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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管辖琼山、澄迈、
定安、文昌、儋州、
昌化、会同、乐会、
临高、万州、陵水、
崖州、感恩。

此联也是一个地
方官员的施政大纲，
或者说是一篇策论。
第一是独临高位，坐
镇琼山；这是身份和
地位决定的。此即所
谓 大 权 独 揽 。 第 二
是 责 任 ， 保 一 境 之
平安，即“定安全之
策”。而核心是统帅
群 僚 ， 相 互 合 作 ，
即 “ 开 乐 会 以 会 同
官，统府州县群僚”
。 第 三 是 发 展 ， 所
谓“澄迈往之怀”；
一只手抓农业，山清
水 秀 ， 即 “ 清 扬 陵
水 ” ； 一 只 手 抓 文
教，即“佐文昌而昌
化理”。------这一点
颇同赵藩的武侯祠对
联。不过，那是治国

的策论。
52字的对联，地

名有23字，是名副其
实的地名联。而且从
内 容 和 艺 术 两 方 面
讲，都称得上是高端
大气有品位的对联佳
作。

那么，有没有全
联 都 是 地 名 的 对 联
呢 ？ 有 ， 而 且 还 很
多，而且还是同一个
人的对联。这就是当
代古广祥先生的地名
联。兹举例说明。

儒 本 / 斯 文 ， 才
存/大域/七连屿；

美 当 / 正 统 ， 笔
架/中原/九乐宫。

无论名词、动词
全用地名。而且对仗
工稳，讲究声律，这
在地名联中开拓了一
条新路。读古广祥的
这一类联，可用两种
方法解读。一种是按
对联解读，另一种是

按地名联解读。两者
俱可融通。

按地名联解读，
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名
组在一起真好；按对
联解读，上联是颂扬
爱国主义，下联是颂
扬中华文化。

什么是“儒本”
？即以儒为本。荀子
在处理儒家与百家之
间的关系时主张以儒
为本，集诸子百家之
所长。儒本是村名。
村在海南省海口市永
兴镇。村中有明代建 
“ 三 台 书 舍 ” ， 谓
之“三台鼎立，儒学
为本”，村名亦因此
而得。

斯文也是村名，
属海南省东方市八所
镇。什么是“斯文”
？“斯文”即礼乐教
化、典章制度，或者
说是文治。所以唐代
韩愈在《故江南西道

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
史王公神道碑铭》中
说：“生人之治，本
乎斯文。” 文治武功
缺一不可。所以《汉
书·叙传下》说：“
武 功 既 抗 ， 亦 迪 斯
文，宪章六学，统壹
圣真。”

“儒本斯文”是
说儒家根本的主张是
教化。教化的核心是
仁学，而以礼、乐辅
之。仁学按其本质是
人学。

才存指海南澄迈
县大丰镇的才存村： 
大域是海南省儋州市
木棠镇大域村。什么
是大域？三国 魏 嵇
康 《声无哀乐论》
： “ 夫 人 心 不 欢 则
慼，不慼则欢，此情
志之大域也。《孔子
家语·入官》：“故
君子南面临官大域之
中而公治之。”

“才存大域”或
许可用这样一个故事
来说明：在澄迈县大
丰镇才存村有个大学
生创业园叫才存生态
农业园，现在已经初

具规模。或许可以说
明：农村是一个广阔
的天地，在那里是大
有可为的。

七连屿位于中国
西 沙 群 岛 ， 属 三 沙
市。狭义的七连屿指
赵 述 岛 、 北 岛 、 中
岛、南岛、北沙洲、
中沙洲、南沙洲这七
个相连的岛洲。广义
的七连屿就是赵述岛
等岛洲所在大礁盘及
其附近礁盘等。

那么，“才存大
域 七 连 屿 ” 作 何 解
释？“七连屿”忽然
使我联想起闻一多的
《七子之歌》。《七
子之歌》是爱国主义
诗人闻一多于1925年
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
创作的组诗作品。“
七 子 ” 是 指 七 块 土
地：香港、澳门、台
湾、九龙、威海卫、
广 州 湾 和 旅 大 （ 旅
顺、大连）。诗人在
这一组诗作品里运用
拟人化的手法，把中
国的这七个曾经被割
让、租借的地方，比
拟做祖国母亲被夺走

      这些地名组在一起真好（中）
----- 集地名诗联纵横谈（天津大学  刘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