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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首篇《关雎》

【译文】
洲上斑鸠叫咕咕，问妹有夫没有夫。
妹是苗条好配偶，哥想娶妹共一屋。

长短荇菜顺水漂，像妹扭摆软身腰，
白天爱妹好相貌，夜晚做梦都想交。

做梦想交难拢边，但求再梦得相连，
念妹夜长睡不着，翻来翻去像挨煎。

妹采荇菜嫩又多，左挑右掐好灵活，
妹比嫩苗还好看，弹琴邀你同欢乐。

妹采荇菜鲜又好，左拢右齐素手巧，

琴邀靓妹邀不动，莫非要敲钟鼓邀？

【笔记】
1、男子发现所爱，爱之却苦于不得接

近，于是直率坦荡抒发情感。纵然“单相
思”，怅惘夹着期盼，也要极力示爱。本诗不
啻是宣言，还有声有色，有情有爱，动静结
合，情景夹叙。男子在即兴抒发自己的心境过
程中，小波微澜，柔软缱绻。这就是《关雎》。

2、《毛诗序》 说它是“后妃之德也，
《风》 之 始 也 ， 所 以 风 天 下 而 正 夫 妇
也”。——《关雎》本是即兴逗趣的情致，人
生的甜蜜纠结，一时的缠绵思绪，《毛诗》一
下子就把它讲成天下夫妇道德的“范本”，顿
时毫无生气了。孔子谓此诗“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琴瑟钟鼓，乐实有之。哀在何

处？却实难寻。朱熹说它是反映“周之文王
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分
明是说远了。

3、《关雎》 本就是当代山歌似的古代民
歌，译文应是古代民歌与当代山歌风的融通对
接，完全可以将古代抒情主体换位为当今男
性，以其角度抒发视觉观感和动情心曲。我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译为“洲上斑鸠叫咕咕，问妹有夫没有
夫。妹是苗条好配偶，哥想娶妹共一屋”，正
是这样。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游
哉，辗转反侧。”译为“做梦想交难拢边，但
求再梦得相连，念妹夜长睡不着，翻来翻去像
挨煎”，是 《关雎》 原文化入了广西山歌母
体，获得方言基因和表达方式之后的重生唱
诵。

4、“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我译为“琴邀靓妹邀不动，莫非
要动钟鼓邀？”结尾句打了个问号。意趣在
于，后生看上了姑娘，用琴瑟去撩动她，尽管
那琴瑟乐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知道
一切”（尼采），足够深情真挚达意的了，却还
是打动不了姑娘。琴瑟撩不动，莫非要敲击不
得轻易动用的祭祀重器钟鼓，那巨大的响动才
惊动得了她吗？后生感到彷徨无措、忐忑了
……这是 《关雎》 八桂山歌版剧本情节的终
局，看来不至于逾越原文的本义。

5、《关雎》原文就是如此的绝唱高踪，久
无嗣响，是几千年唱诵不倦的名篇。八桂山歌
就是如此地与《诗经》有两三千年的缘分，要
不然哪能转换得如此无缝对接，声气相投，身
遥心迩，灵犀相通！

有一次，我在北海老城一个名为“火烧床”的路牌下徘徊，不明
白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时，一位白皙瘦小、戴着紫色棒球帽的老
先生驻足，与我一并仰头，同时问我看什么。我说出缘由，他声音骤
然大了起来，手指远处：“你去那边的新华书店，找一个叫梁思奇的人
写的一本《生于六十年代》，关于北海的什么东西都有！”我说，梁思
奇是我的朋友。于是，老先生打开了话匣子。我读过 《生于六十年
代》，里面并没有“火烧床”，但它就是让一位老先生坚信里面有求必
应，无所不包。这就是一本书的莫名神力了。

近几年，梁思奇的创作达到井喷状态，除了在朋友圈看到他产量
惊人的文字，还有与文字同样高品质的大量自制视频，两者都属于北
海文化史志类话题。梁思奇已经不年轻了，但他却在一般人准备迎接
夕阳红的时候，人生节奏发生了不凡的突变，变得如日中天。他全面
转向文化，踏上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文人之道，走出一条千帆阅尽后
的退守之路。自古文人喜欢寄情山水，而这就是梁思奇的“山水”。

梁思奇的新著《廉州往事》，是北海历史的现代化通俗化表达。某
种程度上，北海历史就是古合浦县历史。诚如书中所言：“我讲合浦、
廉州的‘古’，有时笼统写成‘北海’，因为北海的‘古代’就是历史
上的合浦、廉州。”确乎如此，旅居北海已久的我，都从书中获得了许
多关于北海的有趣信息。比如，钦州有个“天涯亭”，廉州有个“海角
亭”。在古人眼里，“天涯海角”并不是海南那个“鹿回头”，而是钦州
和廉州。以前只知道海南有个“天涯海角”，却不知更早的“天涯海
角”就在自己身边。

治史首先要有史料来源。梁思奇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廉州府志》
《合浦县志》《广东通志》《高州府志》等。《廉州往事》正是借助地方
志，把陈旧的历史书写得生动入味，使得我对这些史志也充满好奇。
将来的人们要了解北海历史，也许多半不会去翻看那些史志，却会阅
读《廉州往事》。梁思奇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给当今和后世读者提供
了一条快速走近北海历史的捷径。

这部书的意义将在两个维度打开：横向上对于北海这个地方的意
义，纵向上对于北海整部历史的意义。北海有如此挚爱地方史志的文
人，实在是一件幸事。他经过自己的消化和转化，把过去变得通俗有
趣，使今人重新拥抱了一方水土的历史，并看清自己的来路。

梁思奇写作《廉州往事》属于兴趣使然，兴之所至，完全没有史
学家的身份负累和心态压力。他写得放松，文本空间便轻松疏朗；他
不端着写，刻板的历史便在他笔下变得随和，读者更容易代入。比
如，他把古代的事物替代为当下的，《他曾争取廉州自己出题“高
考”》《合浦一位“全国模范县长”》《一个名号“娘里娘气”的知
府》等。这些题目带着亲和感，使读者感到“不隔”。他写孟尝怀揣着
年轻时为寡妇申冤的那股倔劲，“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换成现在的
话语，就是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他用当下流行语言来讲述历
史，使读者一点即通。他把古代的官职翻译成现代的，使读者一看即
懂。他还对著名的孟尝“珠还合浦”的传说，作出了现代生态学的阐
释，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

汉代设置了合浦郡，首府廉州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县城，一直有
着出清官的传统，以“廉政”为核心的南珠文化流传至今。正因此地
清廉的官员甚多，唐太宗李世民才将“越州”改为“廉州”。梁思奇书
中写道：“合浦珍珠也叫‘廉珠’。它有两个意思，一是产于合浦郡治
所在地廉州，二是因为东汉时合浦太守孟尝实行‘德政’，发生了‘珠
还合浦’的奇迹，合浦珍珠成了清廉的符号。”

廉州地处岭南，一向是朝廷贬官的去处。他们在这边海僻地，劝
农勉学，保境安民，以清廉自许，成为尽忠履职的能臣良吏，全然没
有因为仕途摔了跟头而一蹶不起。

这个廉洁之州，承载了许多高洁文人的失意与不屈，淡泊与自
持。梁思奇写廉州之“廉”的同时，亦是在向古代的大儒先贤致敬。

写作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那么，一个写作者，支撑自己的精神体
系来自哪里呢？某种程度上就来自这种心意相通。梁思奇无功利的北
海史志写作，正是一种文人精神的承续，其低调的坚持里包含着儒者
百折不回的柔韧。

一个人的文字里，有自己走过的路，看过的书，经过的事，《廉州
往事》之于梁思奇，正是如此。

时间和记忆相互交织，在一道道掌
纹里蔓延。而我，在爷爷的掌纹之中徘
徊至今。

爷爷从教 40年，他曾辗转地苏、保
安、东庙等地任教，是一名任劳任怨的
乡村教师。他跋山涉水，只为把山的另
一边风光采撷给他的学生。月色未散，
他便翻山越岭赶往学校；山风一吹，他
总是挂念着那几个衣着单薄的孩子；下
课铃响，他会沿着足迹编绘的学生家庭
地图，马不停蹄去家访送学。他曾和家
长种了一天的玉米，把学生从地里“抢
救”到课堂，也曾将一分工资掰成三分
用，一把又一把地帮扶困难学生。他在
冬雷夏雨之间，收获了一场场春华秋实。

秋天，月积水，带露去。赶路了
大半辈子的爷爷，收起了课本，从山顶
上下来，回归晨起暮归、晴耕雨读的田
园生活。他在门前的空地开辟了一块菜
园，保持着劳动的姿态，闲时看天空里
浮云悠 游 ， 地 上 蜜 蜂 蝴 蝶 引 来 的 热
闹，把片刻变成了永恒。此时，爷爷
的掌纹是一片森林，在大山的深处独
自茂盛。

儿时的记忆总是闪亮的、鲜艳分明
的。我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孙子，到了上
学年纪，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爷爷成
了我的“伴读”。年少的我，把爷爷的太
阳花养死，摘桑葚被爷爷训斥，背着爷
爷偷摸下河游泳，那些往昔都悄悄成了
昨天的眼泪。我紧握着爷爷的手，一起
穿越田埂、小巷和下雨的大街，白云变
成骏马在蓝天驰骋，青山浮在溪流之
间，清秀俊美。有爷爷温暖而厚实的手
牵着，便成了我的童年。在掌纹的路
口，我不迷路，也不慌张，因为有阳光

一直照进森林的裂缝。
后来，我的掌纹成了一条反复的河

流，成长的烦恼倾泻而下，四季更迭，
听不见山里的回声，在前方的路口和爷
爷失散了。爷爷把自己变成一棵树，把
根扎回土里。此时的他，只是希望屋檐
下的燕子安全回家。

家里人习惯城市的灯光和车流，一
度想把爷爷移栽到身边，爷爷却说自己
喜欢黑夜和土地。

爷爷时常自言自语，好像只有反复
谈，才不会忘记。他喜欢把子孙的事情
同瓜果讲，叮嘱它们按时成熟。他又把
子孙的归期刻在墙上，板书了一片又一
片，完全忘了台下已经没有了学生。他
把冰箱视作伟大的发明，恨不得把四季
的瓜果蔬菜送进冰箱，期待着山那头疲
惫的云朵飘回来，给予可口或是晴朗。

爷爷的暮色是随着夕阳一起落下
的。寒冬还未过去，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的爷爷已经瘦得很厉害，瞳孔之中已看
不到子孙的模样，但还是亮着等我们。

春天刚到，爷爷便去世了，一切戛
然而止，气温比冬天还要冷冽尖锐。在
处理爷爷后事的时候，我又紧紧握着这
十几年未曾触碰的手，布满老茧、伤痕
累累，让人心痛不已。他的右手心是一
片模糊的掌纹，岁月在他手上，冲刷出
一阵阵深深浅浅的沟壑，似群山之间的
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又似一条条干涸
龟裂的河床，露出大地的脉搏。

爷爷成了回忆，生活还在继续。一
家人再聚首时，丰盛的饭菜，满载的一
桌人，把茶斟满，把酒饮尽，诉说着与
生活的抗争，爷爷变成相框里的人，一
直注视着子孙们。

编者按：《诗经》是两三千年前古代先民自主创制的唱诗，于民间立场俯身土俗文化绿洲，开拓体现自己旨趣的祭祀唱诗乐土，千百年来，光焰不
熄。作为同样也是紧接生活地气、充溢生命活力的广西山歌，与《诗经》有着很深的缘分。我们可以将《诗经》汇融进自己的母体，转化为具有山歌特色
的表达。多年来，宋安群先生致力于八桂山歌和《诗经》的研究，对八桂山歌翻译《诗经》进行了有益探索，特选载若干篇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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