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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大学期间开始试笔，既有兴致的因
素，也有功利的驱使。这些文字部分公开发表，部分刊登于各类
内刊，个别篇章刚刚草就。荏苒五十年，学业欠修，洵感少有深
湛之思、见道之语，弱于探赜索隐、抽丝剥茧，缺乏斐然文采、

灵动妙趣。常览宝山，自知者明，一直不敢奢望结集成书。及过
知天命之年提前退休后，在朋友和家人的鼓励下，诚惶诚恐地将
积稿勒成一编，算是敝帚自珍。手此一书，提醒自己老骥伏枥，

守住一己之好，给心灵开辟一块自留地。

拙笔基本写于八小时之外，又非应制之作，随意自由，算是
下了点 “闲功夫”。略分畛域为 “工作探讨”“治学入门”“随笔小
品”三个部分。于工作，从道法术势切入，探事半功倍之规律；

于学术，循实证、诠释、批判路径，究真善美之真谛；于生活，

论行世养生，抉处世之进退趣味之渊雅。

感谢杨子明君为本书付梓的鼎力相助，感谢傅其林教授 （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
家）为本书作序，感谢秦效侃先生 （著名书法家、古代文学研究
家、诗人）为本书题写书名。

踉跄足迹，疏见浅识。书中存在的缺失和错误，尚祈各方贤
达不吝指正。

散碎文字，拉杂记之，“自序其义”罢了。

贺志辉丙申秋记于岳池跬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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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辉老师印象 （代序）

距离我与志辉老师初次见面，就快三十载了。时间冲刷了历
史的沉淀，又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在老师的故事里，弥漫着数不
尽的精彩。老师从阿坝师专调入岳池师范学校 （广安职业技术学
院的前身）从教，不久便从事行政工作。我钦佩老师那颗永葆汉
语言文学情怀的纯净的心，这颗心在老师这部书中熠熠生辉。

老师早就是一位有见地的学人，尤其对汉语言深有研究。老
师年轻时在学报期刊上发表了一些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领域
的文章，时隔三十余年，读到这些文章，仍能触摸到学术的涌动
与创新，带我们进入汉语的魅力与幽微之境。

老师不仅有学人之根底与气度，而且才气四溢，不愧为优秀
的随笔创作者。大及国家大事，小至生活细节，在老师的笔端皆
见出社会大义与人生启迪。小小篇章濡染着文学的情怀、汉语的
艺术和人生的哲理。在繁忙公务之余，老师仍不忘初心，闲情所
至，妙笔生花。其实，这种情怀已如盐溶于水一般化入老师的躬
身实践之中，见于老师的工作之中，见于老师的言行之中，见于
老师的操守之中。记得老师不久前与学生们在蓉城小聚，席间珠
玉良言，出口成章，俱现文人气质，在座学生钦佩不已。倘若记
下当时之言谈，则必定是一篇洞见人生的美文。

读老师的文章，悟人生之本义，学生我受益于此。

傅其林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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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治学入门 ?

由 “茶壶里煮饺子，
有货倒不出来”想到的

———谈教师的口头表达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劳动的主要工具是语言，

它直接影响工作的成效。教师最大的不幸莫过于 “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

出来”。怎样才能把倒不出来的饺子倒出来，并且达到理想的效果呢？

教师的语言可分为两部分：转述性语言和讲述性语言。

一、转述性语言

转述少谓之引用，转述多谓之朗读，它们都牵涉一个再创造的问题。引

用部分主要靠语气显示，朗读则复杂一些。朗读是一种综合艺术，需要多方

面的能力和修养，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李笠翁曲话》说：“言者，心之

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

地？……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教师作为作者的代言人，要做到深入

研究作品，明确主题思想，理清脉络层次，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语言的

再创造。从技巧上说，语言要规范，停顿要适当，语音的轻重长短要恰当，

速度要合适，语调要抑扬，音色要作必要的处理。同时，不同文体应根据其

特点选择恰当的表现方法来体现思想内容。

二、讲述性语言

《学记》云：“约而达，微而藏，罕比而喻。”要求科学性和艺术性统一。

（一）科学性

首先要准确。清代刘淇说：“一字之失，全句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

之梗塞。”准确就是要依照内容、场合、气氛等客观因素选择恰当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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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地表达知识内涵，不使人发生疑义和误解。王安石 《泊船瓜州》“春风

又绿江南岸”的 “绿”字，形容词动用，静景动写，比 “过”、“到”、“满”

等准确。

其次要规范。发音标准，吐字干净利落，遣词造句讲究语法，叙述事理

符合逻辑。有的教师方音太重，把 “职工到礼堂看节目”说成 “鸡公到礼堂

看鸡母”，教学效果从何而来？有的教师有口头禅，一节课 “嗯”“啊”几十

次，破坏了语言的连贯性和节奏感。有的教师病句连篇，往往因此失去学生

的尊敬。

再次要简练。应言简意赅，区别轻重缓急，详略得当，既不要为炫耀卖

弄而讲得高深莫测，也不要为迁就学生而讲得庸俗肤浅。

（二）艺术性

要形象、直观。学生接受知识往往从具体的形象开始，教师应善于运用

形象直观的语言，把本来枯燥乏味的教材变得有血有肉，通过语言创造出鲜

明的形象。有个教师在描写经济体制改革后国营企业产品不再不愁销路时

说：“好就好在企业间有了竞争，打破了过去那种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局

面。”这就比平铺直叙形象直观。教师还要善于运用适当的姿势来增强语言

的直观性。

要有启发性。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整个教学过程

实质上就是教师有意识地使学生不断生疑、质疑、释疑的过程。因此，伴随

教学的亲密伙伴应该是疑问。教学语言很有讲究：导入新课要引人入胜，描

述要生动形象，分析要推理严谨，总结要简明概括；低年级要求亲切而生

动，高年级应严谨而富于哲理、内容充实。

要有趣味性。毛泽东嘲笑党八股是 “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说

关门主义是 “孤家寡人的策略”，说教条主义者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

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寥寥数语，妙趣横生，令人久久难忘。

要想说话有味，学习、借鉴一下相声艺术的语言是很有必要的。相声演员

“能作南腔北调，嬉笑怒骂，以一人而兼之，听之历历也。” （《燕京岁时

记》）“水太清无鱼”，言语太正经则乏味。生动有趣并非取乐逗笑、插科打

诨，而应侃侃而谈，饶有兴味，需要时信手拈来，不用时挥之即去。教师如

吸水海绵，随揿随有；学生则如遇甘霖，时时滋润。

（原载 《南充师院学报》１９８６年３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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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比在结构上的分类

排比是把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内容相关、结构相似、语气一致的语言结构

排列起来，用以表情达意、增强语势的一种修辞方式。

排比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并列性的、承接性的和递进性的 （有人把它单独

列为层递辞格）三类，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如何从结构上分类，这方面

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的修辞学著作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有的虽做过一

些论述，却也不尽合理。本文不准备辩难他说，只打算摆出自己的观点以就

正于大方之家。

我认为，从结构上可以把排比分为四类：单句内部的排比，复句内部的

排比，句群内部的排比，段落之间的排比。

一、单句内部的排比

单句内部的排比即句子成分间的排比，它既可以是词的排比，又可以是

词组的排比，还可以是词和词组的排比。

（一）词的排比

（１）失败、迷惘、颓丧像要一齐把我吞噬掉。（《大学生演讲选评》６４
页，以下简称 《选评》）

（２）它那宽广、厚实的生命温床，繁衍、栖息、护卫着众多的生物。

（《选评》１４７页）

（３）她又自学日语、德语、世界语。（《选评》８６页）

（４）祖国，这块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存、兴旺、发达的神州大地，她

和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选评》３８页）

（５）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６）他字写得清楚、匀称、整齐。

（１）的主语是三个形容词的排比，（２）的谓语是三个动词的排比，（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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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宾语是三个名词的排比，（４）是两个动词和两个形容词的排比与 “赖以”

组成动宾词组作句子的定语，（５）的状语是三个形容词的排比，（６）的补语

是三个形容词的排比。

（二）词组的排比

（７）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知识水平，我们的工作能力，能满足社会

的需要吗？（《选评》８３页）

（８）什么锄草、运肥、放猪、放羊，样样都干。（《选评》１１７页）

（７）的主语是三个偏正词组的排比， （８）的主语是四个动宾词组的排

比。

（９）我原来性格比较拘谨，思想并不活跃，学习能力很一般。（《选评》

９１页）

（１０）在反抗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青年们或是走上街头，

揭露敌人的阴谋罪行，号召人民同仇敌忾；或是深入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真理，传播革命火种；或是面对敌人，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捍卫真理和正

义。（《选评》序）

（１１）年轻的朋友，……要坚强，要奋斗，要更加珍惜时光，要更加热

爱你的年华。（《选评》１０７页）

（９）的谓语是三个主谓词组的排比， （１０）的谓语是选择复句形式，

（１１）的谓语是四个偏正词组的排比。

（１２）他会对着自然说：我是光，我是火，我是拓荒者！ （《选评》７５
页）

（１３）每当这个时候，我睁大一双好奇的眼睛，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

憬、对理想的追求、对真理的向往和对老师的无限尊敬。（《选评》９８页）

（１２）的三个主谓宾词组的排比作 “说”的宾语，（１３）的四个偏正词组

的排比作 “充满”的宾语。

（１４）我们是新一代善于思索、敢于追求、勇于创造的人。（《选评》１２０
页）

（１５）女性有较强的爱美、爱优雅、爱漂亮的天性。

（１４）的定语是三个偏正词组的排比，“善于”、“敢于”、“勇于”是助动

词；（１５）的定语是三个动宾词组的排比。

（１６）有个阶段，我也曾一度推崇过西方哲学。把尼采的 “超人哲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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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 “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海德格尔、萨特的 “存在

主义”当作精神寄托。（《选评》４页）

（１７）为了明天，为了将来，为了祖国更加强大，到需要的地方去吧！

（《选评》１２６页）

（１６）的状语是 “把”和四个偏正词组的排比组成的介词词组，（１７）的

状语是三个介宾词组。

（１８）柔得像春风细雨，像娇莺嫩柳，像舒卷的云，像皎润的月，更像

荡漾的水。（《女性美在 “似水柔情”》）

（１８）的补语是五个动宾词组的排比。

（三）词和词组的排比

（１９）他把自己的知识、本领、才干以至全部身心献给了国家，献给了

民族，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选评》３２页）

（２０）这种长期的、艰苦的、耗费巨大却收量极微的工作，居里夫人是

怎样坚持下来的呢？（《选评》９０页）

（１９）的三个名词和一个名词性词组的排比与 “把”组成介词词组作状

语，（２０）的两个词和一个词组的排比作定语。

二、复句内部的排比

（一）单重复句内部的排比

（２１）我们爱中国，我们爱党，我们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选评》

４８页）

（２２）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共

产主义而献身。（《选评》２２页）

（２３）出现了大智大勇、“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女英雄花木兰，出现了才

华横溢、“休言女子非英物”的 “鉴湖女侠”秋瑾，出现了 “医术精、医德

高、医心白无瑕”，把毕生献给中国妇女的女医学家林巧稚，出现了逆境中

抱病自学，立志成才，写出一系列高水平论文的女研究生曹南蔽…… （《选

评》９１页）

（２１）是三个主谓宾结构句的排比， （２２）是三个偏正结构句的排比，

（２３）是四个动宾结构句的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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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复句内部的排比

１．联合复句内部的排比

联合复句内的排比是说复句的第一层次为联合关系。

（２４）人无自信，不能上进；民无自信，难以生存；国无自信，必定沉

沦。（张雪杉 《自信》）

（２５）我是一朵雪花，要飘到大地的怀抱中融化；我是一枝腊梅，要赶

早开放，迎接春天的朝霞；我是一只海鸥，把辽阔的大海横跨；我是一匹骆

驼，要横渡万里黄沙。（宋鸥 《放心吧，妈妈！》）

（２６）我们 “地大”，却让列强们任意宰割；我们 “物博”，却被列强们

任意掠夺；我们 “人多”，却饱受列强的欺凌。（《选评》４５页）

（２７）资产者把无产者抱在怀中，是为了吸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虚伪

者把诚实者抱在怀中，是为了骗取他的最后一丝信任；强暴者把懦弱者抱在

怀中，是为了压榨他的最后一点骨髓。（《选评》２２８页）

（２４）是三个假设复句的排比，（２５）是四个顺承复句的排比，（２６）是

三个转折复句的排比，（２７）是三个目的复句的排比。

２．偏正复句内部的排比

偏正复句内的排比是说复句的第一层次为偏正关系。

偏句内部的排比

（２８）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

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停产。（毛泽东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２９）如果我们上大学只为了自己能有一只打不破的铁饭碗，建筑自己

的安乐窝，而置祖国振兴于度外；如果我们自我陶醉，满足现状，不愿再做

艰苦的努力；如果我们将来坐着工程师的交椅，眼看技术问题给国家带来重

大损失却置若罔闻；如果我们将来身居厂长之高位，却叼着 “前门”香烟在

亏损表上签名而自若坦然……人民将何等的痛心。（《选评》１９８页）

（２８）这个因果复句的偏句是三个单句的排比，（２９）这个假设复句的偏

句是四个转折复句的排比。

正句内部的排比

（３０）只有自信，才富有创造性，才能在最佳的心理状态下工作，才不

至于被自我怀疑吞掉想象力，才会有毅力、能力、智力、体力等等的巨大集

中和高度升华！（《选评》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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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复句的正句是四个单句的排比。

三、句群内部的排比

（一）单句间的排比

（３１）哪一个成才者没有受过教育？哪一个伟人离开老师的启迪和指引？

哪一个民族不要知识？哪一门知识又不需要千千万万的教师去 “传道、授

业、解惑”？（《选评》６９页）

（３２）难道说，唯唯诺诺才算谦逊？畏畏缩缩才算恭谨？庸庸碌碌才算

虚心？（张雪杉 《自信》）

（二）复句间的排比

（３３）如果您已经在理想的道路上起步了，那么，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如果您尚在思考，那么，不要仅仅停止于思考，更重要的是行动！如果您曾

有过不幸，那么，我献给你一首邵燕祥的诗…… （《选评》３３页）

（３４）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

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

起床。（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

四、段落之间的排比

三个或三个以上段落之间的排比不好用 “篇章内部的排比”来称呼，因

“篇章内”包含了语素、词、词组、句子和句群五级语言单位，究竟指哪一

种便含混不清了。为辞不害意计，暂称为 “段落之间的排比”。

（３５）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朱自

清 《春》）

有的文章如裴多菲的 《我愿意是激流》甚至通篇都是由排比构成的。

我愿意是激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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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

在河流的两岸，

对一阵阵的狂风，

勇敢地作战……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枝间做窠，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冻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我愿意是小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顶上

饱受风雪的打击……

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

在我的炉子里，

愉快地缓缓闪现。

我愿意是云朵，

是灰色的破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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