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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廖君老师的
散文集《西粤笔记》涉猎较
广，涵盖茂名市的历史事
件、古今英雄人物、美食、中
药和风土人情，是他亲身实
地考察体会成文，让这本书
充满趣味性、启发性，富有
吸引力。看完这本书也让
我对茂名市的历史和风土
人情有更深的了解。

《西粤笔记》是以笔记
的形式行文，每篇文章简明
扼要地记录某一件事或某
地方特色，让读者感受到文
笔的精华与故事精彩。此
书还可窥见作者的柔情和
家庭幸福。在第一篇文章

《儿子的背影》中，通过他对
儿子的描写：“孩子健硕地
跑来，远远地叫唤着爸，汗
水淋漓，身上的跆拳道服沾
着泥迹，孩子瘦多了，高强
度运动消耗较大。“唠叨一
些家常，他要离开，转身走
向等待着的新生队伍，身影
没入黑夜的操场……”就可
知道他的儿子奋发向上，坚
强独立。父慈子孝是一种
幸福，孩子可独立自强也是
令父母心安欣慰的事。

这本书给读者的印象
是一本探寻茂名故事的好
书。书中重墨记录了茂名
地区的历史人物，景点和习
俗。作者是通过实地考察，
再查史料考究，引经据典，
每一篇文章都有史实注脚，
读者读了会对茂名地区的
事物产生兴趣和更深的了
解。

廖君老师对家乡的记
述不仅仅是作回忆录，还寻
根溯源，可见他是一个非常
严谨的学者。

作者在讲述潘茂名的
故事更显他严谨务实的风
格，他到实地考究了潘茂名
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翻查了
许多关于潘茂名的历史文

献。在介绍潘茂名修道行
医的故事时是以朴实的笔
触行文，不臆想神化，不凭
空捏造，而是从历朝的文献
和诗词中考究、印证潘茂名
的事迹，让潘茂名的形象丰
满可信。

说《西粤笔记》是一本
探寻茂名市故事的好书真
不为过，因为作者就是用寻
根 问 底 的 劲 头 去 写 这 本
书。他讲述完潘茂名的故
事，然后一路探寻潘茂名传
承下来的中医药和传承的
后人，还追寻到第 40代传承
人陈伯缘、林巽权、李立万
等人身上，寻根问底，脉络
清晰。为查明清朝期间著
书《潘仙全书》的作者谭应
祥的事迹，作者专程奔赴茂
南区新坡镇大塘村寻找谭
应祥的后人探访史料。

汇 合 古 今 是《西 粤 笔
记》的特点，书中“发现英
雄”的章节还介绍李卡、何
文友、朱也赤等革命烈士的
事迹，一些不被常人所知的
英雄也被记录下来，让人们
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

浣溪沙·秋夜闺思（韩偓体）
文/兰庄寄客

孤月幽光浸绣房，风摇竹影落
清霜。海棠经雨可曾伤？

对镜频愁青鬓老，凭栏独怨素
心长。那堪醉醒枕衾凉。

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
照，其婉约词风以细腻情感、精妙笔
法、善用景语情语交融及炼字精准
著称。而《浣溪沙·秋夜闺思》多处
模仿李清照式的笔触和手法，尽显
秋夜闺怨的幽婉情致。现对拙作浅
析如下：

上阕“孤月幽光浸绣房，风摇竹
影落清霜。海棠经雨可曾伤？”，起
笔以孤月幽光、风摇竹影、清霜等意
象营造出清冷孤寂的秋夜氛围，与
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
比黄花瘦”中借西风、黄花构建的萧
索情境相似。此词中孤月之光“浸”
绣房，竹影“落”清霜，用词精炼，生
动勾勒出闺房周边的凄清环境。尾
句“海棠经雨可曾伤”，不但化用李
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
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
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而且这问
句写得极为精妙，具有丰富的内涵
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首先，海棠是
一种娇艳而娇弱的花卉，常被文人
用以象征美好与柔弱。在这句词
中，海棠经雨的形象，生动地描绘出
海棠花在风雨侵袭后的楚楚可怜之
态，给人以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其
次，该句运用了移情于物的手法。
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三
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
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词
人把自己的丧夫之哀、孀居之苦等
复杂情感移情到雁上。大雁本是无
情之物，但在词人眼中，它们却是旧
时相识，更增添了一份凄凉与哀
伤。本词句将闺中女子对自身命运
的担忧与怜惜之情，也巧妙地投射
到海棠花上。表面上是在问海棠经
雨是否受伤，实则是女子在借海棠
的遭遇，暗自伤怀自己在深闺之中
的寂寞、孤独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
委婉含蓄地表达出内心的忧愁与哀
怨，使情感表达更加深沉、细腻且富
有韵味；再次，该句处于上阕末尾，
又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它既
承接了前文所描绘的孤月、清霜等
清冷秋夜之景，进一步渲染了萧瑟
的氛围；又自然地引出了下阕中女
子对自身青春易逝、内心哀怨的直
接抒发，使上下阕之间的情感过渡
更加自然流畅，层次分明。

下阕“对镜频愁青鬓老，凭栏独
怨素心长。那堪醉醒枕衾凉。”，按
照《浣溪沙》韩偓体的词牌要求，过
片二句多用对偶，而“对镜频愁青鬓
老，凭栏独怨素心长”这两句对仗工
整，情感细腻，极具艺术感染力。“对
镜”和“凭栏”两个动作性意象，描绘
出女子在闺中的两种典型姿态。对

镜时，她看到自己的青鬓逐渐变白，
容颜老去；凭栏处，她独望远方，内
心的哀怨如丝般绵长。这两个画面
相互映衬，生动地展现出女子在秋
夜中的孤独与忧愁。李清照有“倚
遍栏干，只是无情绪”，同样借凭栏
这一动作抒发内心的惆怅。“频愁”
与“独怨”直接抒发了女子内心的愁
苦与哀怨。“频”字强调了忧愁的频
繁，可见她对青春流逝的敏感与无
奈；“独”字突出了她的孤独，无人可
诉，只能独自承受这份痛苦。“青鬓
老”寓意着青春不再，岁月无情，而

“素心长”则表明她内心的情感纯真
而持久，却又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得
不到回应，更显其哀怨之深。在结
构上，这两句承上启下。上承前文
秋夜之景所烘托出的孤寂氛围，进
一步点明女子忧愁的具体原因；下
启结句，将情感从对青春和内心的
哀怨，延伸到对整个秋夜孤独凄凉
的感受，使全词的情感更加连贯、深
沉，层次更加丰富。

“那堪醉醒枕衾凉”中的“那堪”
二字起到画龙点睛之用，炼词精
准。“那堪”可理解为“怎能忍受”或

“哪能经受得住”，强调了女子醉酒
醒来后面对枕衾凄凉之感的无法承
受之情。而“那堪醉醒枕衾凉”作为
结句，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与情感
表现力。首先，在情感深度上，此句
将女子的愁绪推至极致。“醉醒”二
字涵盖了女子两种不同的精神状
态，醉酒或许是为了逃避现实的愁
苦，然而醒来却依然要面对，无论是
在醉意朦胧还是清醒时分，都无法
摆脱内心的悲戚。“枕衾凉”更是一
语双关，表面上是说睡眠时枕头与
被子的寒冷触感，实则暗喻女子内
心的孤寂凄凉。长夜漫漫，女子形
单影只，这种身体上的寒冷与心灵
深处的冰冷相互呼应，深刻地传达
出女子在漫长秋夜中无尽的哀怨与
惆怅；其次，这是典型的以景结情手
法。如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
人先写登阁所见的乱山平野、薄暮
烟光和归巢栖鸦，后以梧桐叶落、
秋色无边之景作结，将内心的寂寞
愁苦之情融入萧瑟的秋景之中，使
情与景相互交融，进一步烘托出了
词人的孤独与凄凉，以景代情，意
味深长。本结句同样没有直白地
继续诉说情感，而是以景结情，通
过“枕衾凉”这一具体的景象，让读
者去感受女子内心难以言说的痛
苦。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
象空间，使读者能够深切体会到那
种萦绕在女子周围、弥漫在整个秋
夜的浓重愁绪，让全词在一种含蓄
而深沉的氛围中戛然而止，却又余
韵悠长，久久在读者心间回荡，沉浸
于这细腻而浓郁的闺怨氛围之中，
符合“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古典诗
词的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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