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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 读 ]

父亲步入耄耋之年后，因眼花手抖已基本不写东西了，
当得知我要出版散文集时，却先后两次为我的散文集书写序
文。他的举动既是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又是文学前辈对
后生的深切关爱。

2011 年春季，受文友的鼓励，我也想凑凑出书的热闹，
就将十几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豆腐块”文章，按照内容进行
归类整理后，将书稿背到了西安，让父亲给我把把关。

父亲仅用两天时间就看完了书稿，他欣慰地告诉我可以
出版，虽然所收录的文字都是些小片段小抒情，但有生活气
息，能让人读得下去。不过有些篇章还得认真修改。同时，
他还答应为我的散文集写序。

10 多天后，父亲把写好的序文从西安寄回了丹凤，读着
父亲一笔一画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的《一枚未熟透的苹果》序
文，让我想到了父亲极不平凡的一生。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父亲出生于终南山下一普通知识
分子家庭，自小受祖父影响，酷爱读书，还不到上学年龄，就
由其祖父教他认字，等上完初小，他就能背诵《三字经》《弟子

规》和《唐诗三百首》，刚进入高小，就能读《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等古典书籍。高小毕业后只上了一年初中就辍学
回家，恰巧这时，他接触了写《地道战》的作家李微含先生，在
接受其赠书《渭河两岸》后，便发誓也要当作家，便放弃了在
省城工作的优越条件，毅然从关中老家偷跑到了商洛山区，
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体验。

商洛是陕西较偏远的山区之一，自然条件差，生活艰
苦。父亲来到商洛后，除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把业余时

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因工作需要，他常常奔波于基层乡村，结
识了许多农民朋友，对农村生活渐渐熟悉。不长时间，就以
当地的火热生活为题材，创作出了许多小说、散文、诗歌、戏
剧作品。他把这些作品寄给作家柳青，求得他的指导，柳青
送了他一句:“苹果熟了自有掉下来的时候，不熟也不要勉
强。”父亲牢记柳青的教诲，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终于等到了
苹果成熟的那一天。小说《我和永清》、诗歌《测量队来到丹
江边》、现代戏《桑园人家》等先后发表，尤其是《桑园人家》在

《延河》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后，一时轰动了商洛。从此，父
亲的创作热情更为高涨。

父亲之所以用未成熟的苹果来比喻我的文字，其用意是
不言自明的，他多么希望今天的我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收
获自己日渐成熟的苹果。

父亲的序文为我的散文集增色不少，尽管在出版过程
中，遭遇了不少坎坷，但散文集《鸟语》还是出版了，且读者反
响不错。于是，我便有了出版第二部散文集《花香》的想法。

时隔三年后的又一个春季，我再次将整理好的书稿背到
西安，让父亲审读把关。父亲对此感到颇为意外，没想到我
很快就有出第二部书籍的想法，且比第一部作品要成熟许
多，但要严格地用文学标准来衡量，还是不成熟的苹果。在
他读完书稿后，仍然用颤抖的双手，为我的散文集《花香》书
写了序文《鸟语花始香》。

当我展开父亲那情真意切的序文，仅那满纸的黑疙瘩、
黑点点就足以看出，父亲在书写时的艰难与不易，读着读着
我的泪水便模糊了双眼。

父 亲 为 我 写 书 序
刘丹影

名家范曾的书屋，其实是一座小楼，书的数量和室内的摆设一般
读书人难以比及，让读书人羡慕。在这样的空间写字看书，自然有美
妙的心境。

我的书房不大，书的数量也不多，多为理科类。书房和阳台相
连，转头可以看到窗外的南山，冬望白雪，夏眺绿树。冬日里，暖暖的
阳光照到桌子上，室内没有一丝寒气。读书累了，或转头看看窗外的
景物，或起身到窗前呼吸新鲜空气，头脑便清醒了许多。窗口到南
山，没有高楼遮挡，视线很好，我自称书房为望南斋。

读理科书，需要超常的想象力。牛顿发现三大定律，有准确的文字
叙述，又有简洁的公式表达，它构建了经典物理学框架。我读牛顿所著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常自言，牛顿有着超常的思维，300年前的他，
让无数人折服。他的物理发现让多少人日夜琢磨，他的公式难倒了无
数人。人常说：书屋有香。每当在书中读懂一个知识点时，就像在夜晚
发现一颗亮星，心情也非常愉悦。

读书有了“钉子精神”，方可与大科学家默默对话。我读爱因斯坦
《统一场论》，读了很多遍很多年，至今还是茫然。用看得见的现实世
界无法去理解量子纠缠。微观粒子，让读者感到神秘、怪异、苦涩、恐
怖。在小书房里，读杨振宇、霍金，常有相对而笑的感觉；读薛坤、袁隆
平，仿佛看到他们苦思的面孔。好多科学家的探究魅力和重大发现时
时打动着我。书房读书白了头，却让我知道 100亿光年处的星光，仿
佛触摸到电子的轨迹。岁月不居，一边阅读，一边书写，已经出版《物
理模型思维策略》《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读本》《木窗上的石榴花》3本
书，这也是读书给我的感召。

在想象中阅读
田亚历

值北宋大儒张载诞辰千年之际，《北
宋张载族裔考述》与读者见面了。细读这
部史料，正迎合了当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张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哲学家，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关学
的创立者。他一生探赜索隐，深思宇宙人
生的真谛，撰写了《正蒙》等重要著作，为
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载有着自觉的哲学使命意识。他
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了自己一生所追
求的哲学使命。张载建构了一个特色鲜
明的哲学体系。他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
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建构
了理学的基本思想体系，确立了“民胞物
与”的价值理想；张载创立了宋代理学四
大学派之一的关学；张载培育了“立心立
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

“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
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
容”的治学态度等关学的基本精神。

欣逢张载诞辰千年，后裔为了纪念其
先祖，传承、弘扬其精神，编撰了《北宋张
载族裔考述》一书。全书 70 万字，共 31
章 195 节。该书分为始祖篇和族裔篇两
大部分，始祖篇收辑了北宋吕大临的《横
渠先生行状》《宋史·张载传》，编写了张载
的生平传记、年谱以及张子祠、张载墓园
的介绍。族裔篇对张载全国后裔 25 个支
系的迁徙源流、世系繁衍、居住分布、祠堂
书院墓园、家规家训、古今贤裔、艺文资料
等逐一进行了详细考证记述。通览这一
著述，深感其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纲目明
晰、图文并茂，可作为研究人类学、民俗
学、历史学、考古学、人口学、遗传学等学
科的重要资料。

我认为，《北宋张载族裔考述》一书的
重要作用和意义有三：

一 是 存 史 。《考 述》依 据 全 国 各 个
支 系 现 存 族 谱 等 历 史 资 料 ，初 步 厘 清
了 张 载 之 后 的 世 系 ，用 大 量 的 篇 幅 考
述了张载家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呈现
了张载后裔在战乱灾难时流离颠沛的

苦难经历和在太平盛世中健康发展的
多彩画卷。这虽然是张氏一个家族的
历 史 ，也 从 侧 面 反 映 了 中 国 近 千 年 的
社 会 发 展 史 ，特 别 是 为 中 国 人 口 的 迁
徙、繁衍以及世系的研究，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重要史料。

二是传承。《考述》充分反映了张载
后裔在各个历史时期，秉承先祖“立心立
命继绝学开太平”的志向，努力传承先祖
关学思想文化的感人事迹。后裔们无论
是为官为教为民，还是从事其他各种社
会事业，都能坚持以“两铭”传家，做到

“六有”“十戒”，都能牢记先祖所创立的
“立心立命、唯德唯规”的优良家风，体现
先祖“民胞物与”的崇高理想。尤其是在
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期，他们秉承先祖
忧国忧民的遗志，精忠报国。在抗金抗
元斗争中，他们守节怀贞，舍生忘死，前
赴后继。据史料记载，南宋朝廷对张载
后裔追赠诰封的圣旨竟达 21 道。在 20
世纪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不少张载后裔

英勇奋战，为抗击外来侵略和人民解放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践行了先祖“为
万世开太平”的宏志。

三 是 教 化 。《考 述》介 绍 了 张 载 主
要 思 想 、家 规 族 训 以 及 历 代 贤 裔 的 主
要 事 迹 ，不 仅 对 其 后 裔 有 着 积 极 的

“ 教 化 ”作 用 ，而 且 对 所 有 的 读 者 都 有
深 刻 启 迪 和 宝 贵 教 益 。 后 裔 运 用 张
载 精 湛 的 思 想 理 念 和 卓 越 的 育 人 方
法 ，有 的 创 建 书 院 兴 教 办 学 ，有 的 弃
官 隐 居 从 教 ，志 在 培 育 年 轻 一 代 。 在
其 后 裔 中 ，从 事 幼 儿 学 前 教 育 、中 学
教 育 、大 学 教 育 者 数 不 胜 数 ，其 中 有
不 少 家 庭 还 成 为 教 育 世 家 。 他 们 确
立 了 端 正 宏 远 的 人 生 方 向 和 正 大 光
明 的 立 身 处 世 准 则 ，诚 实 做 人 、实 在
做 事 、尊 老 爱 幼 、慈 爱 孤 弱 、热 心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在 各 个 岗 位 上 默 默 奉 献 。
可 以 说 ，《北 宋 张 载 族 裔 考 述》是 一 部
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进 行 优 良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培 育 和 道
德 情 操 提 升 的 优 秀 读 物 。

一部弘扬传统美德的优秀读物
——读《北宋张载族裔考述》札记

白 杨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我热爱读书，读书已成为

我享受生活的一部分。
我涉猎的书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科学、文学等类别，是文字

滋养了我、熏陶了我，开阔了我的视野，端正了我对待生活的态度，丰
富了我的文化底蕴。

读书是美丽的事，有书，生活才充满阳光和希望。读书，让我的
内心柔软而阳光，远离寂寞与孤独，一路欢歌努力前行。一杯茶、一
朵花、一棵草、一朵云，都会令我感动、感恩，感觉生活简单而有趣味。

读书，带给我安静的力量。世事喧嚣，人生寂寞，与书相伴，安静
从容，世间美景皆在其间，其乐无穷，如春风化雨，意趣无限。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颗高贵的心灵在对话，我从中学会了反
思，找到了榜样，悟出了做人的道理，获得了内心的安静和从容。

读书，让我诗意地栖居。现实生活忙碌而有压力，书成为我的安
顿之所，诗与远方自在其中。读的书越多内心越充实，越自信淡定，
越宽容大度，越懂得人生取舍。

读书，带给我快乐和幸福。忙碌之余，我常常在书房沏一杯茶，
捧一本书，在悠悠茶香中品味书韵。想起陶石梁的话:“世间极闲适
事，如临泛游览，饮酒弈棋，皆须觅伴寻对；惟读书一事，止须一人，可
以竟日，可以穷年。环堵之中而观览四海，千载之下而觌面古人。天
下之乐，无过于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诚哉斯言，读书的乐趣
真乃弥足珍贵。

爱上读书，享受读书，珍惜读书，学会如何与世界相处，我又何乐
而不为呢？

享受读书生活
靳天龙

11月30日，洛南县景村镇御
史村的几名群众正在村上“四为
书院”阅读书籍。近日，御史村

“四为书院”正式建成，并对外开
放。书院由该村产业致富带头
人、陕西好人、宏泰金银花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郭夏锋出资修建，目
前拥有农业科技、致富信息、文学
名著等方面的图书3000余册，基
本上可满足群众读书需求。

(郭夏季 摄）

为 乡 村 振 兴
注入文化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