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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曾昊溟 李琦）近
日，镇海古文献爱好者发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
图书馆所藏的《扪烛脞存》。该书于去年由哥大图书
馆电子化并公布。该书内封和封二分别写了“陈余山
先生所著书”“乡后学盛炳纬谨题”和“甲寅初秋，活字
版印”。

根据上述信息可知，这版是由镇海近代教育家，
宁波中学、镇海中学创始人盛炳纬在1914年的重印
版。

陈仅（1787—1868）字余山，世称“余山先生”，鄞县
（今海曙区古林镇西洋港）人。陈仅是一个治学名家，
喜欢秉烛读书，并将其读书时的感悟一一写下来，著
成语言学理论书籍《扪烛脞存》。

我国传统书面文字文言文只有句读，没有标点符
号。在阅读时为求语气顺畅和正确传达意思，读书人
会用圈点法在文章中自行加注小圈记号，这就是句读
的由来。句读的缺点就是一圈圈到底，而且只有一个
圈号没有其他标点符号分别。

陈仅发现了“整句”和“半句”的区别，卷七《小学
脞》提到“句读者，语绝为句，半绝为读”。他认为“语
绝”即语意已完处的叫做句，也称句绝，相当于现在使
用的句号；语未绝或半绝即语意虽未完但需停顿处叫
做读，相当于如今使用的逗号。

《扪烛脞存》还留下了大量清代宁波方言词汇语
句记录，卷八《方谚脞》有一条解释了方言词汇“老媈”
的典故，“越俗谓新妇为女媈，其泛相呼则曰媈，稍年
长者曰老媈，音女裙切，见毛西河古今通韵。”

盛炳纬在1914年将《扪烛脞存》重新出版印刷，与
当时文字改革的背景有关。1913年，为扫清文盲、改
良文字，北洋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召集全国80名
语言学家作为代表参加大会。那次会上，确定了鄞县
代表马裕藻提出的注音符号（当时称注音字母）为拼
音工具，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官方拼音方案。

不过，“读音统一会”并未确立标点符号标准，书
写还是一圈圈到底。翰林院编修出身，又当过省级学
政的盛炳纬看到国家引领的文字改革大潮后，重印
《扪烛脞存》，很可能是为制订标点符号作参考资料。

可惜的是，《扪烛脞存》现今留存极少，上世纪80
年代图书界人士已表示“这书颇不易获观”。镇海区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科负责人表示，民初版
《扪烛脞存》发现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宁波作为我国
文字改革先行地区的重要证据。

宁波，我国文字拼读、书写改革先行地
佐证！古文献爱好者发现盛炳纬重印版《扪烛脞存》

展演期间还有音乐会、琵琶专业师资
培训、学术研讨会、文化惠民等活动。

昨晚的开幕音乐会，称得上是全国最
高水平的一场民乐盛宴，上台演奏的既有
金钟奖民乐比赛的评委，也有部分获奖选
手，宁波交响乐团为之协奏，《诉·读唐诗
琵琶行有感》《云想花想》《长恨歌》……一
首首旋律优美的琵琶协奏曲
或娓娓道来，或如泣如诉，展
现了不一样的深切情思。章

红艳的《霸王卸甲》则把观众带入刀光剑
影的古战场，吴玉霞的《春秋》又把大家带
进风云动荡、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

在这场琵琶盛宴上，还有戴亚的笛子
协奏曲《陌上花开》、邓建栋的二胡曲《乱
弹琴声》、王中山的古筝曲《临安遗恨》，尽
现民乐的巨大魅力！ 记者 俞素梅

“小金钟”全国琵琶展演在镇海拉开帷幕

开幕音乐会大咖云集

昨晚，镇海大剧院内名家荟萃，不仅章红艳、吴玉霞等琵琶名家展示了“轻拢慢捻抹
复挑”“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技艺，笛子演奏家戴亚、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古筝演奏家王中
山等也一显身手，一场大咖云集的民乐音乐会拉开了中国音乐“小金钟”2019全国琵琶
展演的帷幕。

在家门口与全国高手竞技
宁波选手很自豪

中国音乐金钟奖，由中国文联和中国
音协共同主办，是与戏剧梅花奖、电视金
鹰奖、电影金鸡奖并列的国家级音乐专业
大奖。在金钟奖基础上举行的中国音乐小
金钟展演，是一项全国性的中小学生独奏
评选活动，今年首次举办琵琶这一音乐门
类的展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
协会主席叶小钢在音乐会前的开幕致辞
中说，此次展演之所以来到宁波，不仅因
为宁波推动“音乐之城”建设的力度很大
和做事风格务实高效，更重要的是，宁波
近年来在推广和普及琵琶艺术方面做了
很多努力。

昨天下午，约200名参加展演的选手
已到镇海报到，展演分职业组和非职业组

进行。这个周末，选手们将在镇海尚志中
学、镇海区文化馆和图书馆等地展现各自
的琵琶演奏技艺。

记者了解到，宁波有7名琵琶学童参
加业余组的比赛。而由武汉音乐学院选
送的选手郑舒文是宁波人，她将于8月16
日下午参加职业组的比赛，这个小姑娘
于2014年考入武汉音乐学院附中，现为
一名高二学子。家住镇海的她说，能在家
门口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切磋，这样的
机会非常难得，“既兴奋又感到很有挑战
性”。郑舒文于4岁开始在镇海炼化青少
年宫学习琵琶，迄今为止已获得大大小小
的琵琶比赛奖项10多个。

开幕音乐会名家荟萃
真正的民乐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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