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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
家邢福义先生于 2023 年 2 月 6 日
仙逝，享年 88 岁。先生于 1935
年 5 月 30 日出生于海南岛西南
部的黄流（今海南省乐东黎族自
治县黄流镇）。1956 年于华中师
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
系专修科毕业留校后，便长期在
该校任教。系华中师范大学文
科资深教授，原华中师范大学学
术委员会主任。为第八、九、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
组副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等重要学术职务。四次荣获中
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
奖，多部著作被翻译成英、俄、
法、日、韩等多种文字，被誉为

“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之一，被中共湖北省委授予“首
届荆楚社科名家”称号。

从 1935 年到 1952 年，邢福义
先 生 在 黄 流 生 活 了 17 年 。 之
后，在海口就读琼台师范学校。
至 1954 年考上华中师范学院，一
共在海南生活了 19 年。邢先生
对家乡一直怀有深深的眷念之
情，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他
时常牵挂乡土乡情，关心支持家
乡建设，还曾发表过与家乡有关
的诗文十几篇，抒发了一个游子
浓厚的家乡情结。

先生热爱自己的家乡。他
在发表于《海南日报》的《根在黄
流》一文中热烈地赞美家乡：“家
乡的水，家乡的情，家乡的文化
蕴含，哺育了一代代一辈辈的黄
流人！”并为自己是黄流人而倍
感骄傲：“每每有人问起我的籍

贯，我总要自豪地回答：我来自
海南，来自海南的黄流，来自‘天
涯海角’的边边”。在《黄流村
志》代序后记中，他表达了对家
乡的深厚感情：“黄流这方土地
养育了祖祖辈辈黄流人，祖祖辈
辈黄流人依凭着这方土地创造
了具有特殊价值的黄流历史和
黄流文化。”离开家乡后，先生无
时无刻不在怀念家乡。《根在黄
流》一文的结尾处，先生深情地
写道：“一方水土滋润一方人。
我 1952 年离开黄流，当时十七
岁，还是个少年。时间过去了四
十多年，可是，夜里做梦，还常常
梦见在家乡玩耍，而且梦里的我
竟仍然是个少年！我人在武汉，
可我的文化素养的根仍然扎在
黄流──我的家乡！”

先 生 感 恩 海 南 的 母 校 。
1949 年 9 月至 1952 年 2 月，先生
在黄流中学读初中（当时校名为
崖县初级中学）。在母校成立 60
周年的 2007 年，邢先生为《黄流
中学校志》撰写了序言，该文后
来以《黄流中学怀想》为题发表
于《光明日报》。先生在文中表
达了自己对母校的回忆和感念：

“我在黄流中学度过了人生起点
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段，承沐了
良好的熏陶，终生受益。对于黄
流中学，我有不尽的回忆，无穷
的感念”。对于另一个母校琼台
师范学校，先生对她也永远怀有
感激之情。在发表于《中国教育
报》的《怀念琼台》一文中，先生
写道：“我对‘琼台’有很深的情
结”“是‘琼台’，在我的青少年时
代就教会我怎样学习和做人，让
我有了最关键的起步。”邢先生
对母校的热爱，还表现在他善于

从一个教育家的高度提炼母校
的优秀传统和育人精神，给人以
深刻的启迪。对于黄流中学，先
生认为“黄流中学之所以能成为
名校，既是因为各方面都有令人
瞩目的建树，更是因为蕴积有深
厚的师德根基，具有优良的校
风、教风和学风”；对于琼台师
范，先生指出：“‘琼台’有良好的
学习氛围，利于人才的造就。两
点感觉，影响了我几十年。其
一，一进入‘琼台’，便感到有一
股推力，推着自己去进取。其
二，在‘琼台’，要取得好的成绩，
必须脚踏实地去学习。”

先生心系家乡的文化。黄
流是全国文化艺术之乡和海南
十大文化名镇之一，具有深厚的
文化土壤。先生长期以来为发
掘和弘扬家乡文化做出了杰出
贡献。先生从专业角度对黄流
的方言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方言
权威期刊《方言》上曾发表《从海
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
汉语数词系统》一文。先生对黄
流民歌进行了热情宣传，为《崖
州民歌》一书作序，题为《黄流民
歌的美学境界》，深深“惊叹家乡
民歌之丰富”，揭示了黄流民歌中
散发出的“南国特有的韵味”及显
露出的“黄流人的聪明、才智和机
灵”。先生对黄流的历史名人无
限敬仰，曾在《光明日报》发表《邢
梦璜与文化黄流》一文，用“天涯
师表”表彰邢氏黄流始祖邢梦璜
对黄流文教发展的历史功绩。先
生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家乡的文
化事业：提出了“文化黄流”的新
理念；为“梦璜文化园”和“梦璜书
院”题写牌匾、为“海南邢氏文化
长廊”撰写序言；将自己的书稿

《邢福义语言学文选（上、下册）》
交付海南出版社出版，为“琼崖
文库”增添了耀眼的光芒。

先生 1954 年考上大学离开
海南后，在事业上始终处于紧张
的“赶路”之中，仅仅回过两次家
乡。第一次是 1984 年春节。这
次回家乡，计划了很久，因科研
极为繁忙几次推迟。1983 年 10
月，先生晋升教授，成为当时全
校以及整个汉语语法学界最年
轻的教授。于是，终于选定了荣
归故乡的时间。时隔 30 年，作
为国内知名学者，终于再次回到
了日思夜想的黄流，饱含了多年
来“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豪情壮
志。第二次是 2013 年 1 月。此
前，在海南邢氏教育基金会的倡
议和组织下，“邢福义旧居”和

“邢福义学术陈列室”于 2012 年
12 月 16 日在黄流揭牌，这是作
为黄流现代文化名人杰出代表
的先生，为家乡留下的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先生再次回到家
乡，亲临旧居和陈列室，体现了
他 对 弘 扬 黄 流 文 化 的 高 度 重
视。如今，在先生长期的大力支
持下，这里已成为黄流著名的励
志勉学教育基地。

先生一直很喜欢李白的诗
句“何人不起故园情”，并以此来
寄托他的思乡之情。哲人已去，
风范长存。先生对家乡的浓情
厚意和文化贡献，必将流芳千
古、永照汗青！

（匡鹏飞：华中师范大学语言
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
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系邢福义先生
弟子）

毡房前，一位蒙古
族姑娘

彩帽，飘动霞云。头饰，晃
响阳光。

斑 斓 的 袍 裙 ，诠 释 五 彩 草
原炫丽的风韵。

你 向 我 走 来 。 双 手 托 着 ：
一缕草原上的祥云。洁白的哈
达，写满无字的祝福。

映现格桑花神采的两泓清
冽 的 泉 水 ，自 明 眸 潺 潺 流 淌 。
透过烁烁波光，我看到

蓝天下，舒展辽阔的草场，
牛羊群悠闲地嚼着阳光，炊烟
飘出奶茶的浓香。

还有，敖包上的经幡，在摇
曳流动的白云……

敬 酒 歌 ，掀 动 马 头 琴 弦 上
的波浪。马奶酒，溢出深情，溢
出醇香。

那唱过羊毛一样多的长调
的红唇，可是抿含着夜晚篝火
旁回忆的甜蜜？沿着多情的歌
声，我听到

骏 马 追 着 草 浪 ，奔 向 天
边。牧归的羊群，踩碎一抹抹
夕照。欢声笑语中，顶碗舞踏
出快乐的节拍……

哦 姑 娘 ，你 向 我 走 来 。 一

股 携 着 花 草 香 的 晨 风 ，吹 来 。
一 曲 唱 醉 鹰 翅 的 牧 歌 ，飘 来
……

你该是哪支套马杆边含蕾
欲放的金莲花？

你该是哪座敖包旁引来歌
声的图雅？

草原岩画：大地铭
记的古牧歌

弯角羊，长尾马，还有猎犬、驼
鹿……蹄声纷沓，嘶鸣扑面而来。

放 牧 的 叫 唤 ，穿 透 岁 月 的
枯荣重叠。有弯弓的影，在闪
动。狩猎的呼啸，追逐草浪尖
上的烟尘。

谁睁圆了眼，与日月对视，
是要探寻草原、漠野的密码，还
有星辰神秘的闪光么？

总听到一种陌生的古语，在
涌动，在流荡……

在广袤草原与跃动山峦之
间，在呼伦贝尔，在阿巴嘎，在
达 尔 罕 …… 族 群 的 足 音 与 声
影 ，生 动 着 风 晨 雨 夕 ，伴 和 着
草 原 上 的 生 灵 活 跃 四 季 的 韵
律。

绚烂的霞晖，点燃心中的灵光。
草 原 粗 犷 的 漠 风 ，将 石 质

或金属凿尖下的线条，牵进许
多远古的场景。

沾着草屑的茧手，引领繁多
的声音与姿态，走入峭岩的壁，
丰富了山峦的内心与表情……

站在这里，你能穿越时空的
隧道。思绪，驭着鹰翅飞翔。

草 原 的 先 人 ，对 自 然 变 换
的探询，对猎牧劳作的歌吟，对
命运走向的祈盼，铭记于大地
的骨肉之中。

铺展成时光流逝不去的恒
久风景。

哦 ，一 部 游 牧 民 族 沧 桑 史
诗 的 篇 章 ，翻 开 在 大 漠 深 处 。
千年百年，让风雪雷电读，让日
月星辰读。

古战场上，看羊欢
马跃

奔 马 的 嘶 鸣 与 矛 戈 的 争
辩 ，追 着 马 头 琴 的 弦 声 ，走 远
……

漠 风 长 吹 不 息 ，收 藏 了 剑
气与狼烟。

哪 丛 草 叶 下 ，有 磨 损 的 马
蹄铁？哪把缺刃的断刀，凝结
了战事的喧嚣？

烽烟终被炊烟掩盖。看牧
草的枯荣更迭，染绿了古战场
的烟尘……

牧歌，披着晨光，舒展辽阔

的青葱向天边蓬勃。
炊烟袅袅。安宁的蒙古包

用马奶酒与烤羊肉的浓香，殷
殷招呼远处的响鞭和套马杆下
的瞩望。

毡房前的草地上，堆叠着书包。
欢 声 追 逐 笑 语 ，或 交 换 小

彩 笔 ，或 比 较 拾 来 的 锈 斑 箭
镞。童趣，尽撒一地……

是 哪 一 位 仙 女 ，将 洁 白 的
花簇花团，撒向碧绿的天幕？

长调的音符，晶莹闪亮，摇
曳在草尖上。

羊 群 亲 吻 阳 光 ，追 逐 着 季
节的脚步。漫过河滩，绕过白
桦林，漫上阳坡……

勒 勒 车 旁 的 额 吉 ，抬 手 打
起遮阳，牵扯着远去的歌谣。

剽 悍 的 暴 风 雪 ，说 来 就
来。草场，顷刻间一片混沌，迷
茫。

顶 着 狂 风 骤 雪 ，骨 笛 的 尖
啸，裂空而起，引领慌乱的嘶鸣
与蹄声。

此 时 ，一 声 长 唳 激 荡 。
苍 鹰 ，振 动 了 牧 马 人 心 中 的
翅 膀 。 他 ，扬 缰 挥 鞭 向 前 ，群
马 扬 鬃 奋 蹄 ，冲 向 风 雪 的 战
阵 ……

苍 茫 暮 色 中 ，远 方 一 盏 酥
油灯，燃亮牧马人的眼光。

一卷新书今面世，
春风缕缕倍神怡。
卧龙峻岭烟霞美，
孙氏锦章功绩奇。
细忆沧桑添酒兴，
欢同文友诉心思。
党人铁骨撼魂魄，
后继长征再举旗。

春雨正在沐浴我的青枝绿叶……

春风正在抚摸我的头发，还有我
的泪花:

但 春 风 分 不 清 哪 是 老 天 爷 的 雨
水，哪是我的泪水？

但 春 风 分 不 清 哪 是 老 天 爷 的 汗
水，哪是我的汗水？

却总是一路为我笑啊笑啊，
因为春风认识我的出发！

春雷当然也分不清哪是老天爷的
雨花，哪是我的泪花？

却总是一见到我的出发，
就掌声哗啦啦:
因为春风春雨和春雷都认识我的

出发!

只有闪电，只有闪电最明白——
闪电的高度和速度，
春风春雨和春雷都无法到达，
当然就无法检测:
闪电的讲话，你听见了吗？

“只有出发——
理想才能开花！”

闪电一路引领着我的汗水和泪水，
出发！出发——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无论是雨水，还是泪水；
无论是泪水，还是汗水；
无论是露水，还是鸟鸣，还是朝霞；
都是我的花……

所有的美好，
都在路上——
路边的鲜花，让我目不暇接，
所有的美好，
都在路上——
路上有多少蓓蕾？有多少奇葩？
所有的美好，
都在路上——
路上有多少朝霞和晚霞？

满江红·百兔贺新春

鞭炮齐鸣，烛光熠，欢声笑语。恭祝愿，
祖国昌盛，众民如意。喜庆对联门柱上，吉
祥年画厅堂里。辞旧岁，百兔贺新春，图中
戏。

艳阳照，阴晦去。杨柳绿，甘霖浴。九州
歌盛世，惠风和煦。霞蔚云蒸生紫气，花团
锦簇妆天地。景色美，四海竞妖娆，山川丽。

满江红·花开三春暖

鞭炮声声，三春暖，风调雨顺。新气象，
瑞星高照，彩云相称。富贵花开红运到，吉
祥鸟至财丁进。田园美，土地吐芳香，甘甜
润。

海棠艳，颜色粉。禾穗壮，丰收孕。小康
千家乐，异声同韵。紫燕成双穿翠柳，蝴蝶
结对披云锦。翩翩飞，共度好时光，心相印。

满江红·万家灯火焕

锦绣河山，如画卷，美轮美奂。新气象，
举国同庆，盛装妆扮。千里婵娟天上笑，万
家灯火城中焕。闹元宵，百兔贺长春，笙箫
伴。

清溪淌，杨柳畔。冰雪化，人心暖。九州
阴霾散，彩旗招展。冬去春来光景好，莺歌
燕舞桃花绽。田园绿，月亮洒荧华，风光绚。

满江红·黄流闹元宵

艺术花车，元宵夜，生辉璀璨。声鼎沸，
万民同乐，众人称叹。七彩呈祥图案美，千
家欢庆诗词艳。锣鼓闹，鞭炮响连天，春无
限。

玉兔戏，形动漫。明月映，灯光灿。布衣
飞笑语，热情观看。心盼年年风雨顺，神驰
岁岁云霞绚，乡村游，一路太平歌，冲霄汉。

满江红·花车门前过

元夜花车，霓虹闪，光芒四射。一辆辆，
挂灯结彩，造型奇特。兔子踏春沿路闹，爆竹
迎面飞天落。人如潮，随喜向南游，门前过。

歌盛世，齐唱和。驱魉魅 ，雄关锁。接
东来紫气，万民同贺。金玉滿堂红似火，佳
肴美酒甜如蔗。庆丰年，千里共婵娟，农家
乐。

沙际笼烟山路远，斜阳映水后窗凉。
近观前海空不见，原是天阴日色茫。

茫：迷蒙。

七绝·暮春

陌上花开飞鸟过，山间雨落路人留。
归期无计空余岁，草色烟光映水流。

七绝·中秋

寒林露冷雁南飞，紫陌花开又北归。
秋水满池不见月，但观远影众山巍。

但：只管。

七绝·暮秋

水阔云低草木凋，鸟鸣花落远村萧。
林间烟树参差立，亦有枝头向碧霄。

七绝·除夕

落日映山沧海事，溪桥观柳渚莲花。
浮云掠水天鹅过，冬暮登高应岁华。

岁华：时光，年华。

七绝·元夕

江清见月空山近，沙屿含烟碧海遥。
枝影扶疏天地阔，露华初起竹灯飘。

元夕：元宵；露华：月光。

七绝·偶得

云岚落尽半山晴，溪谷归流碧涧清。
若问此泉何以澈，只缘活水向其行。

云岚：山间云雾之气。

七绝·望远

层峦叠嶂风难撼，烟水苍茫浪不惊。
骤雨忽来幽谷净，拾阶临远见天晴。

苍茫：辽阔。

七绝·随想

古柏参天半岭间，飞花落地碧池边。
凡尘俗子犹如木，傲雪凌霜又百年。

贺《巍巍芙蓉峰——
琼纵老战士孙惠公的

故事》出版
□ 林志坚

我已经出发
□ 杨 冰

七绝·闲居随感（外八首）

□ 陈诗颖

邢福义先生的浓浓家乡情 □ 匡鹏飞

报春（摄 影） 汤 青

草原，牧歌阵阵（组章） □倪俊宇

词五首
□ 陈 松

冬天的乡村，像极了一幅诗意悠远的水墨
画。橙红橘绿都已谢幕而去，丰腴的乡村瘦了
下来，瘦成了简洁而淡然的水墨画。高远无边
的天空，坦荡开阔的大地，巍峨起伏的群山，
参差错落的房屋，一切都是墨色勾勒晕染的样
子，黑、白、灰，组成了韵味十足的图画。这样
的时候，乡村像一只睡着的小兽，让人不忍打
搅它的酣梦。

我喜欢在冬日里眺望远方，最好是居高临
下，朝着故乡的方向，把视线推远，再推远。
只有在冬季，视野才会如此开阔，才会顺着心
的方向落到遥远的家乡。想念冬日里的水墨
乡村，那是我记忆中最动人的一幅画。

村口的几棵大杨树，早就落光了叶子，它
们挺立着笔直的身躯，傲然迎战着冬天的寒
风。这几棵大树，不知在村庄扎根多少年了，
连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者都记不清树是何时种
上的。它们像村庄的守护神一样，屹立在村
口，目送着游子远去，也迎接着归人的到来。
冬天，它们只剩了一身枯枝。高高的枝头，有
几只大而蓬松的鸟巢，孤单而又坚强，永远朝
着同一个方向，也像是在眺望什么。

乡村的房屋错落有致，像是在一张偌大的
宣纸上，点染出了烟村四五家，分外有一种旷
远安宁的味道。房屋安静了许多，也会传出鸡
犬相闻之声，不过不再那么喧闹了。我知道寒
冬之时房屋里会有多暖，天寒地冻，房屋虽然
简陋，但极为暖和，就像一个暖暖的结实的
巢，带给我们无尽的暖意。这种温暖，绵长持
久，是我们一生的怀恋。

田野里空荡荡的，所有的生灵都躲进了冬
天的梦中。空阔的原野，有几分忧伤和落寞，
似乎在等待什么。土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寂
静和辽远，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就这样绵延开
去，绵延到无际的远方，让人感到天地之大，
更显得人是渺小的，渺小到有一个小小的家就
足够满足了。

傍晚时分，一轮夕阳挂在枝头。冬天的阳
光一点也不刺眼，太阳就像一个温厚的长着，
收敛了万丈光芒，变得无比慈爱。如果你愿
意，还可以与这轮橘红色的夕阳对视一会儿，
感受它的内敛与柔情。

偶有一些不怕冷的鸟儿，在村庄里飞来飞
去，它们叫着，闹着，让这幅水墨画有了些许
灵气。冬闲时节，人们的脚步也慢了许多。只
有这时，乡村才是悠然自得的。

如果来一场雪就更妙了！雪后的乡村实
在是美啊，田野、屋顶、枝头，到处白雪覆盖。
这时候，乡村的构图更为简洁，用墨更为俭
省 ，一 切 都 是 淡 淡 的 ，浅 浅 的 ，像 梦 一 样 轻
盈。水墨乡村，更加诗意盎然。

我的水墨乡村，在记忆中绵延着，悠远而
宁静，美丽而深情……

水墨乡村
□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