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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字为药》

内容概要

“无论古今，作诗搞文，也许都要细心慢火像熬汤炖药一般，提炼出字句的真淳，那么大凡诗文疢疾
，无论是涕是痰，或许都可因此而愈吧！”
屡获各项文学大奖肯定的青年作家徐国能，深感国际化氛围下国人人文素养的悄然销蚀，在台湾《中
国时报》开辟专栏，列举日常中俯拾皆是的中文应用，带领读者赏析素朴语文的个中深境，并略谈一
些中文里特殊的字词或修辞方式，及探讨写作的种种问题。本书即是部分专栏文字的集结，文章深入
浅出，笔淡情深，让读者发现中文的实用与乐趣，亦提供阅读的趣味与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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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国能，1973年生于台北市，东海大学毕业，台湾师大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台湾师大国文系。曾获联
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教育部文学奖、台湾文学奖、文建会大专文学奖、全国学生文学奖等。
著有散文集《第九味》（曾获2003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煮字为药》、《绿樱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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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字为药》

精彩短评

1、序言部分过于夸大其词
2、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汉字里的那点乐呵写了不少
3、“世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煮字为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
4、书名非标宏大，韵味十足。但是内容非常温厚老实，因为太过温厚老实我总觉得没有太多有趣的
见地，缺少态度。
5、煮字为药
6、清淡的文字，回味悠长。
7、只字片语，锦绣文章。纵横古今，化用名家创作以诠释。是一本有趣的书，一本好读的书，一本
文学启蒙书，也是一本写作教材。但是读散文最容易厌倦，毕竟都是同一种风格，后来看他引用诗歌
都看累了。不过偶读一篇还是很不错的。
8、徐国能的这本书比董桥的绣花枕头实在多了。药能治病，绣花枕头却只能观赏，中看不中用，虚
无飘渺，形散神也散。但愿这本书能治好社会的沉疴顽疾，而不是治标不治本。但愿为人师者，多看
看这本书，思考下其中奥义，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告诉学生们应该怎样为人、怎样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的撰文。老子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
生之需。如是而已。
9、温和细碎的一本书，像是听着作者慢慢的跟你讲对文学、对诗词的喜爱。有几篇引起我的共鸣了
，同爱作家木心。
10、一杯文化的绿蚁薄酒。个人的文学小自由，是浮华忙碌社会里的一束微光。
11、熬一剂芳香的文字汤药 治愈我们丢失的灵魂
12、细细密密、点点滴滴，小火慢炖的文字
13、太喜欢这个书名
14、深浸国学的人，似乎都会有一种温厚感
15、文字是一种有趣的东西。
16、明明应该是定位到夏宇的。。
17、熬一剂芳香的文字汤药，治愈我们丢失的灵魂！《煮字为药》越读就越觉得自己无知，笔记记了
好几篇，觉得处处都是知识点，惭愧呀[尴尬][尴尬]其中一篇《元曲可爱》简单讲了它的押韵，对仗
，以及白话的特点，几个小例子活泼风趣，勾得我跑到总馆借了两本元曲，准备试着读一读。
18、坚定了我读汉语的心~
19、人数识字有患始，台湾人似乎很喜欢写这样的小散文，读来十分有趣
20、在书封上有这样的文字：“世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煮字为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
。”徐国能谈古人炼字，反复执着；谈文字组合，充满了趣味性；谈如今的文字现象，给出了自己的
解读和建议；谈时事提观点，戏谑思辨⋯⋯作为一个中文老师，他引经据典，诲人不倦，不禁让我想
起了引领着走上文学道路的初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21、或许是我才疏学浅，未得要领吧⋯没有太读进去。
22、文字挺美 有点鸡汤感
23、人生识字始忧患！文字很美～
24、很棒的一本書 要多讀幾遍 
25、这药治的是作者对于传统文化流失的忧虑，能不能愈，要看有没有激起你的一点点行动力
26、好书
27、鹣鲽情深，是唯一学到的，别的都没啥意思，无非一个自诩清高的文人，谈谈古典，谈谈文字，
抱怨抱怨当代浮躁功利的社会云云，现在这种清淡口味的东西越来越读的没兴趣，情怀啊什么的总觉
得矫情。还是最爱才思敏锐，犀利到了刻薄的文笔，鲁迅老子就赞极了，我要好好学习！
28、有趣小品
这个世界需要人文关怀，也需要人文传承，更需要人文素养。如果我们丢失对文字书写和准确表达的
能力，那几千年文明创造由文字带来的美学将会成为断代的殇。
29、台湾文人的温润，读来轻松舒爽，又不失其扎实的内涵。
30、人生识字忧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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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寂寞文人心
32、涩

33、和推荐文字比起来 内容真是差多了
34、许国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没有之一。语言雅致而贴切，将我一些用“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自
我安慰的事用语言表达，证明不是语言苍白而是我无知
35、还行
36、专栏集结 感觉台湾有一整类的文章都有点过于清浅了 但“煮字为药”这话真对 
37、会产生自己读出高格调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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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一次见到“煮字为药”这四个字是两年前的一个豆瓣小站上。觉得这四个字真是太妙了。在这
个缺乏文学营养的时代，确实需要这样一剂良药，来治愈我们的心灵的空虚与迷茫。感谢小书在书店
无意之中发现了它，于是我也就买来看了。就像是一味温补的中药，不辛辣，不苦涩，但是味道非常
独特。带有甘草和薄荷的天然之气，在作者徐国能的熬煮之下，香气四溢，却又不浓烈。好似芸娘的
焚香之法。如果说读王小波的作品就像在看一个熟谙世事冷暖却又无力改变的人在嬉笑怒骂，读朱光
潜写给青年们的信就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在讲台上对我们谆谆教导，读丰子恺的散文就像是一个学识渊
博的老顽童在玩耍间将人生百态告知与你，那么徐国能的这本《煮字为药》就像是一个年长你几岁的
兄长，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与你各捧一杯茗茶，细细将他这一路品来的人生茶的味道说来与你听。
或许，他本身就是那一缕阳光，不猛烈，但是温暖。
2、徐国能那篇《字的故事》引述夏宇的文章说，爱斯基摩人交谈的方式是“把彼此冻成雪块的声音
带回去，升一盆炉火，慢慢地烤来听”。那是人世间最温暖的炉边琐语，是只有生活在雪天冰地里的
人才听得懂的心曲。“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 ”里也有一段Peter Scott说的故事，说是爱斯基摩
人听了他讲述战地旧事惊惶极了，连忙问他欧洲人难道都那样随随便便跑出去乱杀陌生人：“But do
you Europeans actually go out and kill people you’ve never met?”都市里的人老早忘了那样浅白的关爱。
　　信息泛滥冲走了往昔珍重的叮咛，纸糊破窗，泥补残檐，人人等待的已经不是来春归燕的呢喃，
难怪徐国能蓦然回首，想到的竟是他也“升一盆火，照亮历史博物馆里文字刀契的痕迹，静静倾听每
一个字，倾听它们对千年后使用计算机打字的我，究竟要透露什么样的文化秘密”？他一定知道那也
不容易：电子霸权的年代里，揿着鼠标长大的新人类认得出张爱玲《琉璃瓦》中金瓶里那朵栀子花算
是天大的造化了。　　一九七三年才出世的台北人，徐国能读完东海大学中文系又拿了师范大学博士
学位，现在在大学里从事文学教育，多年轻的学问家！我先是读了他的文集《第九味》，满纸精致的
怀旧和精致的感悟，连文字都有本事经营得又现代又古雅，彷佛时髦大饭店的餐后甜点，竟是一道早
岁巷口叫卖的烤白薯，说是仅仅为了“提供一种徒然与感伤，对于曾经的，对于不再的”！我的朋友
焦桐给那本书写的序文于是慨叹徐国能青春的外表里藏着苍老的灵魂。　　最近，台北九歌出版社陈
素芳寄来一迭打字文稿，说徐国能要我给他这本新书写几句话。这些篇章都比较短，议论多了，抒情
少了，借些眼前的人与事烘托心中的思与感，平实的文字步入寻常的巷陌，路人稀疏，鸡犬闲散，几
阵桂花雨忽然轻轻飘下，只见邻翁佝偻着身子慢慢清扫门前的落英：徐国能到底舍不得彻底放弃他那
管蓄满墨香的笔！墨香，说穿了正是现代人久违的人文素养。　　照徐国能说，李家同教授提出过三
十个问题探讨当今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台湾报上立刻有了各种反击：谁有资格决定大学生该知道些什
么；李家同应该说明听维瓦第有什么用处而不是嘲讽没听过维瓦第的人；农民子弟谁有工夫读《战争
与和平》；没有人文素养有什么损失！我不知道那三十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李教授当然是个老派的有
心人，他的书生之情越浓，招来的代沟之讥自然越多。人心翻新了。　　徐国能写《我喜欢背诗》说
，欣赏与理解文学音乐与美术可以探索别人和自己的心灵，“从而更加认识自我与人类全体存在的大
意义”。那是赤子之抱负，跟李家同谈人文素养的本意应该是很相近的。可惜我并不那样想。亲近文
学亲近音乐亲近美术亲近的是个人的性情，成不成得了一股素养不必强求，跟“认识人类全体存在”
的关系尤其不大。我情愿独自升一盆炉火拿文学拿音乐拿艺术慢慢烤来听：徐国能你也试试烤烤看。
　　董桥于香港
3、　　近来，因两件事情大受刺激。　　一者，老家来的外甥家中做客，谈起乡亲们的打工收入，
让我这个搞文字工作的人羡慕嫉妒恨。他说，一个有经验的木匠，每月能挣八千上万；两个人合伙在
建筑工地制模，日薪加起来要一千到一千五。听完暗自盘算，换做我，从早到晚一直敲字，也敲不出
这么多钱来。原来是脑体倒挂，现在终于挂回来了。　　二者，复旦投毒案日前一审宣判，被告人林
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宣判前，林森浩接受央视记者专访，他说，在看守所的这10个月，一
直在看书，主要是一些文学经典。因为觉得以前读的理工科书太多，文学方面读的太少，感觉思维有
点太直。“以前也有意识到，但一直没想到怎么去改变。”由此看来，人文教育的缺失，也是造成这
一悲剧的重要原因。林森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为时已晚。　　看似不想干的两件事情，反应的
却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商业社会，赚钱是衡量人生价值的第一指标，只要收入高，就有成就感
；与此相对，精神、心理层面的建设被远远甩在后面。大家都明白，在这方面投入时间、精力，不能
马上变现为经济利益，所以根本提不起兴趣。最终，整个社会人文素养下滑，就显而易见了。大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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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字为药》

此，海峡对岸亦是。　　徐国能，台湾70后，台湾师大文学博士，台湾师大国文系老师。他醉心于中
国古典文化，乐于将这些美好的文字与学生和读者分享，却为传统人文素养的逐渐丢失深深叹息。鉴
于此，他应编辑之邀，在台湾《中国时报》开辟专栏，列举日常中俯拾皆是的中文应用，带领读者赏
析素朴语文的个中深境。这些优美的文字集结成书，便有了一个文雅而又贴切的名字——《煮字为药
》。　　煮字为药，熬一剂芳香的文字汤药，治疗我们丢失的灵魂。徐老师强调，语文是一切的基础
，英数理化，没有良好的语文基础，学习起来都事倍功半。再推展开去，缺少了文学审美能力，无论
多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会过得单调乏味，如同嚼蜡。文字是打开心灵和思维的钥匙，文学是启迪情感
和审美的捷径，读着徐老师典雅、精致，散发着浓浓墨香的文章，那种久违了的从容与温暖油然而生
。　　强调人文价值，当然不是轻视体力劳动，我觉得，让老家的乡亲多赚钱，天经地义，而且早该
如此。关键是，钱赚多了之后干什么？是努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是吃喝玩乐？同样，刻苦学习
，谋得好的职业和出路，也是人生第一要务。但是，只重技能不重修养，只重学识忽视德育，却是万
万要不得的。　　“世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煮字为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徐老师写
到了语文教育的落寞，也从文学爱好者那里获得了鼓舞。他的观察与反思，真正切中了当下人们的困
惑和无力，他用人文素养解救了自己，我想，其他人也会从中受益。
4、这段时间在看浙江卫视一档关于国学的节目《中华好故事》，从中学习了很多历史、国学、文学
知识。如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不断冲击着传统语言；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也让我们的人文
素养在悄然消逝。屡获各项文学大奖肯定的台湾青年作家徐国能对这些现象深感危机，在台湾《中国
时报》开辟专栏，列举日常中俯拾皆是的中文应用，带领读者赏析素朴语文的个中深境，并略谈一些
中文里特殊的字词或修辞方式，及探讨写作的种种问题。在书封上有这样的文字：“世界的一些美好
如细沙簌簌流去，煮字为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徐国能谈古人炼字，反复执着；谈文字组合
，充满了趣味性；谈如今的文字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和建议；谈时事提观点，戏谑思辨⋯⋯作为
一个中文老师，他引经据典，诲人不倦，不禁让我想起了引领着走上文学道路的初中班主任兼语文老
师。文字确实能够成为一剂良药，治疗浮躁的心，治疗渐渐丢失的灵魂。在感觉孤独的时候，它们是
你最好的伴侣，并且比任何一个朋友都虔诚。在感觉浮躁的时候，投入它们，它们会用那双神奇的手
按捺你狂躁的心，从而平静下来。徐国能在《字的故事》一文中引述了夏宇的一篇散文说，爱斯基摩
人的交谈方式是“把彼此冻成雪块的声音带回去，升一盆火，慢慢烤来听”。那是多动听的炉边碎语
，是生活在冰雪天地间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的柔情，是人与人之间心灵最融合的时刻。我们亦可以升上
一炉火，照亮我们感兴趣的故事，伴随着炙热，一字一句地融进我们寒气浮躁的心。
5、煮字为药，情何以堪文/小北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伤口。母亲的悲苦，连带起孩子的焦灼不安
。阅读，是一种小资情调，剩下的便是功利主义，有多少人在思考。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啃民国的骨
头。啃完了，还有个“（台湾）中华民国”，端端地摆着。据说，当下的台湾比中国大陆更糟糕。所
以薛先生有言，中国的气象还看内地青年。台湾今时年轻人比起这边，更不关注传统，亦更少看书。
他们所关切的是泛滥的物质社会，是灯红酒绿的追星生活，这是百年来西洋文明的流毒。故民国时某
些人不惧中国之亡于日敌，而忧中华之亡于西洋。西风东渐，至于彻底改变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
之故国山河，不亦盛行着几十年的西洋潮流吗？最大的毒害乃是统治者的功利主义，遂将自己的病根
与西洋的毒瘤化合于一体。可对于西方社会，我们亦无可指责。他们有他们的故事，他们亦有他们的
好处。五四运动时期的年轻人虽一样无知，可那时是秉着谦虚，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去。故那个时代
虽乌七八糟，也还是清寂的。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绝好时代，惜乎一眨眼就过去了，连等不及那帮年轻
人的成长。后来的文革及八九，即逊色了许多。但有人抗争，即是气象不绝。向来的革命，都是以文
艺为风向，向来的王道，皆要以礼乐正名。今日，又是一代人为之献祭的时候。千万人之中，总要有
几个人站出来。为艺术，为文学，为那个破镜重圆的残梦，振臂而挥。低头看看，昨日之日，即成中
国之倒影；今日青年之所为，将是中国未来之雏形。鲁迅弃医从文，这是煮的一剂文字之药吗？今日
缺的不是文字，缺的是身体力行，缺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者。倘若举国人都吸食了鸦片一般，沉醉在
逐物的空想里，则煮烂了四库全书，亦无可救药。时至今日，已不再是中西之辩，而是我中华之自省
与自觉。“熬一剂芳香的文字汤药，治愈我们丢失的灵魂”，不知谁人写下这句忧伤的话。文艺，病
质，凄美，理想主义。其背后是一个国度的焦虑。不甘堕落的年轻人，多少带着点文艺腔，晒晒自我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显示挥霍不尽的青春才华。不停地给另一个自己讲述幼稚的故事，其实隐含了
过多的无聊。他们奉年轻为上帝，把做梦当成艺术。其实“艺术也不过是一个梦”。可是这个梦的深
度与广度来自你醒时的经历。一切哲学都是在人类自身的来路上溯流而上。而文学只不过是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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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无聊，是其人生没有景致，生活缺乏了底蕴。世界在急急地毁坏，我们何以安住。煮字为
药？这是志士的自嘲，抑或是年轻人无趣的玩味。现代人的焦虑，能否在文字中暂寄，愉悦瞬间之后
，灵魂又终至何处着落呢？文艺，不过是沉浸于现实无法抵达之梦境；生活，沉淀了多少不可告见的
杂质；拂去尘埃，直面本来，现出一个天清地宁的世界。文明虽然在破败，我们还是要坚守，去抗争
。木心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然而在今天的时代里，文学既成时尚，也是寂寞的。今日
书业泛滥，何以让真正的思想者安身立命？乘一叶扁舟，泛游五湖，这种乐趣早已没有了生存之境。
没有民族的修行，便没有个人的修行。今日的我们还须把自我，放进时代里。2013年12月8日于北平

Page 9



《煮字为药》

章节试读

1、《煮字为药》的笔记-第18页

        我總以為，無論多平淡的生活，其實都有可供回味的一些片刻，把當下所見的人事物對比回憶，
自能體會在不同的時空裡，那些色澤、氣味或音響的改變，進而捕捉到某種神秘的感動。而我們之所
以有文思枯竭的時刻，原因並不在于無法寫出某個情境，而是對於那樣的情境喪失詮釋的能力，不知
道它對我們生命的意義何在？而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沒有時時刻刻記存曾經經歷的一切，如果
隨時以警敏的心去觀察這個世界，不斷從記憶裡賦予這一切特殊的自我意義，那麼自然能在平易中看
見無限的深邃。

2、《煮字为药》的笔记-第153页

        美學家朱光潛以為論風格不應在語言的枝枝節節上糾纏，借著探討用字造句以說明某人文章風格
，這無異是緣木求魚，應當回歸法國科學家布封所謂＂風格即人格＂之說。這是極具手眼的經驗之談
，而所謂的人格，並非單指世俗道德上的價值判斷，而是一種人生境界深刻的表現。

3、《煮字为药》的笔记-第37页

        愛斯基摩人的交談方式是＂把彼此凍成雪塊的聲音帶回去，升一盆爐火，慢慢地烤來聽＂

4、《煮字为药》的笔记-第66页

        农业时代的情韵与智慧

曾在文章里提到：“谐音”双关的修辞方式，是古代在民
间文学里十分普遍的一种手法，基于声音的类近联想而达成会
意的目的。当然民间文学里不只“谐音”这样的修辞手法，像
我最近读到相传是唐朝布袋和尚的偈就是有趣的例子：“手把
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
向前。”有人说布袋和尚是弥勒佛转世，不过我想这样的诗作
或应是民间文士所为，只是假托在其名下而已。
禅宗偈语，通俗而畅达，最善于利用日常生活的事例，来
比喻说明人间或教义上的大道理，这或许与禅宗“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运水搬柴，无非妙道”
等体会有关。因此文学（尤其是诗）与禅在表现技巧上有十分
类似之处：观微知著、举一反三、藉此说彼、意在言外，这些
诗法与禅机似有会通之处，这也难怪宋朝以后很流行“以禅喻
诗”了。
禅宗多源自劳动的民间，因此其取譬对象也多来自民间，
像唐朝的怀海禅师就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名言。而布
袋和尚的诗大约要有些农事经验的人才写得出来，以水田比拟
心田，则青青秧苗就是植于心地中的善因福报，而为人处事，
即当如插秧，躬身而见天，退步则向前，农业文化流露出如此
谦恭的品德，其实也是一种处世与修养的智慧，在繁忙的工商
竞争里，可能比较难以体会退让的哲学吧。这类简单又富含深
意的作品，有时真不知该当文学还是宗教作品来阅读了。
文化使然，现代社会的文学最长于表现冷漠、孤独的生
命情调。新加坡的诗人郭永秀就曾形容电梯里的情境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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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降机小小的世界里，东张西望，假装看不见对方”，写实
068 069
中不啻是一种悲凉了。农业社会里“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
场鸡乱飞”的情趣在当代不复可得，不过有些觉悟在今日社会
依然是一种警惕，像范仲淹《书扇示门人》这首诗说“一派青
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入在后
头”，从田产的继承来说明人间得失不过一时，超越眼前的汲
汲营营，追求历史上更大气的成就，或许也是传统文化给予现
代文明的深刻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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