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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英语演变来的福州话

诗风雅韵 情系福州
——序《诗人@福州》

■林山

图书信息：[美]艾米·里
奇 著

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推荐：这是一本奇妙
的文学故事集，作者里奇以顽
皮狡黠的方式观察世间万物，
描述的对象从小小的飞蛾到
中世纪手抄本上的野兽、花朵，从刺猬的烦忧到蓝
莓的善意，从动物到植物，从星空到海洋，从大自然
的宁静到喧嚣，不一而足……是送给被工位绑紧
的当代打工者们的一场颅内郊游。

图书信息：[日] 藤子·F·
不二雄著
新经典文化丨南海出版公司

阅读推荐：藤子·F·不二雄
从《哆啦A梦》的故事中选取例
子，从建立信念、积累素材，到
塑造人物、寻找舞台、构思情
节，不断拓展想象、扩充创意，直至一个作品生
成。通过阅读该书，人们可以尝试用漫画的思维，
重组我们平淡的日常，一起创造有趣的故事。

亚运会结束了，中国乒乓球军团
以六金二银一铜的优异成绩，展现了
碾压对手的霸气和实力。虽说乒乓
球起源于英国，可流行于中国，并因
其对击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而定名
为乒乓球（ping pong)，而非其原名桌
上网球（table tennies) 。

当乒乓球运动进入中国后，福州

作为历史上五口通商对外开放最早
的城市之一，使用英语表示乒乓球规
则的用语也随之而来。所以，一百多
年后的福州话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乒
乓球运动和比赛时的英文术语。我
在流利掌握了英语语言多年之后，才
察觉到了这一点。

小时候刚开始学打乒乓球时，发
现所使用的福州话比赛规则用语里
有些很怪的词语，例如，球擦网是“嘎
呢”，连击球是“达布如”，擦边球是

“ 勾堡”，以及局末双方比分追平，抢
两分时，得分时说“旺”，平分时说

“丢”。对于上述词语，当时并不理
解，但也跟着大家人云亦云。后来学
会了英语，又回想起这些福州话，才
恍然大悟，原来它们是英语中“got
net”“double”“ good ball”“ one”“du⁃
ce”。

另一些由英语演化来的词语，如
今的年轻人已经几乎不再使用了。
比如，在形容一个打扮入时的帅哥或
美女时，会半玩笑式地说：“呀，汝今
旦野叻哩啊。”遇上头发上抹了油的
帅哥，更会调侃说苍蝇站在他头上都
要打滑：“汝野派头哦，真正是叻哩光
谦布林勾。”在这里，“叻哩”的来源是
英文Raleigh。这个词也有译作“罗
利”，它是一款英国老牌自行车的名

字，其车标是一个凤凰头部，所以也
有人称之为“凤头车”。 上了年纪的
人应该记得，当年若是有人骑上一辆
罗利自行车，那简直是富豪的象征，
比今天开了一款宾利还拉风。这样，

“叻哩”在福州话中，成了很摩登，很
值得炫耀的代名词。

不仅仅有英语进入福州话，在中
西文化互动交流中，福州话可能也有
进入英语当中。不久前，笔者参观了
福州马尾的船政博物馆，见到了清末
兴起的洋务运动中，海军船员的教材
及笔记，全部是以英文写成的。我
想，当年在这里学习这些操作的水
兵，也许也留下了某些从英语演变来
的福州话，而有某些福州话词汇，也
可能借此进入了英语。这些奇特的
语言交流产物是否存在？还有待于
有心之士去寻找发掘。

盛夏。一册书稿送到案头，诚邀
写序。刚刚机打出来，同城快递，淡
淡墨香，很喜欢这种感觉，欣然允之。

书名拟为《诗人@福州》，挺有意
思的。互联网时代，好像谁都可以@
谁一下，谁也都可能被谁@一下。这
书收录的诗作的作者，是从唐代到民
国期间的，都没有见过互联网，编者
偏偏让他们穿越时空，来@福州。这
或是缘于一个共同点——诗风雅韵，
情系福州。

这些诗人，不论来自福州本土，
还是来自外地，都有着深厚的“福州
情怀”。福州人，对福州的感情，自然
是“乡愁”。外地人，来过福州，就会有
感情，这是“他乡愁”。抒发“乡愁”“他
乡愁”，可以是诗，更可以是好诗。

感谢编者给读者送来了“诗和远
方”。这些“诗”，或执红牙板，浅斟低
唱；或持铁绰板，秦腔高扬，实在是精
彩纷呈。这些诗很经典，没有被岁月
消磨；这些诗很青春，至今活力四射。

这里的“远方”，是时间、空间和
情感维度多向的远方。诗人在不同
的时代、时节，写出自己心中的福
州。读着读着，我们可以在时间流中
回溯，来到诗人那个年代，去设身处
地感受诗人对福州的丰富情感。外
地诗人从各处来到闽都，以各自的方
式抒发对闽都的印象和情感。我们
也可以在诗人营造的空间，随诗人欣
赏闽都。说到情感维度，古人写诗多
真情实感，有温度和厚度，与那些无
病呻吟的所谓“诗歌”，不可同日而
语。所以，有缘读读这本书，品味这
些诗人的诗作情怀，是有福的。悦读

是福嘛。
福州，是这些诗人@的主题。从

福州来说，以其为代表的“闽派”诗歌，
在中国举足轻重。如清中期有光禄
派，清末民初有同光体派，福州还被
誉为“诗钟国”。就外地诗人来说，其
写福州的“派闽”之作，诗情画意加深
情厚谊，亦是在历史长河中“吹尽狂
沙”所得之金。

作为我所知的中国首部城市主题
古诗词双语汇编，此书中英文对照，并
邀方家解读，体现了编者现代化、国际

化的意识和对闽都文化的传承之心，
更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众诗人的认识，
以及对他们笔下福州的热爱。

以往写序，都会引用书中的作品
片段来佐证或说明自己的感受，今次
却一句不引。因为，都是经典之作，
引不胜引。少引，必定挂一漏万。多
引仍有遗珠之憾。何况此书之选，篇
幅所限，还只是“弱水三千”之“一
瓢”。要畅游闽都诗海，可以先读此
书。毕竟，书是用来读的。

是为序。

寒星 老知青，

洋插队后的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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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窗口

来自自然的意趣 |《惊奇之
心》插画师创作分享会

时间：2023年11月11日（周六）19:30
地点：融侨中心大梦书屋
嘉宾：游莉萍（自然教育行业从业十一年，

全球共享自然组织中国区导师，全国自然教育
网络人才委员会认证培训师，乐享自然课程设
计和带领资深导师，《惊奇之心》插画师）

简介：如果说蕾切尔·卡森在写《寂静的春
天》这一本书时是以一种环保卫士的角色出现，
是带着厚重使命感的一位坚毅的女性角色，那
么在《惊奇之心》中，作者的角色则是一位柔软
的母亲，怀抱着侄儿静静欣赏海边的风光，一面
娓娓道来。从她笔下流淌出的是对自然的好
奇、探索、欣赏。本期活动，大梦邀请到自然教
育从业者、《惊奇之心》插画师游莉萍，为读者书
友们带来书籍图画创作背后的故事，共同探讨
什么是蕾切尔·卡森所提倡的亲近自然的方式，
解析《惊奇之心》书中亲近自然、保持
惊奇之心的方法。

《万物交响（驴子、随笔与喧嚣）》

《做绘本的人（100位当代绘本艺术
家作品典藏）》

图书信息：[德]罗伯特·克
兰滕 、亨德里克·赫立格 编
著
后浪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阅读推荐：德国知名出
版社Little Gestalten创始人
克兰滕与资深出版人赫立格汇集了备受瞩目的
100名绘本艺术家的经典作品，收录了448幅风
格百变、创意十足的插画，五篇珍贵访谈，绘本专
家围绕绘本产业链，深入探讨了绘本的艺术性、
教育性、商业性，揭秘做绘本的“幕后花絮”。

《漫画即日常（藤子·F·不二雄创意
书）》

《诗人@福州》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 出品
福州日报社 策划
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
简介：闽都诗词，是闽都文化的

重要载体，体现着闽都文化的特点，
记录着闽都文化的细节。本书所说

的闽都诗词，是在内容上涉及福州题
材的诗词。福州的地理、历史、社会
变迁、风土人情乃至人物风采、精神
风貌等各方面情况，在诗词中都有所
反映。这些诗词一经产生，就成为闽
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精选唐宋以来关于福州题
材的诗词，分6个篇章，分别展现福
州的风貌之美、风物之美、风情之
美、风气之美、风采之美、风骨之
美。每个篇章6篇。每篇着重解读
一首诗词，同时纳入相关诗词二至
三首，一并介绍。福州题材的诗词
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本书尽力选出
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望以此引起
读者朋友对于闽都文化、对于闽都
诗词的兴趣。

为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更广
泛地传播闽都文化，本书将所选闽都
诗词作了英文翻译，成为一本双语读
本。这是本书的突出特色。（摘自《诗
人@福州》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