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1月2日（星期六）                                                                                                                                                                                                  14 

我 是 一 名 “ 巴 中
二 代 ” 。 母 亲 是 5 9 屆
巴 中 生 ， 印 尼 出 生 長
大，1959年怀揣一颗赤
子 之 心 ， 踏 上 了 归 国
的征程。遠洋輪载着母
亲，在海上漂泊了半个
月，终于到了广州黄埔
港。解放军上船热情地
迎接這些一腔热血，报
效祖国的海外赤子，母
亲激动极了，至今仍然
时不时地重复念叨着那
投入祖国母亲怀抱的难
忘时刻。

我出生在北京，自
从懂事后，就发现母亲
的经历和周围的叔叔阿
姨不一样，她被称为“
华侨”，她的成长经历
总是和一个叫“巴中”
的学校连在一起。母亲
提起“巴中”，总是那
么一往情深和自豪。因
为羡慕，在我成長的小
学、中学、大学里，我
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寻着
母亲念叨的“巴中”成
感觉，但很遗憾，没有
在我的学生时代出现。

3 0 多 年 前 ， 我 们
移民来到香港，这对在
北方长大的我来说是一
个陌生的地方，对那时
已年近半百的母亲来说
也是一样，孤独、彷徨
包围着我们。但那时，
母亲似乎比我幸运，因
为香港有很多已经定居
的“巴中”老校友。他
们他乡重逢，普通话夹
杂着印尼话，聊得亲切
极了。我当时很不解，
几十年前的中学同学怎
么能那么亲切，我的中
学同学们完全没有这种
结实无比的友情啊！

岁 月 荏 苒 ， 又 是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
她的“巴中”校友们都
进入了耄耋之年，我家
的电话会定期响起，当
我们没能接听电话时，
一位阿姨会留言：“惠
英，我是巴中校友会的
联络员某某某，我们会
在某月某日联欢，请你
准时参加。就这样，一
年又一年地风雨不改地
聚会，联谊....我有时开
玩 笑 地 问 我 母 亲 ， 你
们“巴中”是个什么机
构啊？中学同学半个世
纪 了 ， 还 能 抱 团 成 这
样 ？ 我 们 怎 么 就 做 不
到，太失败了！母亲听
了也不说什么，但却是
满脸得意的笑容。 

这 几 年 ， 一 些 叔
叔、阿姨，永远地离开
了，隔一段时间就看见
母亲在通讯录的某个名
字 上 长 长 地 划 了 一 条
线，然后慢慢合上通讯
录，一言不发。但过了
一段时间，电话又再响
起 ： “ 惠 英 ， 巴 中 聚
会.....请准时到！”这就
是母亲的“党组织”，
一辈子温暧无比的“党
组织”！

作 为 巴 中 校 友 的
第二代，我只能说是由
衷地羡慕，那是一个什
么样的学校？培养出这
么互爱互助一辈子的学
生？我无从推敲，但“
巴中校友会”让我明白
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的
责任与获得，这种关爱
一定能支撑着曾经的同
学们携手互助，走完这
精彩的一生！如今的我
已过不惑之年，曾经的
小学、中学、大学的同
学们都在微信群里。

中 年 的 忙 碌 让 同
学 群 里 常 常 非 常 “ 安
静”，但母亲的“巴中
校友会”却给了我深深

的启示：同学是一生的
缘分，生命可以影响生
命，只要有一颗关爱的
心，我们生命中难得的

校友就可以抱团温暖着
彼此的一生。 人到中
年，我也要寻找我生命
中的“巴中校友會”！ 

                  我也要寻找“巴中情”
                      黄翎（香港）

上接12版
词类检定有一定的公式可循，不再存在标准分歧分类困难问题，且词的

用合禁限有一定的词法规律可依。
在下巻句法篇里，刘宏谟先生首先提出“引”“申”的概念，“引”是

指话题，人们要说的事物是什么；“申”就是申述事物的性能、状态、情况
怎样。根据这一理论，划分出了语和句的区别，“有引有申”的叫做句，引
申不全的则是语。与词法规律相对应，句法也同样有三个规律即述词通律、
名词禁律、配词限律。

在讲解句的分析法时，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典型及复杂奇难例句分析示
范，指出掌握句的分析技术，关键在于学会“看、记引申远近”的方法。在
说句的定型法时，将句型分为叙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抒情句。并提出
了“合句”的概念：句与句间因为语意关联，须结合在一起，作为语言的更
大单位。新句法要求汉句严守八种“句法规范”，使得语句的组合、分析、
定型、变化都有固定统一的规律可循。

由于刘宏谟先生长期身居海外，该书出版时曾赠送与国内的一些高等院
校，但总体来说，大陆学者很少有人看到这部著作，迄今为止，研究《刘氏
语通》的很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
语言学家李葆嘉先生在《中国转型语法学》第五章第二节汉语语法革命的海
外先声中全文介绍了《刘氏语通》的汉语语法特点、词法特点和句法特点。
并给了《刘氏语通》较高的评价。“由于结构语法学的学术惯性，作为‘
汉语语法革命’的海外先声，《刘氏语通》在大陆汉语学界遭遇到的更多的
更多的是冷漠，像这样一本独创性专著，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著作中皆未提
及，也可能孤陋寡闻，也可能视而不见……尽管未曾道明，但是《刘氏语
通》无疑是中国文化语言形成的另一来源，无疑是中国文化语言学形成的一
股动力。”“80年代初，印尼华人学者刘宏谟来到大陆，带来了全面修正《
马氏文通》的《刘氏语通》”“在中国转型语法学史上，作为‘不依附西洋
语法，纯根据汉语自身的内在联系，独立创造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第一本
专著，......但是在中国转型语法学史上，毫无疑问，应占有一席地位。”李葆
嘉教授1986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刘宏谟先生1983年10月应邀到学院作学
术报告时，李葆嘉正是在校学生，很有可能就在现场，对刘宏谟先生的思想
体系与观点有所接触和了解，当然只是有这种可能性。李葆嘉先生的学生范
德忠在100多页的博士学位论文《<刘氏语通>研究》中，从词法、句法两方
面分别梳理了《刘氏语通》的新语法体系，将《刘氏语通》与《马氏文通》
以及其它一些著作和观点分别进行比较，指出了《刘氏语通》的研究成果和
运用价值。

斯人已乘黄鹤去，仍留《语通》在人世。对于语法学我是门外汉，但我
愿为《刘氏语通》鼓与呼，希望刘宏谟先生十多年的心血铸就的成果能得到
更多人的关注，能够得到语法学界的认同和研究。也希望刘宏谟先生为祖国
语法学献出的一片赤诚之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的精神，能够激励我们这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为自己的理想做出努力。对于
刘宏谟先生，我将怀着永远的崇敬，并引以为自豪。            

作者简介：孟芹玲，网名苍耳，安徽濉溪县人。喜欢文学，特别是现代
诗，文学评论等。早年曾在大学校刊，《雁声》文学报发表过诗作。从事统
计调查工作三十余年，所撰写调查报告发表在相关刊物及《蚌埠日报》上。
退休一年多，在文学平台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十多篇。现任《冬歌
文苑》编审。                                                                                                     孟芹玲 ：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