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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谚语是各民族地域广大民众

共有的精神财富，是共同的精神文
化财产。

谚语来自民间，是人民大众创
作的。它来源生活，利于民众，朴素
实在，朗朗上口；是流动的乐章，是
智慧的闪光，可以启迪人生，指导
行动，赋予人们知识和力量！

廖兰芳

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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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26年的广采博收， 精心
选注，廖世剑的《新余民间谚语》一书，

终于付梓！

如果说， 本书是由一个团体或一

两位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专家编撰而

成的，当然不算稀奇，但它居然是一位

只有小学文化的民营企业家的学术成

果，该是何等的弥足珍贵啊！

前些时候，廖世剑找到我，要我为

本书撰写序言； 我明知这活计特别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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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但实因盛情难却，加之考虑到此
书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便答应了。

我依稀记得， 我与廖世剑的交

往，始于2003年春暖花开时节。一天上

午，我的老朋友———画家老秉带着一

位壮实汉子来到我的办公室。 那位汉

子看上去年约四十八九，长得天庭饱

满，地角方圆，面相慈善，眼睛不大却

炯炯有神，一副很亲和很富态的模样

儿。 老秉介绍说，他是新余五洲化工
公司的老总廖世剑， 特来登门拜访，

并有要事相求。 宾主稍事寒暄后，老
廖便用洪亮的嗓音向我道明了原委。

原来， 他在经营化工公司的同时，又

与人合资开发了仙女湖的两座岛屿，

取名为“名人岛”；目前，正在岛上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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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道，植树种花，兴建醉笔堂、四景
亭、抱石园、名人雕塑园、名人植树园

等景点。 为了增添该岛的文化内涵，

特请著名书画家傅二石（傅抱石先生

次子）题写岛名，请我撰文以记，然后

刻石立碑，流传于世。

一位长期忙于经商办企业的民

营企业家，毅然决然地投资开发旅游

项目，并刻意为景区注入文化艺术的

元素，这事着实令人感动；因此，我爽
快地接受了撰写碑文的任务。 时过不

久，经认真构思、三易其稿而写就的

《名人岛记》 便应运而生， 并很快在

《江西日报》等数家报刊发表。 老廖大

为高兴，随即与我商定，约请书法家

沈立新先生书写全文，又从外地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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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一尊，再请能工巧匠将全文583字
刻于石碑之上。是年八月，这尊造型别

致的石碑， 便赫然屹立在竹篁掩映的

名人岛码头上， 与傅二石先生题书的

名人岛岛徽雕塑紧相毗邻，对映生辉，

乃至于成为仙女湖景区一道别具风采

的人文景观。名人岛对外开放后，廖世

剑自己对这篇碑文倒背如流不算，还

在招聘导游面试时， 要求应聘人员都

要朗诵此文， 以朗诵水平的高低作为
取舍员工的重要条件之一。想想吧，一

篇才500余字的短文，能受到如此风光

体面的待遇，这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无

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同时也印证了

廖世剑有着怎样深挚的文化情结。

因为名人岛， 我与廖世剑从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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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交往。
后来才知道，廖世剑出生于新余

渝水区水西镇一个贫寒的农家；小学

毕业那年，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在家务

农。1971年拜师学习油漆技术；三年期

满后，即辗转奔波于新余城乡，干起

了油漆工的活计。上世纪90年代初，廖

世剑瞄准了市场需求，在新余城南开

办了一家油漆店， 由于讲究信誉，经

营有方，该店逐渐发展成为现新余唯
一一家兼具零售和批发业务的化工

公司———五洲化工公司。 在经营公司

的同时， 他还热心于社会的慈善事
业。 诸如为孤儿院、敬老院捐款捐物，

为家乡建设修桥、修路等。 若问：只有

小学文化的廖世剑为何有着如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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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的文化情结？ ———这与他那

几乎与生俱来的好学精神密切相关。

熟悉廖世剑的人都知道， 多少年

来， 读书学习始终是他最大的业余爱

好。 除了有关旅游和经济方面的书籍

外，他读得最多的是文学作品。 早在当

油漆工的日子里， 他就忙里偷闲地读

过不少专业书刊和文学名著。 为了提

高自己的写作能力，1986年他报名参

加了“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的学习
并结业。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阅读范

围越发广泛，其文学素养日益提升，文

化情结自然也越发深厚了。

廖世剑对新余民间谚语感兴趣，

还得追溯到26年前的1983年。 正是从

那时开始，他愈来愈感觉到，由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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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乡亲创造出来的民间谚语，质
朴、通俗、简明、生动，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具有念起

来顺口、听起来亲切、品起来有味的

独特魅力。 这本正式出版的《新余民

间谚语》， 就是廖世剑从他多年用心

采集得来的数千条谚语中，精心遴选
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方便读者阅读，
他把全书按内容分为 “气象”、“农

事”、“社会”、“卫生保健”、“学习”五
大类，而每一大类又按内容、首字笔
画分为三小类，共计十五小类。 逐一

阅览，人们不能不为《新余民间谚语》

内容之丰富，类别之博杂，价值之深

广而击节赞叹。 尤为可贵的是，廖世

剑不仅为本书的编排煞费苦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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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了大量言简意赅的注释，对每条
谚语的内涵和价值，予以画龙点睛的

提示和深入浅出的解读。 可以说，即

便未能通读全书，只要随便翻阅其中

的几条或一条谚语，读者都能毫不费

力地从中汲取知识的养料，获得人生

的教益。 本书能够公开出版并达此效

果，作为编注者的廖世剑，需要付出

怎样的辛劳，倾注多深的情愫啊！

古人云：“谚者，传言，直言也。 ”
语言学家郭绍虞先生说：“谚语是人

们的实践经验的结果，而用美的言词

以表达者， 于日常说话可以公然使

用，并规定人的行为的语言。 ”鲁迅先

生则用 “智慧的花朵”，“语言中的明

珠”，“词库中的宝石” 来赞扬谚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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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质。 由此看来，廖世剑的这本集子，
虽然只是一本地方谚语选集，却具有

值得珍视的特殊价值。 它既是对新余

历史乡土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又能对

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 改造世

界， 乃至于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起

到有效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可以想

见，《新余民间谚语》一书的出版和流

传，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还会随

着岁月的流逝，愈加焕发出生命的新
绿。 对此，我深信不疑。

作为廖世剑的朋友，我既为他经

商所取得的骄人业绩感到欣慰，更为

他从文所收获的特有成就感到自豪。

我多么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

这位被人誉为儒商的朋友，能在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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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文的人生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
的步伐，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 为了

表达我对朋友的钦佩与期待，特于序

末附上小诗一首，聊表心迹：

风雨阳光春复秋，

二十六载磨一书。

从商为文总相宜，

男儿如何不丈夫！

李 前

2009年7月12日于仙女湖畔秋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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