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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笔

杨家卿与他的

《毛泽东情系怀川》

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位伟人、一

本索隐他们之间关联的小书， 穿过历史

的尘烟，逝去的印记令人缅怀。 在焦作，

追问毛泽东与怀川有何渊源， 一个绕不

过去的人物非杨家卿教授莫属。

一个夏日的午后， 沿丰收路一路向

西，穿过一条窄窄的小巷，迎着马克思、

恩格斯花岗岩雕像那远眺的目光， 登上

柳荫掩盖下的六层办公楼， 来到这个现

任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焦作行政学院党

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前，一敲门，一个响亮

而谦和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你好， 我就

是杨家卿。 ”

握手、寒暄、坐下，游目四顾，杨先生

的办公室略显简陋，几本厚厚的《毛泽东

选集》、一尊水晶宝塔山，还有一幅毛主

席安坐藤椅的西柏坡留影照摆放在案

头。听他讲述毛泽东与焦作的故事、谈谈

《毛泽东情系怀川》的历程，是我此行的

目的。

“《毛泽东情系怀川》 一书问世于

2006

年

8

月，正值毛泽东逝世

30

周年，

诞辰

113

周年。当初之所以动意写《毛泽

东情系怀川》，这源于一次机缘，也源于

我对伟人毛泽东的崇敬和对家乡深深的

热爱。 ”杨家卿开门见山。

杨家卿回忆， 真正决定写作该书要

追溯到上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那时他正在

酝酿写一本 《司马懿与司马故里》 的作

品，搜集的资料是他在“文革”中期无意

间发现的，那是一张中央党校的《学习时

报》 上登载的毛泽东问及司马故里的掌

故，他一直精心搜藏了

10

多年。

“从那时就知道，毛泽东主席其实对

司马懿是深有研究的， 这触动了我探索

的好奇心。”杨家卿说，“之所以如此感兴

趣，是因为我出生在三国大军事家、政治

家司马懿的故乡———温县安乐寨村。 这

里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不

仅诞生了开创一代帝王伟业的司马家

族，还养育了不少近现代历史名人，如史

学家杨碾、孙中山时期的参议员王文郁、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王文俭、 抗日将领

杨团一、 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毕业的王崇道、王乃大等军政要员。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 村子里走出了蜚声中

外的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教授，中

国隧道工程泰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

恕和中国中医学家杨医亚教授等名人。”

杨家卿说， 他在这样浓烈的历史文

化的滋润和熏陶中渐渐长大， 恢复高考

后又得以到高校深造。当他撰写《司马懿

与司马故里》书稿时，又萌生一个想法：

把毛泽东与焦作的历史文化写出来，这

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当年他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中国

人事报》驻河南资深记者辛向东，辛向东

说毛主席终其一生也就在

1952

年来过

武陟人民胜利渠一次， 留下的资料实在

太少， 将伟人对怀川情缘写成书几乎是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许是出

于对开国领袖的崇敬与爱戴， 也许是所

从事工作性质的需要， 杨家卿随即开始

了资料素材的准备。 好在他大学毕业后

供职在宣传部门， 业余时间思考了许多

毛泽东与焦作有关的数十个题目。 经过

那些年的积累，一些想法不断成熟，以毛

泽东关注怀川的地方人物事件、 历史掌

故等为突破口， 力图从多个侧面反映毛

泽东对怀川大地的情感历程。 这样，《毛

泽东情系怀川》总算有了雏形。

“写作过程中，资料的收集犹如大海

捞针， 每当苦苦寻觅却一无所获后的柳

暗花明，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让我欣喜

异常，如获至宝。 ”杨家卿说。 书中有篇

《十谈司马懿》的文章，讲述了毛泽东从

少年时代始， 对司马懿这一历史人物认

识的变迁，需要配一幅司马懿的画像，这

下可难坏了杨家卿， 用电视剧中的剧照

明显缺乏严肃性， 用素描却又缺乏可信

度，为了保证史料、掌故出处准确无误，

他就尽可能找正规出版社出版书籍，但

一直无所获，一次，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

会，他到北京图书大厦苦苦寻觅了几天，

终于在明朝人所作的 《中国历史人物画

像》中寻得。

就这样， 在之后的

10

多年的时光

里， 他孜孜不倦地查阅收集有关毛泽东

的书籍达

100

多种， 珍贵照片

20

余幅，

其中有一部分史料鲜为人知， 同时在借

鉴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不断对

书稿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终于形成

一部

24

多万字的专著。全书分为情牵心

系篇、问地道名篇、谈史论典篇和圈诗评

文篇等四个部分， 书中详述了一代伟人

毛泽东一生同怀川大地结下的深厚情

缘，其中有一部分图片和史料鲜为人知。

毛泽东的儿媳、 将军邵华亲自为本书作

序。 此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6

年

8

月刚一发行， 就受到了新华

社、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

注， 填补了焦作市历史研究中的一项空

白。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

2011

年，这距

《毛泽东情系怀川 》 有过了

5

个年头 ，

这年春天 ，杨家卿收到一份来信 ，信中

对该书大为赞赏，表示能在严重缺乏资

料的情况下，历时数十年，完成

20

多万

字的书稿，这种执著令人敬佩。 也许这

些正印了丘吉尔那句格言 ：“创造历史

的办法是写历史 。 ”对于写作者而言 ，

杨家卿是否也算是创造了历史的人物

了呢。

●

刘万勤

/

山乡情深

山丹丹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她以火焰般

的热情，和一些不知名的花一起，绽放一

张张可爱的笑脸， 用那独特的美点缀着

大山， 点缀着春天。 在芬芳浓郁的气息

中，我从山脚下沿羊肠小道，东弯西转，

步步攀登，汗淋淋地登上了山巅。

伫立于高山之上，左观右望，山丹丹

花开得更欢更艳。 我的心境像被花香淘

洗过似的，全是香喷喷的，好不惬意。

今天我是有约而至， 要在这里和一

位大学毕业的山村姑娘相见。

等了一会儿， 我的手机震动起来，一

眼就瞟见不远处正在打手机的姑娘。 她，

中等身材，敦敦实实的个头，特具山村姑

娘的浑厚气质。 她身着粉红衣衫，大步向

我走来，山体似乎在嗵通作响。 事先我已

从县教育局了解到，她姓张，名春妮，家住

隔着一架山的古仙峪，刚到深山中的古浪

峪小学报到任教。 相互确定了身份之后，

姑娘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 让您久等

了，我刚送走一个客人。 ”她坦然地一笑。

我顺着问她是哪里的客人，她说：“是大学

的同学，武汉市的，也是恋爱两年的男朋

友。 ”男朋友，对女孩子来说可是青春时期

梦中的花朵，于是我问现在的情况已步入

成熟期了吧？ 姑娘轻轻一笑，胖胖的脸蛋

上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像在意又不在意

地说：“现在，吹了。 ”“吹了？ ”“嗯。 迟早有

这一回，长痛不如短痛。 ”她的语气很坚

定。

原来她二人恋爱后， 是说都留在武

汉市的。 她父母得知这桩婚亊着实一百

个满意，口口声声说，一个山妮能嫁到大

城市里去， 也算八辈子烧高香了。 毕业

后，没有正式工作，他们两个就在武汉市

打工，等待好运降临。 可来家过春节时，

她听说古浪峪小学面临停课的危机，是

因为在这里任教的城市姑娘三天两头哭

鼻子，一是嫌条件差生活不习惯，二是男

朋友逼她快些离开深山， 所以向局里要

求几次要卷铺盖。 这样山民和娃儿们可

坐不住了。 这件亊春妮开始听说，心里隐

隐作痛，渐渐地像块山石压在她的心里。

这古浪峪小学，本是春妮的母校，她曾背

着书包在这里读过三年书， 至今感情颇

深。 她想，大山是祖国的希望，怎能冷却

了大山的心？ 从个人来说，人生价值的体

现，应该是在最需要的地方，是金子在哪

里都可以发光， 为何要跟其他大学生们

在城里争饭吃？ 再说，在山窝里过日子，

自己是轻车熟路， 就更有资格更有条件

不让山娃们的梦想流泪。 可这想法跟家

里人一说，家里顿时翻成一锅粥；跟男朋

友一说，他五官都错了位。 在犹豫和坚定

中她走过一道道弯，折腾来折腾去，最终

还是毅然决然地向县教育局走去。

而今，那古浪峪小学，走了城里姑娘，

来了春妮姑娘。 她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一

人担起三个年级的课程。 说苦也真苦，说

累也真累， 可她却感到很充实也很有滋

味。 因为她看到了山娃们的聪明和顽强，

看到了山娃们的希望和未来，更看到了大

山的希望和未来。 为了学校的发展，她还

孕育出一个大创意。 这大创意是什么，她

说暂时保密， 等八字有了一撇的时候，会

第一个告诉我……

这些，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春妮的讲

述，很难相信就是现实中的真实。 我的心

被她强烈地震撼了， 我见识了当今一个

不同凡响的地道的山村姑娘！ 她，有对大

山深情的挚爱，更有大山般博大的胸怀。

身边的山丹丹花，好红好艳，随风摇

摆，舞蹈似地开放着浪漫。 我不禁说：“这

花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花！ ”

●

迟 聘

/

新说文解字

释 娲

“右文说”：“呙”字考释

自有典籍文献以来， 古今学者论述

女娲，无不是粗浅的推测、猜想、想象，而

不能成为真实论断。 本文试图从名义考

释入手， 对女娲的原始本真形态作出分

析论证。

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 语言文字要

素与神话要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

于诸神命名，往往即是指向其功能。

《说文·女部》载：“娲，古之神圣女，

化万物者也。 从女呙声。 ”

“古之神圣女”、“化万物”是对女娲

功能、能量与地位的确认。 “从女呙声”，

是指“娲”字的构成，表示娲是形声字。

汉字学术史，宋代是一个分界。 宋以

前治文字， 学者多把形声字的声符认作

为简单的表音符号，以此，“从女呙声”的

“呙声”便失去了意义价值，只剩下声符

价值。 宋代王子韶提出“右文说”，人们开

始认识到形声字的声符更具有意义实

质， 认识到一组同一声母的形声字与其

声母在训诂上的关系。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云：“王圣

美（王子韶）治字学，演其意为右文。 古之

字书，皆从左文。 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

右。 如木类其左皆从木。 所谓右文者，如

戋，小也。 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

歹之小者曰残， 贝之小者曰贱。 如此之

类，皆以戋为义也。 ”

到了清代，“以声为义”的“右文”理

论被学者广为重视， 并在其应用上向前

推进。 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二·字义起

于右旁之声说》云：“凡字之以某为声者，

皆起原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 ” 章太炎

《国故论衡·语言缘起》云：“同一声类，其

义往往相似。 ”刘师培《左庵集·字义起于

字音说》云：“造字之始，既以声寄义，故

两字所从之声同，则字义亦同。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卷六七·从发音上研究中

国文字之源》云：“凡形声字，不惟其形有

义，即其声亦有义。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

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一书对此理论

更得以完善。 陈寅恪称沈著 “极精确”，

“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

可走也。 ”

我们以此理论，从一些以“呙 ”得声

的字中将“娲”字作一分析。

呙：

从金：《一切经音义》：“烧器也。 ”即

人工制成的圆形金属凹器， 可以容纳饭

食之物。

从木：《说文》：“盛膏器。 ”即车上盛

油的器皿，呈圆形。

从车：《广韵》：“车盛膏器。 ”意与上

同。

从石：《玉篇》：“碾轮石。 ”即可旋转

的碾轮。 呈圆形。

从山

:

《集韵》：“山形似者。 ”即丘类的

圆形山。

从土

:

《玉篇 》：“甘埚 ， 所以烹炼金

银。 ”即用土制成的液金圆形凹器。

从水

:

《文选·江赋注》：“水旋流也。 ”

即水流中的涡旋。

从穴：《字汇》： 窝，“窟也。 ”《新方

言》：“凡鸟巢曰窝。 ”

从肉：脶，《玉篇》：“手理也。 ”即手指

上文理多呈旋转的圆形。

从虫：蜗，《说文》：“赢也。 ”即螺类蜗

牛，呈圆形。

从“呙”得声的字，多与“圆的形态”

又具有“口”有关。 这是汉字形声字声兼

义的一般规律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那么

“呙”、“娲”之所指的“圆”、“口”，究竟指

向什么？

兑与呙：儿鸟与母鸟

这个 “兑 ”字 ，为什么表示言说 、喜

悦、 水泽？ 其中的泽到底是不是指水泽

呢？ 我们从“兑”这个字字形形象入手，来

看看“兑”字到底是什么，表示什么。

事实上，中国文化中，有过一个以图画为

文化载体向以文字为文化载体的过渡时

期。 文字发生史也经历了由图画样式向

文字样式的更替。 中国文化形成于文字

出现之前，并且是成熟于文字诞生之前，

而绝不是成熟于文字诞生之后。 即早在

文字诞生之前， 华夏民族已经有过一个

漫长的以图画形式表

述 “道 ”的存在 、发现

与应用的文化历史 ，

也即是以图画画面形

式为载体为标志的中

国文化大成熟期。 汉

字的诞生， 或者说汉

字 中 的 原 生 字 的 诞

生， 是人们对于图画

绘 图 熟 练 后 的 线 条

化、简约化。

这个 “兑 ”字 ，就

明晰地保存了原始图

画画面痕迹 ：“兑 ”字

上部两点， 表示的是

鸟的嘴部，“兑” 字中

部的 “口 ”，在图画中

是圆形的，不是方形，

即鸟类圆形的头部 ；

“兑 ”字下部的 “儿 ”，

即 “儿童 ”的 “儿 ”，原

义指的是儿鸟。 这个

“兑”字表示的是一只

鸟， 并且是一只 “儿

鸟 ”， 即雏鸟 。 整个

“兑 ”字 ，是一只身子

还小、 仰着的嘴角张得很大的雏鸟正在

等待母鸟来喂食时的画面写实。

由“兑”字到“女娲”的“娲”字，其中

真实代表字义的是“呙”字。 “呙”字组成

结构中的“口”字和“人”字的真实写法，

是 “呙 ”字上部的 “口 ”的实质也是圆形

的，这没有问题，有着上面我们讲到的呙

从金 、从木 、从车 、从石 、从山 、从土 、从

水、从穴、从肉等所有带“呙”的字的圆形

共性上得到支持。 从“呙”得声的字多与

“圆”的形态又具有“口”有关，“呙”字的

“口”，不是“嘴”本身，“口”下部的两点才

是鸟儿的“口”、鸟儿的“嘴”。 此处我们就

要分辨，“呙”字中间的“人”字不是“人”

字，而是一左一右的两点。 这与“兑”字中

的“口”与口上两点有紧密联系，“兑”字

“口”同样是表示的圆形头部，在上两点

是儿鸟向上张着的嘴，“呙”字在下两点，

是一只鸟向下张着的嘴。

“呙”字下部的“巾”（“巾”字不存在

中间一竖。 下同）字，是个什么字或者是

表示什么意义，是关于“呙”字是不是鸟

类的关键。

“兑”字，指向儿鸟，指向的是儿鸟在

窝巢中探出身子，仰起头部，嘴部在上，

等待母鸟飞来喂食。 那么另一只母鸟的

“象”便应该是：一只采食归来的母鸟飞

抵鸟巢后， 在空中依靠不住地震动翅膀

停留在一个位置点上， 还要把身子弯曲

到一定的角度， 才能够把口中的食物喂

到儿鸟的口中去。 这便是“呙”字体现的

“口”作为头部，“口”字下面的两点作为

张开的鸟嘴。 由于母鸟此时的身子是弯

曲着的，“呙”字下部的“巾”字字形，便是

在空中固定在一个点上的母鸟不断震动

的翅膀。

为了进一步说明“呙”字是一只鸟 ，

“娲”字是一只母鸟，这只母鸟在给儿鸟

喂食时是依靠不住地震动羽翅保持身子

的平衡而停留在空中的， 我们就要进一

步考察关于“女娲蛇身”的问题。 《山海

经·大荒西经》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

人面蛇身。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

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

野，横道而处。 ” 《天问》王逸注：“女娲人

头蛇身。 ”《鲁灵光殿赋》云：“女娲蛇躯。 ”

而在大量汉画砖中， 女娲形象皆作人首

蛇尾状。 古今学者都认为女娲蛇身，现代

以来的研究者以为蛇乃女娲氏图腾。 《山

海经》注者郭璞、《天问》注者王逸、汉画

像砖中的女娲蛇身的“蛇”，皆非“蛇”，女

娲的真相，与鸟图腾有关。

2012

年

8

月于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

学院

（本文图片采自本报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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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飞黎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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