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笔寻踪
徐梦嘉 文!图

! ! ! ! !"#$年就要过去了，拙文以解析专栏名“梦笔寻
踪”四字为今年收尾之作。

梦（夢瞢）的甲文（图一）是一人躺在榻（爿，片状）
上睡觉，眼前有朦胧幻象，目上眉毛的两三折画兼为示
意。一款有“宀”的正体梦源自小篆，在屋内才能睡安稳
觉。人被冖（布巾帽）及夕（月亮）取代，冖蒙覆了目与
月，倒也有趣韵。在旧时二十多款正体梦字中，林夕梦
是唯一和眼目无关的形款，梦意亦无了。
笔（筆）的初文是聿。甲文聿（图二）呈右手（又）握

“笔”（杆下端捆扎兽毛）书写形状。金文承续甲文字形。
《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
弗。”聿，书写的工具。楚国称作为聿；吴国称作不律；燕
国称作弗。《说文》还识定小篆聿字最下的横画“一”是
聿字声旁。秦以后用竹
枝制笔，聿加竹头成筆，
简化字竹毛组合为笔，
倒也明晰。
着重谈寻字。甲文

寻（图三）描绘了一人张开两臂丈量平展席子长度的境
况。《说文解字》：“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每人张开
两臂的长度等于自己的身高，一寻是普通的身高。古代
尺短八尺为寻，双寻丈六为常。《国语·周语下》：“夫目
之能察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
常之间。”韦昭注：“五尺为墨，倍墨为丈，八尺为寻，倍
寻为常。”《韩非子·扬权》：“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
扶寸远短于寻常，意指失去少得到多。

秦汉（含秦汉）以前，室内并无桌椅之类的高脚家
具，只有矮小的几案一类家具。古人谈话、写作、进食等
都席地而坐，席即指地上铺设的席子。顺语，梦字中爿
是商代睡席榻，日本至今还称榻榻米，相关字词典普遍
解释为床是不精准的。有一款甲文寻，席子用“丨”代替
（图四）。秦代的小篆“寻”（图五）可窥探出，是时丈量已细
化，“寻”的对象也不单指席子了，故寻中丨演绎为表示
测量器具的“工”（工尺），加彡表示席子数量，加口表示
喃喃自语“寻常”数字，“彐”形是手，掌下短横示意的寸
又指尺寸。寻常是常用的长度，汉魏以降，寻常遂引申出
平常、普通、经常等义。我识定，人在一摞席子前伸双臂
估量长短，挑选尺寸合适的席子，故“寻”从表示寻常尺
寸、平常事物字义外又诞生了寻觅、寻找、搜寻的新义。
踪（蹤）是后造字，秦小篆并无。汉

代隶书与起源汉末的正楷有了足配從
的蹤，從则由道路的“彳”、双人从和
脚（止）构成，蹤的追踪、跟踪字义不言
而喻。山西龙兴寺唐代碧落碑中有足
從配的篆体蹤，但足上的“口”成有嘴角的口形了（今人
写篆更是常写错）。足是膝盖（口）与脚（止）的复合，“口”
无“嘴角”，清邓石如写出了规范篆体蹤（图六）。正体踪
字旧时有二十多款异形，如今使用的简化“踪”是其中一
款，纯粹为形声字。其实异体踪有足从配的“足从”非常
妥帖，两人缀行，一人跟踪一人，四笔“从”又作声部。

!%&&年 '月下旬我看到热门电影特写镜头中的
用字错误，曾在本报发表评论，颇有反响。于是 !%&!年
元月《梦笔寻踪》汉字学专栏开设，四周一期，揆初介绍
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
乾乾翼翼，辛勤耕耘，转
眼竟已整整写了七年。
现忙着给每篇文论补充
刻治对应的篆刻作品，
增强正文可读性，争取
早日结集付梓出版，感
恩回馈海内外关注拙专
栏的广大读者。

七夕会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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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知识经济"

湘 君

! ! ! !大学是一个人从学校
到社会的过渡时期，勤工
俭学是一个孩子迈向自立
自强的第一步。自从小人
上了大学利用周末教小朋
友弹琵琶后，我发现，现在
的孩子们赚钱方式五花八
门，不断刷新认识。
比较容易

理解的是“传
统型”。学校里
虽然有小卖
部，但对于那
些“宅”惯了、“微信步数”
从不过百的孩子来说，还
是远了点；叫快递又不允
许送上楼来。于是有人把
“微型小卖部”开到了宿舍
楼里，这样，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除了零食，学生们对

文印的需求同样巨大。一
到考试季，文印小店门口
排起了长龙。“懒惰的思维

推动社会进步”，懒得等待
的人就另辟蹊径，自己买
一台打印机，既自用又共
享。尽管每张比小店贵了
!分钱，胜在不用排队、时
间自由，还不用看人脸色。
有些家长对“现代型”

已不陌生。女孩子总是网

购主力，“买买买”的时候
只动手不动脑，买回来才
发现那么一大堆不要的化
妆品和衣服。不用发愁，顺
手放在网上很快就能消化
掉；如果担心个人用品的
安全性，不妨去看看校网
上更活跃的交易。学完的
课程，用完的课本，千万别
去压箱底，打折放到网上
去卖，那必是最抢手的爆

款。对学弟学妹来说，反正
教材都一样，何苦花几倍
的钱去买新的呢？
“出售技能”属于校园

里比较流行的模式。相比
父母辈，现在的大学生多
才多艺，个个身怀绝技。得
益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

父母对独生子
女的全面培
养，会钢琴、小
提琴、二胡、古
筝、声乐、表演

的比比皆是。他们不仅踊
跃参加校内各项社团活
动，还各显神通在校外向
儿童或成人传授技艺；即
便童年错过艺术培养的，
也会自己钻研摄影技术，
整日端着“长枪短炮”在校
园里给爱美的女孩子们拍
拍“个人写真”“闺蜜套餐”
“毕业留念”什么的，价钱
自然比外面的影楼实惠得
多，于是皆大欢喜；摆造型
也完全不用自己操心，早
有做化妆和设计造型的师
姐们替你全方位打点好，
你只需妥妥地做一枚青春
美少女便好。
升级版则是“出售智

力”。重点大学“开博客，
卖知识”的并不少见，比如
来自某省的学霸、曾经的
文史综合类“女状元”。十
年寒窗苦读，一朝考上大
学，她空而不闲，利用课余
时间，把自己的高中笔记
整理出来放在网上卖。当
然，也有卖大学里上课笔
记的。尤其是那些高等数
学类的题目，博主召集几
个学霸，让他们把题目各
自演算一遍，然后放在网
上供大家自取，同时也支
付一点合理的费用。
随着学校与社会的交

集越来越多，学生的勤工
俭学出现了更多的“混搭
模式”，比如各种比赛和展
会的志愿者。申请做志愿
者的学生除了得到学分上

的奖励，还能获得一点劳
务费。别看数额不大，学生
们盯得可紧了，时间一到
立马不客气地催问：“什么
时候发放？”微信群里一片
哭穷声：“已经穷得喝西北
风了”，“眼看着双十一天
天逼近了”，有人绝望地
问：“能在毕业前收到吗？”
立即有人跳出来：
“那还得有点 ()!

*+,+-*（利息）。”再
不发，态度强硬起
来：“这个月都结束
了，财务会计都讲到应收
账款与坏账了！”“再不发
钱贬值得不成样子了。”并
引经据典：“按照账龄分析
法，账龄越长，坏账的可能
性越高。”理直气壮，有理
有据，丝毫不见传统学生
仔的腼腆和怯懦。

很多时候，家长们的
焦虑来自于对孩子未来的
怀疑，生怕他们在这个高
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没有立
足之本，赚不到足够的钱
养活自己。其实一切的担
心都是多余的，他们比我
们，更早，也更强烈地拥有
了经济意识。

正胡思乱想，
小人发来微信：妈
妈我爱你！

我心里一热，
当即回过去：我也

爱你！
小人顿时升温，追加

一句：妈妈我爱你！
我母爱泛滥，温情款

款地回复：小人我爱你！
小人终于忍无可忍，

不耐烦地微来一句：这个
月的生活费忘给啦！

那年参加!卡西欧"

周冰倩

! ! ! !受到节目组的邀请，我
在“长三角家庭演唱大赛”节
目中担任了观察员。对我来
说，参与这档节目，有一种回
家的感觉。这个节目的前身，
是上世纪 $"年代上海家喻户晓的
“卡西欧家庭演唱大奖赛”。我获得
过第五届冠军，那次参赛经历对我
的歌唱事业影响很大。
录节目的时候，我回看了当年

的参赛视频。主持人问我，我的愿望
是什么？我说：“希望以后不仅能够
成为一名出色的二胡演奏家，还能
成为一名流行歌星。”在当时的环境
下，我这样说真的鼓起了很大的勇
气。我从小学二胡，从上音附小、附
中，一路升到大学，可以说是比较标
准的科班出身了。当我说想去唱歌
的时候，我的老师、妈妈都表示反
对，他们觉得我去唱歌会分心，会让
我的二胡水平下降。但我爸爸反而
觉得兴趣广泛点没什么不好的，只
要不影响专业，就可以同时发展。其
实老师、家人，对我去唱歌这件事，
都还是观望的。那个时候上海的唱
歌比赛慢慢多起来了，其中，在电视
上播了好几年的“卡西欧家庭演唱
大奖赛”名气最大，那一年正好改成
了个人赛，我就报名参加了。那时候

我才上大学一年级。
初赛、复赛和决赛都是直接上

电视的。那时我们也没有专门的演
出服，都是自己绞尽脑汁去想上台
的服装要怎么搭配。复赛前夕，我的
老师朱均雄去深圳出差，专门给我
带回来一条时髦的绿裙子，于是复
赛时，我就穿着那条裙子上台，用了
很多摩丝把头发弄成当时流行的鸡
冠头，唱的歌是《篱笆墙的影子》，整
个着装和歌曲都很配，现在
想想也是很美好的回忆。复
赛我也顺利晋级，后来我就
把绿色作为幸运色。

决赛的时候我摩拳擦
掌，一定要拿出实力来拼一把。当时
参加唱歌比赛，不仅要唱深情的、有
味道的歌曲，还要选有高音、有难度
的“大歌”，才容易征服评委老师，所
以我选了《我想有个家》和《绿叶对
根的情意》两首“大歌”，靠它们拿了
当年的冠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舞
台上演唱《我想有个家》。
音乐是相通的，开始唱歌后，专

业老师反而觉得我拉琴更好
了，尤其是我的台风，不仅更
稳，而且很有风度。参加“卡
西欧”也让我迈进了声乐专
业的大门。当时比赛有很多

评委就是我们学校的专家、教授，这
次参赛让我获得了和他们接触的机
会，我就厚着脸皮去找他们，说：“能
不能也教我唱唱歌，毕竟我也是音乐
学院的学生嘛。”正因如此我才有幸
跟音乐理论家谭冰若老师学习声乐。

在“卡西欧”夺冠可以说是我成
为专业歌手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个
节目的收视率实在太高了，我一拿冠
军，第二天几乎全上海都知道了。《我

想有个家》本来是潘美辰的
歌，我后来翻唱录了专辑，这
首歌发行得也特别好，全上海
大街小巷都在放。后来一个日
本星探听到了，直接扯下一张

海报四处打听我，给了我去日本发展
的机会，这就是后话了。
这次来“长三角家庭演唱大赛”

做观察员，看到年轻人唱自己喜欢
的歌来表达自己，很开心，不过最打
动我的还是那种家庭氛围。每次看
见一家几口一起登台，我都觉得非
常温馨。他们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生
活真的很幸福，要珍惜当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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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久之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去世，
享年 '.岁。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想
到了自己家里珍藏的那张签名照片。

&'''年 /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新
民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老布什为庆祝
自己 01周岁生日，在休斯敦跳伞（旁边
有护卫人员保护），平安降落在老布什总
统图书馆的所在地———德州农机大学。
看了之后，心里不免有点激动。我读小学
时，曾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布什
和夫人芭芭拉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身边
是两辆中国产的自行车。当时，布什作为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居住在北京。这
张照片令我感到很新奇，由此，对这位布
什先生开始关注起来，在随后的岁月里
收集了不少剪报和照片等，还买了他的
自传。&'$$年，布什当选为总统，次年 !

月访问北京，成为当选后访华最快的美国总统。
我突发奇想，希望能收藏到一张老布什的签名照

片以留作纪念。但我又笑自己异想天开：我不过一介平
民。思来想去，犹豫好久，最后想：既然想做，那就行动
吧。我反复读报纸，能够找到的只有两条信息：休斯敦
农业与机械大学和老布什总统图书馆（退休后的美国
总统都会有自己的图书馆）。当时互联网没现在发达，
我就把“农机大学”按照中文的意思翻译成英语，又给
图书馆馆长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从小就关注老布
什总统，感谢他在任期间对推动中美关系所做出的贡
献，信的最后提出一个要求：能够收藏到一张签名照。
信写好之后，我就寄了出去。中国有句古话：尽人

事，听天命。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三个月后的一天，我
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休斯敦的信函，大信封上盖的戳
记是“总统用邮”。我因为集邮的缘故，知道美国现任总
统和退了休的总统都享有一种特殊的待遇：终身免费
用邮。难道这个信封真的能带给我惊喜吗？小心翼翼拆
开信封，里面果然有一张老布什的照片。仔细一看，这
是他在任总统期间拍下的照片，面带笑容，神采奕奕。
照片下方写有“致沈开达以最美好的祝愿 乔治·布

什”。另外，图书馆主任还
给我回了一封信。
我把这张签名照片塑

封之后，装进了相框，放在
书橱里，至今已有十九年
了。往事如烟，令人感慨。

图三 寻!甲文" 图四 寻!甲文"

图五 寻!小篆" 图六 踪!小篆"

图一 梦!甲文" 图二 笔!图二"

乡
愁
如
霞

曹
克
雯

摄

赏雪!在"世界尽头#

周天柱

! ! ! !一天阴沉，半夜，被哗哗大雨惊醒。清晨
一睁开眼，窗外竟是漫天鹅毛大雪。早就盼
望能在神奇的“世界尽头”———火地岛赏雪，
老天爷慷慨的恩赐，令人喜上眉梢。

与夫人三两口嚼完面包，裹上鸭绒背
心、滑雪衫，背起照相机、摄像机，冲入狂风
暴雪。人与狂舞的大雪亲密接触，在快速风
力作用下，所撑起的雨伞已不起任何作用。
雪姑娘对远方的客人特别亲热，热辣大
方、一步不离地围着贵客旋转，如同银蛇
狂舞，节奏快速地跳起高雅的阿根廷探
戈。才片刻时间，从天而降、密集倾泻的
雪花就将马路、人行道铺上了厚达近半
尺的白绒地毯。脚踩上去，软绵绵、湿漉漉、
滑溜溜。抬头张望，我一心想寻觅的该岛首
府乌斯怀亚的地标———高耸入云的哥特式
省政府屋顶，早已被厚实的积雪埋没。
向海港走去，偏僻的马路边突然出现了

一列墨绿色小火车。小火车昔日曾为开发该
岛立下赫赫战功。此时它银装素裹，站在车

头的“列车长”正睁大了
眼睛向我们招手。

一对母女笑着站在一边观望。女儿手里
紧握着手机。当我们咔嚓咔嚓一拍完照，乖
巧的女儿赶忙跑过来，请我当起临时摄影
师。接着一只哆哆嗦嗦的大手伸过来，又一
个手机呈现在我眼前。举目望去，一位朝我
点头微笑的大叔示意也为他留张影。我将手
机递还给他时，他用我半懂非懂的西班牙语
连表谢意。我用英语表示不必客气。大叔显

然对这张照片十分在意，回放手机看了好
久，一脸喜悦地回转身慢慢离去。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老人的腿脚不便，走路时一拐一拐
十分缓慢。腿部有疾，特选风雪天来此拍照，
令人惊讶。换一个角度想，就他这个年龄，脚
部之患基本无望治愈。大雪之日，出门留影，
是情怀，更是纪念呀。

宽阔的海港，海浪奔腾汹涌，远望如同
卷起千堆雪。数不尽的大西洋海鸥迎着风

雪，矫健地展翅飞
翔。这些赤喙红脚的
飞行家成群结对地飞行，构成大雪天难得一
见的雪鸟群飞图。据说这些鸟类称得上是火
地岛早期主人，比人类在此定居还要早几个
世纪。沿着海堤走上千米，用优质塑胶制成、
比一人还要高的“乌斯怀亚”一行白色大字，
迎着风浪耸立在海边。此地标起源有因。

&1!%年 &%月，航海家麦哲伦在此登陆，
因看到当地土著居民为御寒点起堆堆篝
火，因此将该岛命名为火地岛。
离海港不远，是乌斯怀亚旅游局设

立的旅游咨询点。抖掉一身雪花，走进大
门，原以为风雪天一定冷冷清清。可此刻大
厅内来自各国各地一拨又一拨的游客把咨
询柜台围得严严实实。我们拿出刚购买的火
地岛明信片，请工作人员盖戳留念。一位五
十开外的大婶一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伸出大
拇指连连点赞，满腔热情找出全部 0个纪念
邮戳，仔细地一一盖全。伟大的祖国，在全球
最南端的火地岛受到如此尊重、厚爱，我们
为此深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