照铁衣”“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是正对；“将军
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是反对；“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是串对。不仅各种形式的对偶
交替使用，而且词性与平仄对仗也很工整，强化了对偶句结
构严谨、音韵和谐的修辞特色。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
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
这几句用的是顶针辞格，头尾蝉联，上递下接，一气呵成。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一组排比句，勾勒出一幅一
家人喜迎木兰归来的画面，也可看到家人随着年龄增长带
来的变化，温馨和谐，亲密无间，生活情趣满满。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
雌？”比喻和省略兼用。比喻采用借喻的形式，只出现喻体
兔子，没有出现本体木兰与战友。拿兔子作比喻，正是因为
木兰出身农家，有猪有羊也有兔，身边之物信手拈来。前两
句描写兔子形象，不是要分辨雄兔和雌兔的，恰恰是要说明
兔子从外形上看是雌雄难辨的。上句探下省“迷离”，下句
探上省“扑朔”，把省略内容补出就成为“雄兔脚扑朔眼迷
离，雌兔脚扑朔眼迷离”，谁能辨出雄雌？

有些研究者不懂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木兰诗》，却一味
进行机械的字面考证，考证古代女子闺房方位，考证兔子怎
么就脚扑朔眼迷离等，结果不仅不能探寻《木兰诗》的艺术
魅力，反而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

《木兰诗》巧妙运用修辞手法，展现了一位勤劳善良、英
勇善战、报效祖国、忠孝两全的巾帼英雄形象，穿越时空，纵
横驰骋，家喻户晓，人人喜爱。在文学史上，《木兰诗》继承了
《诗经》以及两汉至北朝民歌的精华，对汉语修辞学理论的建
立以及唐朝以来格律诗的定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新
中国成立以来，《木兰诗》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在《木
兰诗》基础上改编的京剧《木兰从军》、豫剧《花木兰》久演不
衰，《谁说女子不如男》唱出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时代强
音。“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红
色娘子军高唱《娘子军连歌》，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2016年
里约奥运会，钟天使和宫金杰搭档，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
竞速赛中获得金牌，钟天使的“花木兰”头盔、宫金杰的“穆桂
英”头盔更是抓住了全球观众的眼球。木兰文化在海内外传
播甚广。这首长篇叙事诗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彰显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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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行山上》，
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创作的重大革
命 历 史 题 材 剧 。 该 剧 于
2015年 8月 4日在中央电
视台首播，后在多平台播
放，取得收视佳绩。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
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
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
争开始，而山西成为敌我
在华北争夺的战略要地，
太行山上抗日战争打响。
国共合作，工农红军改编
为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八 路 军
115 师、120 师和 129 师。
该剧再现 129 师在太行山
区、冀南地区抗日的峥嵘
岁月，讲述师长刘伯承、政
委邓小平奉命带领战友们
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
与日军作战，依托太行山
在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
击战，建立晋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开展抗旱、灭蝗、
生产自救活动，深入发动
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粉
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
攻。太行山全民抗战的史
诗，传递了八路军和人民
群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 爱 国 情 怀 ，视 死 如 归 、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
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 概 ，百 折 不 挠 、坚 韧 不
拔的必胜信念，具有强烈
的 现 实 意 义 和 深 远 的 历
史意义。

全剧始终贯穿着“兵
民 是 胜 利 之 本 ”“ 民 为 邦
本”的核心理念。编剧王
朝柱强调，中国共产党在
太行山的胜利依靠人民群

众。太行山老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不惧牺牲，同仇敌忾，
让人动容。129师横渡黄河进入山西时，阎锡山应划拨给
八路军的军械和粮食补给，推托不给，导致八路军的枪支
弹药和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村民在不清楚是哪股部队来
村里寻找补给时，将土豆藏于地窖，等八路军走后，他们看
到钱和纸条留言，主动找到 129 师，将剩余的粮食拿出来
给八路军。日军“大扫荡”时，大岩村的郭二、李才清夫妇，
为保护八路军伤员、村民安全和重要物资不暴露，牺牲了
自己还在襁褓中哭闹的孩子。在上党战役中，36万上党人
民竭尽全力支持八路军，全区三分之一劳动力直接随军参
战。主题曲《在太行山上》深沉昂扬：“千山万壑，铜壁铁
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母亲叫儿打东洋，妻
子送郎上战场。”歌曲在历史长河中回荡，凝结着中国人民
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屈意志，更展现了太行山人民支援抗
战、投身革命、不惧牺牲的精神，以及敌后根据地军民团结
一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鱼水之情。

这部剧的创作尊重历史，坚决杜绝戏说、神化倾向，
杜绝抗战题材娱乐化，服化道力求真实还原。依托历史
真实战役战况，再现八路军首战阳明堡、出击神头岭、再
战响堂铺、伏击香城固等经典战斗，以及将士们冲锋陷
阵、浴血奋战，在太行山战火中熔炼出坚不可摧的战友
情，更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艰难。战士耿富贵
从死人堆中爬出，被村民所救，养伤的同时发展民兵，打
游击战抵抗日军，最后穿过敌军封锁线重归大部队。在
阳明堡战役中，769 团三营营长赵崇德安排突击队秘密
进入敌军机场时，被日军哨兵发现，赵崇德伺机用手榴弹
炸毁了日军飞机 24 架，阻断了敌军支援，用生命的代价
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

剧中洋溢着昂扬激越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
精神，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大义而牺牲的
大无畏精神。导演李伟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投入历史
正剧创作》一文中写道：“到涉县去看将军岭的时候，刘伯
承元帅和很多共和国的将军，嘱咐子女自己去世以后把
骨灰的一半都要放到太行山上，还有很多将军说死了以
后一定要魂归太行，可见太行山对八路军将领、战士们是
多么重要。”129 师在太行山区组织抗日武装、创建敌后
根据地，生产开荒，旱地种谷，河滩种菜，修渠奖勤罚懒，
以工代赈，以改善部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真实史实的
展现充满力量和厚重感。

本剧不仅刻画了刘伯承卓越的指挥才能、邓小平敏
锐的政治眼光以及陈赓的果敢英武等老一辈革命家风
采，还细腻、生动地塑造了年轻战士鲜活的形象。我军刚
改编成八路军时，军队思想不稳，以 386 旅王近山为代表
的将士想不通：“蒋介石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了？逼着咱们
爬雪山、过草地，这仇咋消？这整着整着怎么被他们改编
了？”突显我军战士的疾恶如仇，后由刘伯承以国共合作
歼灭日军的必要性劝退。演员用朴素扎实的表演使人物
更加立体。剧中既刻画了郝梦龄、卫立煌等国民党抗日
名将的形象，也揭露了国民党军的虚伪面目，阎锡山在太
原会战前夕进行政治作秀，给晋绥军发放毒药，以示与太
原共存的决心，但上下沆瀣一气，一让他们打日军，个个
畏缩不前。再如国民党高级参谋乔茂才奉蒋介石之命来
到 129 师营地游说刘伯承，并试图越过八路军总部直接
命令 129 师过陇海路线转平汉路，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
违背国共谈判时确定的“指挥八路军必须通过八路军总
部”决议。刘伯承识破蒋介石想借日本人的刀来杀八路
军的计谋，让李达推托不见。

电视剧《太行山上》再现了太行山军民团结一心共同
抗日的峥嵘岁月，展现了中华儿女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
际所爆发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谱写了中国人民同仇
敌忾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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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用 文 学 的 笔 法 描 摹 一 位 有 价 值 的 历 史 人
物？如何在浩繁复杂的史料和研究文本中撷取有用
的部分加以呈现？如何按照既定的要求和体例完成
选题？这是我在构思《破冰醒世徐继畬》（北岳文艺出
版社 2023 年 12 月出版）时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
县东冶镇人，清道光六年（182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
修、广西巡抚、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总管同文馆
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著名的地
理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的《瀛环志略》一书，打开
了国人认知世界的窗口，在世界范围享有盛誉。他一
生清正廉洁，官至封疆而一贫如洗，真正体现了清廉
明达、烛照后世的廉吏风范。

“山西廉政文化丛书”的写作要求看起来不是完
全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有主旨的实用文体，因此，
需要采用文化散文的笔法。

于是，带着思考、满怀着使命感，我开始了文本的
创作。其实早在 2002年，参加了一次有关徐继畬开放
思想的研讨会后，我便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研究徐继
畬。因为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历史人物，他的著述光
照后世，他的政声流芳史册，而且主要因为他是我们五
台徐氏家族响当当的十五世祖。有这样一位祖先，不
仅是家族的骄傲，更是我这个自命为文字中人的精神
偶像。五台徐氏自明洪武三年（1370）移居五台大建安
村，迄今已然 650 余年，足称“旺族”。几百年来，这个
家族科甲连绵，人才辈出，放眼全国各地徐氏，以明代
以来的人物分量而言，也足称首屈一指。有关
徐继畬的研究文章和传记作品多不胜数，
其中严肃的学术研究文章水平很高，
而相关传记作品则优劣混杂、良莠
不齐。他的影像，总是显得扑朔
迷离、疑雾重重。

从那一年开始收集的资料，
累加起来，已足以形成一本专

著。因为光是我手机写字板里储存的文字，就有几十
万字之多，加上历年收藏的纸质文本，更是琳琅满目，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和历练，即使让我写 50 万字传
记，我也信心满满了。但是“山西廉政文化丛书”要求
全书文字不超过 13 万字，因此我需要再下一番功夫。
我根据体例，只把核心部分保留了下来，这便是书的第
二部分里各个侧面的叙述文章。成书基本上把徐继畬

之所以能够“有守有为”的方方面面都呈现了出来。
我在构思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人物故事和细节的

筛选和整合，尽量不重复。在体现传主核心价值方
面，以其重要性而斟酌篇幅；在体现“清、廉、勤、正”方
面，花大量笔墨铺陈。

在丛书创作出版座谈会上，我曾有一段发言，体
现了自己这方面的心情：“十几位传主的廉洁故事，体
现了不同时代不同职别的官员们的修身实践，但他们
的共同之处是高拔的人格追求和不与俗世同流合污
的文化理想，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价值观。即
如我撰写的徐继畬，作为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
者，他身居封疆，却时时处处严以律己，不仅非礼之财
不收，甚至连应得的地方官俸也拒不接受。更令人唏
嘘的是，在他致仕还乡后，连一处普通的院子都买不
起，他去世后的棺木还是由门生故旧集资采购的。作
为五台徐氏的十五世祖，徐继畬的故事在我们家族代
代相传；而作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他的著作和事迹
也必将随着时光一直流传后世。作为他的后辈，作为
为他写传的五台徐氏传人，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一个

人泪流满面，情不能抑。相信大家在读过全
部的廉吏故事后，也会和我有同样的心

情和感受。”
现 在 ，丛 书 已 经 出 版 ，拿 到

书 ，反 复 品 味 ，更 是 百 感 交 集 。
我要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我优
秀的先祖，弘扬深厚的三晋廉
洁文化。

打破坚冰的启蒙者
徐建宏

一直在被感动中。
不到 200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先前饱受列

强欺凌、腐败丛生，而今早已在世界上讲开了新时代的
中国故事——读《破冰醒世徐继畬》（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年 12月出版）一书，脑子里时时翻腾出这一念头。

徐继畬是不幸的，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一位
晚清乱局中的先行者，肯定要遭遇诸多不被人理解的
痛苦。但在后人的书写中，我们为他骄傲，在那样一
个时代，还是有先知先觉的先行者，正是因了他们的
不屈努力、破冰前行，才让我明白有许多像徐继畬这
样的人，在积极应对，冷静思考，对世界形势和可能到
来的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号召要“睁眼看世界”。

书里如此形容：“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徐继畬认
识到中国的软弱，从而唤起这位爱国官员为中国寻找
赢得时间的救世良方……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前的
好长时间，徐继畬已经认为西方人是中国不能继续漠
然视之的外国人了。”“历时五年，增删考证，拾遗补
阙，数十易其稿，徐继畬写成了近代世界地理历史巨
著《瀛环志略》。这部经过徐继畬阅读大量资料、结合
采访而成的著作，在近代中国‘看世界’的潮流中令人
瞩目，更具有难得的准确和超前的视野。”

这不是今人的故意夸张，早在《瀛环志略》出版后
不久，徐继畬的同时代人曾国藩、李鸿章、王韬都对其
予以肯定，康有为、梁启超也称他们是以《瀛环志略》
为起点对西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出使西方的第一人
郭嵩焘，在清光绪二年（1876）出使英国时，更是给友
人写信由衷赞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
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凭着采访认知的积累
作出判断，后来者一一比照，居然相差无几，这不是用
简单的一句“先见之明”就能敷衍得了的。

徐继畬在思想认知方面作出的贡献，历史早有定论。
在《破冰醒世徐继畬》里，作家通过对徐继畬生平

与思想的剖析，发现他高于常人的眼光，不仅是因为
恰好在厦门任职期间了解到西方、观察到西方诸国强
大的由来，更源于一位士大夫求新求变，或者说一名
中国人胸中蕴藏的炽热的家国情怀。

可惜他的见识实在过于超前，在那样一个闭关锁
国的时代，如何才能使大家都持开放态度和视角去认
识西洋诸国？他的所有论调不仅“不合时宜”，甚至还
有“崇洋媚外”的嫌疑。

一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遭到了排挤。徐继畬

被罢官之后，并没有消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读书人，回到山西，又回馈
乡梓，在平遥超山书院做了十年山长，教书育人。

那个时代的昏聩、腐败，徐继畬无力改变现实，他
只能独善其身。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弟虽外任
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
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这
是一位读书人的底线，也是他所能保持的最后尊严。

徐继畬漫长的一生，当然不止这些成绩，比如他参
与了同文馆的创建，堪称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又比
如手批《后汉书》，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现了“官天下”
的秘密。几十年宦海浮沉，为官一方，多有作为。繁忙
公务之余，又留下大量诗文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考
略。在《破冰醒世徐继畬》一书中，作家不蔓不枝，让我
们逐渐看清，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一个人该保持怎样
的节操，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迎接西方挑战。这不是
一位知识分子的独醒之累，独善其身有什么意义呢？他
只是竭尽全力，保持开放的身心，以具体而生动的实践，
召唤更多的同道中人汇聚到时代的合唱中来。

《破冰醒世徐继畬》不是一部简单的挖掘历史之
书。作家旁征博引，简略选取传主几个关键节点，就把
一代士大夫“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的饱满精神勾勒出
来。当下，中华文明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再想想一
百多年前徐继畬的所作所为，不免让人感慨良多。

传递多重精神价值
——读《破冰醒世徐继畬》

陈克海

电视剧《太行山上》剧照

从 1842年开始，徐继畬一方面广泛收集中外
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利用在厦门兼理通商事务、
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整理记录各国情况。至 1848
年，《瀛环志略》始成，全书十卷，分装六册。

18401840年年 77月月，，英军进犯厦门英军进犯厦门，，
徐继徐继畬畬刚调任汀漳龙道刚调任汀漳龙道，，驻漳州驻漳州，，
距厦门仅距厦门仅 7070 里里。。他迅即调集民他迅即调集民
兵修筑工事兵修筑工事，，用大木排堵塞镇门用大木排堵塞镇门
各港口各港口，，准备抗击英军准备抗击英军。。

徐继畬告老还乡执教超山书院期间，编修
《五台新志》，频繁地记载了晋北农村农民的艰辛
劳动和贫困生活，还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在一
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吏的贪婪、腐败和昏庸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