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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你都见
过哪些来自陌生人的不动声色的善
良？网友纷纷跟帖，讲述自己的经
历。

女白领小李说，自己上高三时，
因为学习压力大去湖边吹了一下午
风。有个钓鱼的人一直在她附近溜
达，寻找钓鱼点。女孩觉得对方干

扰到自己发呆，就挪到湖对岸，没想
到那个人也跟了过来。她挪，他也
挪；她走哪，他就跟到哪。后来太阳
下山，天慢慢黑了，对方才走过来跟
她说了第一句话：“小姑娘，天黑了，
该回家了。”陌生人的一句话，小李
记了十年。当年的高中生现在已经
27岁了，但是，那个夏天还一直在她

心里。
医护人员向善也分享了她的故

事。有一次她加班后打滴滴回家，
刚关上门司机师傅就说：“尾号
8756？我记得你。”向善说自己不经
常出门，一个随机派单的司机居然
说记得自己，她感觉有点懵。但没
想到司机师傅居然说出了两个月前
她从上车到下车的准确地址，说：

“你还打赏了我 10块钱。”师傅边开
车边说：“很少有人会打赏，所以我
印象很深刻，当时我还纳闷自己做
了什么，打电话给客服问原因，他们
也说不知道。”向善想起那天在没有
人行道的路段，有个腿脚不好的老
奶奶横穿马路，司机师傅默默停下
来，没有急躁按喇叭，没有急着启
动，没有给老奶奶任何难堪。“你停
下来让了她，所以我就打赏了。”师
傅像是在掩饰自己的害羞，不停地
重复：“很少会有人打赏，我就记下
了这个尾号。”向善说，她没想到师
傅记得这件事，让她觉得这种微小
的善良是有用并且值得的。

外卖小哥也加入跟帖了。说有
位大姐每次点外卖，都会在他送达
前就在单元楼下等着，但对方每回
都说自己刚好有事下楼。小哥特别
感激大姐，因为外卖必须在规定的
时间内送达，否则就会被扣钱或遭

投诉，一路风尘仆仆，在大姐这里节
约的时间让他可以更从容地应对后
续派单。小哥说，还有一个深夜，他
正要派送一份晚餐，前台工作人员
告诉他，对方指定点给外卖小哥
的。那天，饥肠辘辘的他坐在无人
的台阶上，一边吃一边哭，接受来自
陌生人的善意，没有人知道那天刚
好是他的生日。

还有很多网友讲述陌生人给予
的爱：有提着沉重的行李，被旁人帮
助提上步梯，却连对方正脸都没瞧
见，只留下背影的；有在公交车上身
体不适时被让座，却在聊天中得知
对方是去医院看病的；有想轻生却
被路人发现，对方一路开车跟随陪
着她闯了无数红灯，也不知被开了
多少罚单的……

这个话题的楼越搭越高，人们
都被感动着，我也不例外。不知道
有多少陌生人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撒
了点种子，栽了些花，还种下树，
所以我们总会在迷茫的时候闻到远
处的花香，或是于烈日的暴晒中觅
得一处阴凉得以栖息。如果没有那
些暂时的停留、那些不动声色的善
良，也许我们早已被抛弃在半路。
我们都很幸运，遇见过温暖的陌生
人，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让世界变得
美好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陌生人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撒了点种子，栽了些花，还种下树，所以我们总会在迷茫

的时候闻到远处的花香，或是于烈日的暴晒中觅得一处阴凉得以栖息。”

陌路暖阳
李幸

这几年常说“文学照进生活”，
生活中，人们向往文学，向往“诗和
远方”；文学中，往往又强调“来源生
活”，写出生活的真谛。一篇篇文学
作品是生活的一首首歌，包含着感
情，吟唱着热爱。

王祝平就是这样一位“歌者”。
近年来，她勤于思考、善于表达，洋洋
洒洒写下了近百篇散文。她积极参
加文联作协及《江海文艺》组织的采
风活动；认真参加全国文学赛事，多
次获奖。她将自己的散文汇集出书，
似泉水一样在通州文坛叮咚作响。

王祝平原有一个笔名——秀琰
玲珑，她传承古典又钟情时尚，平时
发表文章时多用笔名。这次出书，
为何要用真名呢？我想大概是她认
为出书是件庄重的事，是对自己写
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总结，也是对熟
识她、关心她、帮助过她的众多人士
的答谢和交代，用真名显得更真挚

贴切。
书名是《竹篱扣暖》。看到“竹

篱”二字，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唐诗宋
词浸润过的词语，是田园文化的符
号，想到居住在一起的亲人以及彼
此之间的爱怜、甚至是倾其所有。

“竹篱茅舍风光好，不羡他人住高
楼。”“扣”是一个动词，自上而下的
一个动作，盖住、笼住的意思。“暖”
是指贫寒生活中的暖意，也许艰辛
的成分多了，需要用力才能护住生
活中那一点点珍贵的暖。

全书分为五辑，分别是：田园栖
居、心香一瓣、古镇之恋、山水一程
和灯下书影，主要是读万卷书和行
万里路。作者读了好多书，写了很
多书评，也寻了很多机会外出去读
山水、读风情、读风俗，增加阅历。
她的读书量和旅游过的景点都出乎
意外得多，想来还是为攀登文学高
峰做准备、打基础。她还写了大量

的游记散文，描绘风景的美以及挖
掘背后美的原因。“一切景语皆情语
也”，这个情离不开对文学和生活的
爱。值得一提的是，收在“心香一
瓣”一辑中的许多亲情散文很耐读，
如写逝去父亲的爱，父亲的那种眼
神以及眼睛的余光让人难忘。要问
王祝平为什么这么喜欢文学并努力
出书呢？大概她认为文学太有魅
力，让她暂时远离卑微平淡的现实
世界，保持自己内心的柔软以及天
真的个性，让她遇到比现实更美好
的境况和人生。

散文这个题材从古到今都在
写，今时又成了门槛很低的文体，但
要写得好、写得登堂入室又难上加
难。好的散文既妙手偶得，又要匠
心独运，这其中就是见心力、脚力和
笔力了。王祝平是散文写作的佼佼
者。她思维开阔、才华横溢、词汇丰
富、表达巧妙，既有古典文化的积

蓄，又在传承中创新。她既有短文
章又有长文章，短的文章不到千字，
隽永灵动；长的六千多，酣畅淋漓。
对于业余作者来说，难的是写长
文。王祝平的散文大多在三千字以
上，由于篇幅长，给人有点“杂”和

“乱”的感觉，但仔细读来，魅力也在
于此。她的“杂”容纳了多方面的知
识内容，使得文章饱满有张力；而

“乱”又“乱”到了佳处，“乱”出了一
种繁花满枝，“乱”出了一种摇曳生
姿，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王祝平是个生活的强者，她是
公司销售骨干，除了写作还能开卡
车、擅长财务，但她生活得并不如
意，爱人患病早逝。就像泰戈尔说
的“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生活中的她始终保持着那份热情优
雅自信的微笑，柔情中藏着坚韧、细
腻中有着大气，乐观前行，做生活的

“歌者”。

我市方言专家陶国良所编纂
的新版《南通方言词典》日前由江
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通方言词典》是一部介绍
南通城区方言的地域性方言辞
书。南通地处北方方言区江淮次
方言区和吴方言区太湖片北部
（江北）的交会地带，其方言既有
江淮方言的特点，又有吴方言丰
富的遗存。南通方言语音复杂、
词汇丰富、语法多变，是当今中国
现代汉语方言最为复杂的地区之
一。《南通方言词典》用方言的形
式记录了南通源远流长的历史，
反映了南通广大人民群众多姿多
彩的生活，传承了千年博大精深
的江海文化，是一部弥足珍贵且
方便实用的方言专著。

首版《南通方言词典》于
2007年出版。十多年来，随着南
通方言的发展变化和研究工作的
不断深入，也为了回应广大读者
的需求，作者在原著基础上进行
了修订。在原11000个词条的基
础上，增加了 2000 多条生动鲜
活、贴近生活而又富有历史文化
底蕴的常用词语。为了准确反映
当代南通方言音系，对个别音节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部分词条
释义举例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
充：在词条的释义举例中增加了
部分本地的俗语谚语；对文字的
文白异读、异义异读变化作了必
要的对应处理；对有关词条的读
音、释义和古今演变作了详尽的
阐述。同时考虑到读者对国际音
标标注音系较为生疏的实际，为
方便查阅，除保留原有的29个义

类索引以外，在正文后面增加了
汉字词条首字笔画索引。

编词典难，编方言词典更
难。《南通方言词典》是一部运
用现代方言研究成果编纂的共时
方言词典。编纂过程中，作者始
终潜心攻读方言理论，遵循口语
交流实际，深入城乡居民中调查
研究，努力把一部高质量的方言
词典奉献给南通人民。为了提高
编纂水平，作者阅读了国内诸多
方言大家的方言论著，向语音专
家学习使用国际音标注音，参阅
了全国 42个地市方言词典汇总
资料。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作者
常常到居民家庭、茶馆饭店、寺
庙道观、田间地头以及其他人多
话杂的场所去听话记音。作者还
把南通方言中的生僻字、中古音
与周边的海门、如皋、苏州、扬
州等地的方言进行对照分析，从
中找出一些特殊词条的来源、演
变和用字表义情况，厘清了南通
方言与周边地区方言的亲疏关
系。

20 多年来，作者在浩如烟
海、千变万化的词汇资料中推敲
斟酌，把南通人口耳相传的“活化
石”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南通方
言词典》是我们每个南通人自己
的书，书中讲述的是我们一生离
不开的母语，写的是我们身边的
故事，读来倍感亲切，使用更为方
便。相信新版《南通方言词典》将
会对弘扬江海文化、促进对外交
流、提高普通话讲用水平以及人
们的语言文字素养发挥更大的作
用。

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发了
一条视频，没想到就喝杯水的功
夫，便赢得了百余条点赞和诸多
评论。

让人意外的是，大家的关注
点竟一致都在我姥姥身上。“四世
同堂，真幸福。”“我能说你的姥姥
笑得最美吗？哈哈哈哈……”“老
人家真富态。”……更有人私聊我
讨论“家有老人”的各种话题，询
问我拍摄准备，对方也想和长辈
拍一张全家福；还有人一直夸赞
姥姥表情到位、非常上镜……一
时间，姥姥成了我朋友圈中的“网
红”担当。

但说起这条视频真是来之不
易。前段时间我周末在家刷短视
频时，偶然翻到一条独特的全家
福拍摄记录，一时兴起就转给了
母亲，她很快给了我一个肯定的
评论：“不错。”我立刻追加提议：

“元旦回家，咱们也去照相馆拍一
个？”消息发出去半天没反馈。我
耐不住等待，直接给母亲拨了电
话，谁知她以“你姥姥年纪大，不
方便”为由，就把我打发了。

过了两天，我收拾行李准备
回家过节，不经意间瞄到了落灰
已久的单反相机，顿时福至心
灵。是啊，如果去专业的照相馆
不现实，那我可以自己筹备拍
摄。说干就干，我立刻把单反加
入行囊，又马不停蹄在网上选购
了四件大红毛衣。

回家的第一天，我拿出备好
的红毛衣，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姥姥。姥姥接过衣服前后翻看，
笑着说：“这个主意好！你姥姥我
可最喜欢拍照了！”简单的准备
后，我扶过换好衣服的姥姥，请她
在沙发落座。

嘱咐老公调好单反相机准备
开拍时，姥姥却突然发话了：“丫
头，你买的衣服颜色太鲜，去把我
柜里顶层最左边那条绣着牡丹、
盘花扣的坎肩拿来！”果然，当我
拿出坎肩给姥姥穿上后，她更显
大气稳重、容光焕发。我连连赞
叹，打趣道：“这又是您啥时候藏
的宝贝？”姥姥得意地看我一眼，
说：“谁年轻时候没有一双巧手
呢！”呵，敢情还是她老人家自己
做的呀！

终于，姥姥、母亲、我还有女
儿四人整整齐齐地一排坐好。女
儿脆脆地喊了一声“妈妈”，我大
声回答后转头去喊母亲，母亲应
了我，又去喊姥姥“妈妈”。姥姥
中气十足，热情洋溢地回了一声
长长的“哎——”三组接力式的呼
唤与回答此起彼伏、欢欢喜喜，最
后我们齐声道一句：“新年快乐！”
顺利结束了喜庆的拍摄。

我拿着朋友圈里“粉丝们”的
热情反馈给姥姥看，她乐得合不
拢嘴。我们再次点开那个特别的
视频，细细去看，镜头中姥姥精神
矍铄、一脸福气，确实好看。我挽
起姥姥的臂弯，心中不禁感慨，是
该常回家看看，多为姥姥留下点
滴记录，也让她老人家常“红”在
我的朋友圈。

“生活中的她始终保持着那份热情优雅自信的微笑，柔情中藏着坚韧、细腻中有着大气，乐观前行，

做生活的‘歌者’。”

生活的“歌者”
刘伯毅

“《南通方言词典》是我

们每个南通人自己的书，书
中讲述的是我们一生离不开
的母语，写的是我们身边的
故事，读来倍感亲切，使用更

为方便。”

新版《南通方言词典》出版
童丽文

“我挽起姥姥的臂弯，心

中不禁感慨，是该常回家看
看，多为姥姥留下点滴记录，
也让她老人家常‘红’在我的

朋友圈。”

姥姥“红”在朋友圈
赵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