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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声用儋州话演唱。儋州话的归
属，一般认为属于粤语，但其自身特点
与粤语有相当大的差别。儋州话主要
分布于儋州市及洋浦经济开发区，此
外还散布在白沙、昌江、东方、乐东、三
亚等县市的个别地方，说儋州话的人
估算有七八十万。

调声是儋州“土生土长”的民歌，
调声产生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有西
汉说、宋代说、清末说和民国说等，莫
衷一是，都没有充分的证据。作为儋
州人民喜爱的民歌，调声在人们口中
经常被提及，不过古代和民国时期的
儋州方志都没有记载“调声”一词。
文字上“调声”一词的出现，至少是民
国后期的事。据羊中兴《儋州调声山
歌》一书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著
名音乐家关慧棠到儋州采风，在调声
的多种写法中，她建议选用“调声”这

一名称，此后“调声”才开始得到普遍
使用。

现在“调声”已成为调声民歌的固
定名称，用普通话介绍时直接按字读
diào shēng，但从方言学的角度来
看，“调声”的“调”应该不是本字。儋
州话方言称调声为 e diang（采用
拼音简单注音）。diang即“声”，儋州
话“声”字指声音。需要探讨的是e对
应的本字。“e声”在儋州话中，既充当
动词表示唱调声，也作为名词指称调
声这种民歌，而“调声”的“调”字在儋
州话口语（白读系统）中，本音念he，
只有韵母和e相同，且“调”字在儋州
话里的释义并没有超出其在普通话里
的义项，“调”+“声”的组合，不符合儋
州话的构词习惯，按这两个字的字义，
也不能解释e民歌，由此可见“e声”的
e，其本字不会是“调”字。

那么，e声的e本字应是哪个字
呢？笔者认为是“拗”，“调声”本字应
为“拗声”。

首先，从字义上讲，“拗”字在古汉
语中就有“折断”的释义，在儋州话中，

“拗”的本义是将物折断或使之弯曲。
儋州话“拗声”一词的“拗”，引申指将
声音“拗”弯，使婉转动听，正好与作为
音乐的调声艺术含义相合，此外，调声
是男队女队分别肩并肩、手拉手摇摆
动作集体对唱，这表演动作也与“拗”
的字义相符，而动词+“声”组词也符
合儋州语法特点，比如儋州话有“拖
声”一词，义指拖延声音，使声音变
长。其次，从字音来看，“拗”是《广韵》
影母效摄开口二等上声巧韵字，於绞
切，在儋州话中有au、iau、e三个读
音，其中的e正是与“e声”的e读音完
全一样。儋州话里，念e的，除了“拗”

字，还有一个表示肯定语气的有音无
字的语气助词，但作为语气助词的e
与“声”字组合没有任何释义。因此，
从音义两方面来考察，“e声”的e，其
本字应是“拗”，“调声”即“拗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拗”在普通
话里是多音字，儋州话里的“拗声”，若
用对应的普通话读音来读，念 ǎo
shēng，普通话里也有“拗声”一词，
读“niù shēng”，指拗口的语音或
不顺耳的声调，读音和词义与儋州话
的“拗声”不同。

儋州调声作为用儋州话演唱的地
方音乐，对它的命名“e声”，应是符合
儋州话方言特点与用法的“拗声”。至
于“调声”一词，经文人群体约定俗成
的使用，现在已成为一个固定的专称，
大家用惯了，不必提倡将“调声”改成

“拗声”。

东坡“粉丝”跨古今中外

踏遍珠崖路 要览载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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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声”本应叫 ？
■ 陈有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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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儋州
地区流行一种民
歌——调声，外人
称它为“儋州调
声”。调声曲调多
变、节奏明快、旋
律优美，演唱形式
是男女集体对唱，
唱歌与舞蹈融为
一体，具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和独特
的 艺 术 风 格 。
2006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儋州调声是其中
一项。

乾隆年间，有三位南方诗人并称
“乾隆三大家”，他们分别是袁枚、赵翼
和蒋士铨。三人中，袁枚名气最大，弟
子最多，影响力最著。然而，袁枚虽然
名满天下，但其生前身后也同样争议不
断，这又是为何呢？

袁枚从小天资聪颖，12岁时与老
师史玉瓒同进秀才，一时传为佳话。乾
隆三年（1738年）秋，袁枚在顺天乡试
中被录为举人。次年春，以二甲第五名
的位次高中进士，随后选庶吉士拨入翰
林院深造。是年，袁枚24岁，可谓春风
得意。

乾隆七年（1742年）后，袁枚被指
派江苏并相继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
四县为知县。在任期间，袁枚为官勤
勉，颇有声望与政绩。如陆以湉在《冷
庐杂识》中说：“其为宰时，清勤明决，无
愧循吏。”“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
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
（1748年），江南发生灾荒，一批粮米运
到吴门时被村民所劫。类似案件，换其
他官员很可能就是对村民“清剿、捕杀”
了事。但袁枚以为，凡事必有因，灾荒
之年更应慎重行事，以免激起民变。后
经调查，村民主要害怕灾荒加重，才将
粮米截留作救急之用。得知实情后，袁
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对于心高气傲的袁枚来说，做县令
确实有些不甘。然而，“官大一级压死
人”，任你神童出身、翰林院就读的背
景，在各级上司面前只能跪此揖彼，在
官场上各种曲意逢迎。

乾隆十二年（1747年），袁枚得到
恩师尹继善的题荐有望升任高邮知州，
但最终被吏部驳回。后者的理由是，江
宁县漕项未完，地方官照例停升。袁枚
年少成名，心气极傲，当年未能在京师
留馆心中已十分不平。更让他气恼的
是，辛辛苦苦当了7年知县，好不容易
得到一次晋升机会又遭格阻。失落之
余，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借
口奉养生病的母亲而乞长假回家。

有人说，袁枚的个性在“不耐”二
字：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
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清文，散馆以
习清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
养时年仅33岁。也有人说，袁枚一向
喜居人前、耻居人后，辞官原因即一

“耻”字：耻于放归县令、耻于身为官奴、
耻于升迁受阻，只有辞官才能摆脱这种
发自内心的耻辱。

辞官之前，袁枚已在南京小仓山买
下随园安身。3年后，因为生计所迫，
袁枚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再度出
山，前往陕甘为官。但意外的是，当年
盛夏之时，其父袁滨从杭州迁居随园，
或因不堪暑热在路上病故。得此凶讯
后，袁枚按制丁忧，此后也再未出仕。

某种程度上说，袁枚的归隐只是退
出官场，他之后的生活非但不寂寞，反
而更加多姿多彩。在其操持下，随园日
渐成为名流来往的雅聚场所，“四方士
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
据统计，与他交游过的各色人物高达六
百多人，其中不乏皇家贵族、达官显
贵。由此，袁枚的名声也为之广为传
播。

袁枚的乡试房师邓时敏曾说：别人
做考官录取学生数百，我只有两个学
生，但一文一武，足以睥睨天下。邓时
敏说的“一文”指的袁枚，“一武”是大学
士阿桂。袁枚与阿桂是乡试同年，但袁
枚在野之身，阿桂是当朝首辅，两人相
提并论，何其难得。

探花及第、才兼文史的赵翼，曾称
赞袁枚：“八扇天门詄荡开，行间字字走
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
来。”在应邀为《小仓山房诗集》作序时，
赵翼赋诗一首：“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
青山伴白头。做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
自定千秋。”

嘉庆二年，袁枚以82岁的高龄辞
世，后葬于南京百步坡。袁枚一生，作
品甚众，除《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
房尺牍》《子不语》等作品外，还有一系
列冠以“随园”的随笔，其中包括《随园
诗话》《随园食单》等。

个性县令袁枚
■ 金满楼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南省博物馆参观“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苏
东坡是我国妇孺皆知的文化名人，也是一个大IP，古往今来，都拥有海量的“粉丝”，甚至有一些外国人都是他的拥趸。

汤显祖
隔空诗抒仰苏怀

汤显祖（1550年—1616年），明
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江西临川人，
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代
表戏剧作品有《还魂记》《紫钗记》《南
柯记》《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
中《还魂记》又称《牡丹亭》，是他最具
代表性的著作。

汤显祖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
上疏《论辅臣科臣疏》，震动朝野，惹
怒神宗，被贬为徐闻典史。

汤显祖来到徐闻后，跨海游琼
州，从西海岸线南下环岛而行，写下
许多诗篇。

身为贬官，汤显祖与苏东坡同是
天涯沦落人。他先到临高的买愁村
（今临高县皇桐镇美巢村），再来到儋
州游览东坡书院，登临载酒堂凭吊苏
东坡和黎子云，写有五言绝句：“凤凰
五色小，高韵远徐闻。正使苏君在，
谁为黎子云？”

诗中引出苏东坡在儋州黎子云
家见到被称为“小凤凰”的五色雀之
事。汤显祖感同身受，对苏东坡谪居
儋州三年深感同情，为苏东坡在罹难
中依然潜心著述、敷扬文教表示由衷
敬佩，同时，想到自己现在也是贬谪
之人，多么希望能在徐闻结交到像黎
子云那样的知心好友。

冯其庸
来拜儋州一真人

2001年，我国著名红学家、史学
家冯其庸于正月初三和初七两度光
临古城中和寻访东坡踪迹。

冯其庸（1924年—2017年）是江苏
省无锡市前洲镇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博物馆馆
长，著作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
本》等二十余种。

2001年，冯其庸到儋州寻访东坡
书院、东坡井、桄榔庵，感慨万千：“予
于东坡儋州，曾两度往瞻，并寻得古
昌化军旧城门，此东坡昔年经行处
也，予不胜高山仰止、俯仰畴昔之思，
以为万古灵气聚于此矣！予徘徊古
城，默诵长歌，流连几不忍去……”
（《海南诗草·跋》）。他参观东坡书院后
作《儋州东坡歌》：“东坡与我两庚辰，公去
我来九百春。公到儋州遭贬谪，我来中和
吊灵均。至今黎民怀故德，堂上犹奉先生
神。先生去今一千载，四海长拜老逐臣。
人生在德不在力，力有尽时德无垠。寄意
天下滔滔者，来拜儋州一真人。”

“真人”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
《庄子·大宗师》：“故之真人，其寝不
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生，翛然
而来而已矣。”

比尔·波特
一杯美酒祭东坡

2017年和2023年，美国汉学家、
作家和翻译家比尔·波特曾两度寻访
儋州东坡书院。

比尔·波特心仪陶渊明。为了
探寻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心灵对话，
按照苏东坡和陶诗的历程，2017年
5月他从扬州开始，一路沿着苏东坡
南迁的足迹来到海南儋州。比尔·
波特在《一念桃花源》一书中写道：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苏轼也
喜欢，他将自己比作陶渊明。”“一位
千年前的大文豪跟一位一千年前的
偶像诗人穿越时空对话，这是多么
神奇和动人的灵魂撞击啊！我希望
探个究竟。”于是 ，比尔·波特和他
的中国朋友李昕冒着酷暑走进东坡
书院，在儋州“苏粉”的陪同下，一起
拜谒苏东坡。

比尔·波特一行来到大殿东坡
塑像前，打开天门冬酒，倒入荷叶
杯，虔诚地向东坡先生敬酒。立刻，
大殿飘散着美酒的芳香。天门冬酒
是苏东坡在儋州时新年之际酿制成
功的酒。比尔·波特选用荷叶杯盛
酒也同样很讲究。苏东坡居儋州时
非常穷困，把自己的酒具卖掉换钱
用于衣食，唯独留下了自己心爱的
荷叶杯。

比尔·波特敬完酒，便翻开《和陶
合笺》，用汉语朗读《和陶连雨独饮》：

“平生我与尔，举意辄相然。岂止磁石
针，虽合犹有间。此外一子由，出处同
偏仙。晚景最可惜，分飞海南天。纠
纆不吾欺，宁此忧患先。顾引一杯酒，
谁谓无往还。寄语海北人，今日为何
年。醉里有独觉，梦中无杂言。”

2023年 12月 31日，比尔·波特
又一次光临东坡书院瞻仰东坡居儋
遗迹。他在东坡铜像前再次举起天
门冬酒杯敬祝东坡，深情地诵读和
陶诗。

【编者按】

惠洪
追踪坡老补遗篇

东坡北归大约十二年后，宋代高
僧惠洪流配海南，在遇赦渡海之前，特
地跑到儋州寻访东坡踪迹，成为苏东
坡北归后，第一个造访载酒堂的人。

惠洪（1071年—1128年），名德
洪，字觉范，江西荺州新昌（今江西宜
丰）人。他是著名的僧人、诗人、散文
家、诗论家，一生坎坷，十四岁时父母
双亡，出家后名满佛门，然后遭诬陷，
被削僧籍，坐牢，发配，尝尽人生的苦
难。

政和元年（1111年）十月，宰相张
商英被罢官，惠洪因与其交往而受到
牵连，流放崖州。

载酒堂就在黎子云家，惠洪来到
儋州后，先是谒见黎子云，一番交谈
后，收获丰盛。惠洪把这些情况写在
《冷斋夜话》中——

予游儋耳，及见黎氏，为予言，东
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
渡诗：“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
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
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
且少留。其末云：‘新酝佳甚，求一
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

惠洪在海南，有意仿东坡和陶
诗，以略有变化的方式来写“补东坡
遗”。据考查，惠洪写作“补东坡遗”
诗共有七首。他在儋州造访东坡故
居桄榔庵，亲见东坡的遗篇，创作《次
韵苏东坡》一诗：“先生谪儋耳，一叶
航渺茫。褊心隘世议，怒骂成文章。
昆虫伏孔坻，仰看青鸾翔。世俗羁縻
之，几虑不自量。琼山绕珠渊，宝光
夜煌煌。我曾至其舍，月出波心房。
追惟对遗编，灯火夜初凉。丽词有逸
韵，文君方小妆。贬觉胸次间，八窗
玲珑光。似闻青冥上，幢节鸣佩珰。
先生应过我，衣袖识天香。”这首诗保
存在《石门文字禅》第五卷中。

此外，惠洪在儋州还写作《食菜
羹示何道士》有：“毕生啜此羹，自可
老儋耳。录以寄徐闻，阿同应小喜。”

“阿同”是东坡对兄弟苏辙的昵称。
《己卯岁除夜大醉》诗曰：“我生饱忧
患，晚有二子慕。”“二子”指苏东坡和
黄庭坚。正因为此，才有流放海南不
忘到儋州寻访东坡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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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著作《冷斋夜话》
后世多次刊刻。 资料图

◀ 儋州东坡书院里的“载酒
堂”匾额。 资料图

■ 韩国强 韩江波

载酒堂是苏东
坡居儋期间传播中
原文化的遗址。北
宋元符元年（1098
年），苏东坡与昌化
知军张中同访当地
人黎子云后，创建
了载酒堂。明代嘉
靖二十七年（1548
年），载酒堂改称东
坡书院。

明代临高举人
王佐在《重建载酒
堂记》中赞誉：“斯
堂一区，阔不盈亩，
而可以该夫半部
《宋史》也。”“载酒
南熏”也成为“儋州
八景”之一。

明代广东按察
司提学佥事张习至
琼视学儋州，感叹：
“我来踏遍珠崖路，
要览东坡载酒堂。”

古往今来，有
不少文人骚客、黎
元百姓，不远千里
光临东坡书院，观
瞻东坡遗址，感受
东坡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