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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 确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 ,是 发挥语文教育应有作用的基本前提 ,是 深化语文课程

教学改革的紧迫需要 ,是 转变教师语文教育观念的重要措施。在 当代 ,语 文学科的实质 ,是 以教学科 目形式出现的

关于中华民族通用语和人类优秀文化的教育。学校语文教育主要应承担起三大社会责任 :(一 )发 挥通用语 的示

范、推广作用 ,提 高中华民族的语文交际水平 ;(二 )发 挥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作用 ,改 善现代化建设 的人文环境 ;

(三 )发 挥健全人格的涵养、教化作用 ,促 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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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 ,揭示着社会政治经

济发展对其内在本质的需求。学校语文教育的社会

责任 ,反 映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其外在作用的需

求。二者共同决定着语文教育的方向,影 响着语文

教学的行为和质量。因而 ,对 它们正确认识和恰当

表述 ,一直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前 ,就语文学科教育的实质作过多次讨论 ,意

见不一 ,留下了历史性遗憾。正如阎立钦先生在谈

到语文学科的实质时所讲 :许久以来 ,由 于多方面原

因,人们对语文学科的实质认识不够 ,“ 一个时期 ,

认为语文课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 ,合并甚至取消

语文课 ;一个时期又单纯强调它的语言工具性 ,反对

讲文学因素 ;一个时期又片面强调语言和逻辑思维

的关系,将有血有肉的典范文章变成了思维训练的

材料。这些都是由于对语文学科实质把握不准 ,犯

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由于上述种种片面的认识 ,再

加上
‘
应试教育

’
的强大影响 ,使 得目前中小学语文

教育出现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教师厌教、学生厌学

的现象
”
[丬 。

跨人新世纪 ,在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 ,中 小学语

文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几经修订且已基本定型 ,

必须伴随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的重要

阶段 ,明 确
“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

责任
”
的问题 ,又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 明确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

责任的意义

(一 )是发挥语文教育应有作用的基本前提

这是由语文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
语

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2],语 文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重

要表现形式 ,因 此 ,语文教育必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

变迁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
“
语文教育对于社会作

用的性质 ,取决于它是否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 ,反 映

新的政治经济的要求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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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
”
[丬 。

由教育部制订的《全 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实验稿 )》 开篇就明确指出 :“ 现代社会要求公民

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具备创新精神、合

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 ,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

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 ,以及运用现代技术处

理信息的能力。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造就现代

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
”“

语文课程的

改草 ,应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 ,总

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 ,借鉴各国母语教育改

革的经验 ,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 ,努力建设与现代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 ,在 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

显然 ,这种要求是时代需求的正确反映。要适

应这种需求 ,正常发挥学校语文教育的
“
重要作用

”

和
“
应有作用

”
,首 先就必须将这种需求融人

“
学科

实质
”
进而转化为

“
社会责任

”
。

(二 )是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需要

这是由语文学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
语文学

科是一门基础学科 ,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今后工

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

的进步文化 ,提高国民素质 ,都具有重要意义。
”
[2]

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 ,决 定了它在基础

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 ,因 而 ,在这场为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而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的教学改革中 ,“ 语文
”

首当其冲 ,举 足重轻。

由于全社会的语文教育是个开放的大系统 ,它

包括家庭语文教育、学校语文教育、社区语文教育和

个人语文教育等几部分 ,全 民语文教育水平主要取

决于学校语文教育的质量。所以,对语文教育社会

作用的需求,-旦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必须 ,首先就

应成为学校语文教育的宗旨和内容。同时 ,由 于语

文学习是一个活生生的贯穿每个人全部生活的实践

过程 ,社会交际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 ,社区、

家庭、个人的语文教育的特殊性、差异性等等 ,必然

对学校语文教育产生巨大影响 ,因 而 ,有效的语文教

育 ,总是学校、家庭、社区、个人在共同的教育观念下

进行分工合作 ,由 学校进行规范指导和科学整合的

结果。那种被抱怨为每星期的教学成果 ,一 接触社

会就成了
“

五
’
加

‘
二

’
小于

‘
五

’”
的情况 ,那种酿

成了
“
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教师厌教、学生厌学

”
的

苦果的情况 ,其实就是一种既缺乏与时代需求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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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 ,又不能对家庭、社区和个人产生积极影响的

学校语文教育。然而 ,这却是现今普遍存在的事实。

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 ,要使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组织

的每一次语文教学活动 ,都成为学校语文教育的必

要环节 ,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机部分 ,并 且 ,最 终

能够在受教育者的培养及其社会影响上 ,获 得方向

一致的收获 ,就必须在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

质和社会责任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上 ,尽 快

的达成共识。这也是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

需要。

(三 )是转变教师语文教育观念的重要措施

这是由教育观念的特殊作用决定的。由于语文

教育观念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对于语文教育诸问

题的具体看法和信念 ,是一种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和

支配人们的语文教学行为的思维定 向和心理定势 ,

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 ,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表现 ,因

此 ,能否
“
建设 与现代社 会发展 相适应 的语文课

程
”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能否正确指导和有效帮

助广大教师实现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

事实上 ,自 从 1903年我国语文在中小学单独设

科以来 ,在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中 ,语文教育史上发生

的每一次重大变革 ,如
“
五 四

”
新文化时期 的

“
白话

文
”
运动、新 中国建立之后配合语文学科 由过去的

“
国语

”
和

“
国文

”
统一更名为

“
语文

”
后的

“
听说读

写并重
”
的教学改革、推行

“
简化汉字

”
和

“
汉语拼音

方案
”
等等 ,也都是因为广大教师在通过各种途径 ,

对其意义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 ,实 现了观念的更新

后才获得成功的。而那些未得到教师普遍认可的
“
改革

”
,却 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从影响语文教育观

念的因素看 ,时代需求决定着学校语文教育对内的

学科实质和对外的社会责任 ,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

又共同影响着教师的语文教育观念。只有真正明确

和深刻理解了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

责任 ,教师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才会发生实

质性转变。否则 ,无论上面怎么要求 ,教材如何变

化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很 自然地用实用主义的态

度和习惯了的方法来对待 日常的语文教学工作。这

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教学改革方案和设想难以

得到普遍响应的重要根源。所以 ,明 确 当代学校语

文教育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 ,就成 了我们帮助广大

教师实现语文教育观念转变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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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

探讨这个问题 ,先得正确理解
“
语文

”
的涵义。

由于我国的语文教育历来是
“
语

”
和

“
文

”
的复合教

/

育 ,新修订的教学大纲 ,已 经对语文基本功能的界

定 ,由 先前的
“
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

”
[3],

修正为
“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是人类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 中,又将
“
提高文化品位

”
,“ 认识中华文

化的丰厚博大 ,吸收民族文化智慧 ,关心当代文化生

活 ,尊重多样文化 ,吸 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
作为

重要任务 ,写进了课程的
“
总目标

”
。因而 ,我们对

“
语文

”
的解释 ,已 经不是

“
语言和文字

”
、
“
语言和文

章
”
、
“
语言和文学

”
或者

“
口头为

‘
语

’
,书 面为

‘
文

’”
之类可以概括得了的了,而是

“
语言

”
和

“
文

化
”
的合成品。虽然 ,语文中的文化 ,是泛指包括语

文知识和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思想情感、审美观念

等精神财富在内的一般文化 ,其成分及质量受到教

材选编标准及教学目的的制约 ,而且 ,不同学校不同

阶段 ,其
“
语言

”
、
“
文化

”
教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

但是 ,“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文 化是语言的管轨
”

[4],它们互相依存 ,不能分离。一方面 ,语言是文

化的载体 ,又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是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思维系统、价值系统。人们接触语言就

在接触文化 ,要学习语言就要有相应的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 ,文化是语言的内质和流通管道 ,是社会生

活、民族特征及人格品质的重要方面。优秀文化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和源泉。
“
人

类文化
”
是全人类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人类优

秀文化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在新世纪
“
和平、发展

”
的

共同的精神基础和力量源泉。新大纲把这个历来作

为母语教育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主渠道的
“
语文

”

之
“
文

”
,修正为

“
人类文化

”
之

“
文

”
,为语文教育确

立了全新的质量 目标。这既是
“
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 ,面 向世界 ,面 向未来
”
的要求 ,也是面对

“
科技革

命
”
和

“
经济全球化

”
大潮 ,在文化发展和语文教学

改革方向上的明智抉择。它显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

中国人宽广的胸怀和宏大的气魄,是民族 自信心和

精神文明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是 我国语

文教育新的里程碑。

于是 ,结合时代需求 ,我 们就有了这样的认识 :

在当代 ,“ 语文
”——作为学校教育一个学科的实

质 ,即 它是在学校教育中以教学科 目形式出现的关

于中华民族通用语和人类优秀文化的教育。'这是一

种u为受教育者熊够度过幸福一生奠定必要的语言

文化基础为基本
扌
目标 ,以 关注人的全方位发展为逻

辑起点 ,以 培养良好语文素养来推动人类进步为最

终追求的为人生、为文明的复合教育。其基本特点

是
“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
[5]。 前者以掌握中

华民族通用语这个规范语言的各种表达形式为重

点 ,使之成为运用自如的交际工具 ;后者以学习这个

语言所负载的民族和人类的优秀文化为重点 ,使之

成为学习语文和其他知识的
“
精神底子

”
;并且 ,逐

步内化为人的语文素养 ,形成健全人格 ,使 民族和人

类的优秀文化薪火相传 ,生 生不息。我们在学校教

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将
“
语文

”
作为核心课程 ,决

不是为了应对考试 ,也不是为了培养语文专门人才 ,

而是要通过它引领受教育者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

更好的学语言 ,学文化 ,学做人。 }

三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社会责任
(一 )发挥通用语的示范、推广作用 ,提高中华

民族的语文交际水平

这是现代化对语文
“
工具性

”
价值的基本要求 ,

是
“
学语言

”
意义的延伸。以普通话为标准语音 ,以

规范汉字为标准文字 ,以 北方话为基础词汇 ,以典范

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 ,既 是汉

民族的母语 ,又是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或
“
共同语

”
[1]。 它是中华

民族的纽带、世界语言的瑰宝。从个人讲 ,掌握了通

用语的各种表达形式 ,就为学习祖国语文和其它学

科以及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从

社会讲 ,语言、语言表达及流通的数量和质量 ,是 现

代社会的真正血液。普及了通用语 ,就建起了中华

民族的语言立交桥 ,为 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铺设了

顺畅的管道。所以,大力推行以
“
讲普通话 ,写 规范

字
”
为主要内容的语言文字改革 ,一直是新中国的

既定国策。《教育法》明确规定 :“ 学校和其他教育

机构进行教学 ,应 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

规范字。
”
李岚清在 1997年 12月 召开的全国语言

文字工作会议上指出 :“ 各级各类学校 ,特别是中小

学校、师范院校要把说好普通话 ,写 好规范字 ,提高

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首先要使

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 ,教师要成为说好普通话、写好

规范字的模范。
”
从 ⒛01年 1月 1日 起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又 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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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地位。它标志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 ,我

国终于进人了以国家意志全面推广中华民族通用语

的新阶段。

但是 ,由 于诸多原因 ,现今我国社会用语用字的

混乱状况却 日益严重 ,不但干扰了祖国语文的健康

发展 ,而且给学校语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目前 ,校 园里和计算机网络上流行的一些故意使用

错别字、乱用外来词、扭曲词语本意的用语 ,就大多

是青少年学生所为。
“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

”
甚至在

有些师范院校也成 了难题。面对祖 国语言的
“
洋

化
”
、
“
粗化

”
、
“
土化

”
、
“
古化

”
、
“
奇化

”
、
“
娇化

”
、

“
浮化

”
等空前的

“
异化现象

”
[6],不仅有识者

“
为

汉语担忧
”
,对

“
汉语的无奈

”
扼腕叹息 ,连外国人也

很惊异。因为 ,自 1973年联合国把汉语列为六种工

作语言之一以来 ,普通话就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

习中国语言的标准语。
“
联合国所有文件中文文本

全部使用的是简化字
”

,“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规定 ,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教汉语必须教授简化字
”
[7]。

然而 ,他们在中国本土上学习汉语 ,却 始终搞不懂
“
汉字有几副面孔

”
。试问 ,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先进

的民族的语言 ,没有一种统一的文字标准和规范的

表达要求呢?况且 ,这 种国家民族的统一与语言文

字的纷繁和分歧的矛盾状况 ,这类漠视甚至作践祖

国语言的情况 ,与 我们所期望的实现中华 民族
“
伟

大复兴
”
的 目标也是极不协调的。现在 ,是应该严

肃对待的时候了。
“
学校是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

本阵地
”
[8]。 发挥通用语的示范、推广作用 ,提高

中华民族的语文交际水平 ,自 然是学校语文教育最

基本的社会责任。不仅语文课程应该借此面貌一

新 ,为
“
通用语

”
的学习提供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 ,

其他学科也应做示范、推广的榜样。如果能使这次

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龙头的新世纪教育改革成为

我国学校语言文字使用结束混乱、步人规范的分界

线 ,那就功德无量了。

(二 )发挥优秀文化的承传、创新作用 ,改善现

代化建设的人文环境

这是现代化对语文
“
人文性

”
价值的紧迫要求 ,

是
“
学文化

”
意义的延伸。由于文化因素是一种文明

兴起或衰落的主导因素 ,“ 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因 此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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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任何语文教育都不可能忽视语文中文化因素

的重要作用。我国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开宗明

义就提出了
“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

”
的主

张。
“
文以载道

”
,通过语文教学来传播文化和创新

文化 ,一直是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

但是 ,由 于文化大革命
“
后遗症

”
、
“
重理轻文

”

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精神文

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情况很不相称。不仅人文

环境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而 且不良的社会风

气包围着学校 ,包围了教育 ,已 经使校园中一切神圣

宣传显得苍白乏力 ,使学校这块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基地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当然 ,现实中许多问

题 ,诸如 :语 言文字混乱 ,语文能力低下 ,文风不正 ,

信用缺失 ,道德意识淡漠 ,假 、冒、伪、劣猖獗 ,以及相

当部分青少年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世界先进文化

的隔膜 ,对 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生疏等等 ,也都

可以从学校语文教育中找到根源。

而今 ,为 了迎接知识经济和科技革命的挑战 ,我

国加快了现代化步伐 ,思想文化领域更加开放 ,也更

加复杂 ,再不重视民族和人类优秀文化的教育已经

不行了。杜维民教授就讲 :教 育的创新和人的全面

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只 突出科技而忽视人文学的发

展策略 ,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宰制一切而价值沟通及

目的理性黯然不彰的消极后果。一个多元多样的现

代社会势必会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 ,

因此就不能忽视自由、理性、法治和人权等塑造现代

性的基本价值。社会资本的积累、文化能力的修养、

伦理智慧的培养以及精神价值的开发 ,成为教育事

业的当务之急 [9]。 作为主要人文学科 ,语文教育

理应站在
“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的高度 ,

担当起
“
发挥优秀文化的承传、创新作用 ,改 善现代

化建设的人文环境
”
之社会责任。语文教育要利用

其承传文明、启迪思维、浸润心灵、濡染世风的优势 ,

从语文教学的点点滴滴抓起 ,为 现代化提供优秀的

文化根基 ,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新的民族精

神。

(三 )发挥健全人格的涵养、教化作用 ,促进我

国公民素质的整体优化

这是现代化对语文教育社会作用的最终要求 ,

是
“
学做人

”
意义的延伸。

社会的现代化 ,要求教育的社会化和人的现代

化 ,要求学校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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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完整的智慧 ,既适合个体身心潜能发展 ,又 与社

会需求基本相适应、相协调 ,最终又能够推动社会前

进的人。这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并取

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要培养这种人 ,必须实行科学、

人文并重的终身的素质教育。必须借助民族和人类

的优秀文化 ,教学生
“
学会做人

”
。由于民族和人类

文化的精华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最便于

随时学习、终身学习 ,通过语文教学 ,把 民族精神和

人类优秀文化传授给学生 ,对于个体一生道德品质

和聪明才智的生长 ,对 于综合素质与健全人格的培

养 ,其价值无异于阳光、水和空气。因而 ,语文教育

对于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现代化教育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跨人新世纪 ,一方面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来 ,教育将在更高普及程度的基础上 ,注重提高质量

和效益 ,把培养高素质人才 ,尤其是把培养具有社会

责任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摆到突出的位置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已是教育发展

的共同要求。另一方面 ,我 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和整体素质亟待提高。面对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更加猛烈的商品经济的冲击 ,我们不仅需要将
“
讲

政治
”
和

“
讲精神文明

”
形诸文化与教育 ,让教育对

象接受商品经济的合理性 ,增 强对商品经济的适应

性 ,更重要的 ,是要在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的文化

氛围中,培养受教育者在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上对

社会精神商品化的俯视和超越 ,提高对于商品经济

负效应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努力使受教育者形成趋

于崇高、趋于正义、趋于公益的美好心态和基于这种

心态所焕发出的多种生动的人格精神。这是祖国百

年大计之
“
本

”
,也是语文教育理应蕴涵之

“
道

”
。将

这种
“
道

”
,借助

“
文质兼美

”
的语文教材 ,通 过丰富

多彩的教学活动 ,因 势利导 ,点 滴渗透 ,熏 陶渐染 ,潜

移默化地去
“
引导学生提高思想认识、道德修养、文

化品位和审美能力
”
[5],培 养学生高 尚的道德情

操、高雅的兴趣爱好、高规格的文化品位、高层次的

人生追求 ,让学生在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学会审美、

学会表达的同时 ,学会做中国现代文明人 ,并且通过

他们去影响、带动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的健康

成长 ,促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优化。这既是学校

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也是时代

赋予的重大使命。

当然 ,教育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理

想的语文教育 ,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学校或者

教师来承担 ,而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关注 ,政府、学

校、家庭、社区、传媒通力合作 ,个人 自觉努力 ,并且

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它应该建立在整个社会教育观

念的全面提升 ,以 及办学制度、教育评价制度、人才

选拔制度等等相应社会制度充分完善的基础上 ,而

由于各种原因 ,这种局面还远未形成。但是 ,我 们不

能放弃努力。因为 ,社会任何一方的努力推进 ,都将

促进社会 整体 的进步。何况 ,学 校 教育理应
“
先

行
”
,语文学科本应

“
奠基

”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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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cipline essence of Ⅱn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and human excellent culture in the form of a learning disciplin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should shoulder three mai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enhance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coⅡ uη unica-

tion through giving play to its exemplary and popularizing r° le; i【mprovement of humanist environment

through giving play to the tradition-inheriting and innovative role of excellent culture; and promotion of

opti1miza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qualities through giving play to serˉ cultivating and instructional role of a

sound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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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木兰诗》
“口即卩即复唧唧

”
别解

乐府民歌《木兰诗》中
“口即唧

”
,解为象声词 ,向 无异议。初中教科书(试用修订本 )第一册注释为 :“ 机杼声 ,一说叹息声。

”

“
机杼声

”
义显然与下文的

“
不闻机杼声

”
相复 ,故学术界基本上都释为

“
叹声 ,叹息声

”
。笔者认为 ,当作

“
虫叫声

”
解为宜。

一、许慎《说文解字》未收录
“
唧

”
字。《辞海》、《辞源》皆把此诗的

“
唧唧

”
作为

“
叹息声

”
解 ,二书中

“
唧唧

”
除此义外 ,皆 收

有作
“
虫叫声

”
义项。

“
唧唧

”
作为

“
虫叫声

”
义古来确有 ,如 欧阳修《秋声赋》云 :“ 但闻四壁虫声唧唧 ,如 助余之叹息。

”

二、《乐府诗集》卷 zs有 二首《木兰诗》
“
古辞

”
。抄录第一首开篇如下 :“ Ⅱ即唧复唧唧(一作促织何唧唧 ),木 兰当户织。不

闻机纾声 ,唯 闻女叹息⋯⋯”
这首长篇叙事诗 ,除此异文之外 ,也 只有六处 ,如 :“ 旦 (一作朝)辞爷娘去 ,暮宿黄河边

”
。

“
暮至

(一作宿)黑山头
”

,“ 赏赐(一作物 )百千强
”

,“ 双 (一作两 )兔傍地走
”
等 ,而这几处异文在句子意义上显然不会引起较大的分

歧。因此 ,诗歌开篇这处异文尤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没有此异文 ,“ 唧唧
”
在本句中译为

“
叹息声

”
或

“
虫叫声

”
都成立 ;若考

虑
“
促织何唧唧

”
,显然

“
唧唧

”
释作

“
虫叫声

”
更好。《尔雅 ·释虫》:“ 蟋蟀 ,螯。

”
郭璞注曰 :“ 今促织也。

”
从下文诗句

“
但闻黄

河流水鸣溅溅
”
看来 ,此时故事发生的时间绝不是黄河封冻的冬春季节 ,应 在夏秋季节。而夏秋时节正是蟋蟀活动的季节。

《诗经 ·七月》:“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人我床下。
”
由此 ,“ 促织何唧唧

”
这处异文在本诗中出现是成立的 ,

“
唧唧

”
在此当为

“
虫叫声

”
。

三、从与诗歌下文句义相联系考虑 ,“ 唧唧
”
不宜释作

“
叹息声

”
,否则 ,诗 的前四句在语义上不免自相矛盾 ,令人费解。女

主人公叹息忧虑间 ,究竟是在织布呢 ,还是没在织布?把“
唧唧

”
解作

“
虫叫声

”
则可避免这个矛盾 ,使诗句上下文通畅连贯。

可见 ,把
“
唧唧

”
释作

“
叹息声

”
在诗歌意义表达上不及作

“
虫叫声

”
。

四、
“
唧唧

”
释作

“
虫叫声

”
,能更充分地展现这首诗的意境 ,更 符合民歌的情调。崔豹《古今注 ·鱼虫》云 :“ 促织 ,一名投

机 ,谓其声如急织也。
”
诗的开头给读者展示了这样的意境 :在 蟋蟀那宛如急织般呜叫的声声催促中,本对着窗织布的女主人

公反而停了下来 ,故听不到织布的声响 ,只 听到她声声叹息。(《乐府诗集》所载《木兰诗》之二首句云 :“ 木兰抱抒嗟
”
,可 资旁

证。)在 这浑然天生的对比中,女 主人公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 ,同 时也给读者带来悬念 :这 是为什么?其后 ,诗歌设置民歌常

用的一问一答的语境 ,解开悬念。这样的开篇更符合北朝民歌清新、活泼、生动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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