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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与回归

【旧书不厌】

□阿布（自由职业者）

除夕夜，一家人围炉守岁，
看春晚。儿子见到一行字幕，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
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便
问我出自何处，我支支吾吾地
回答说，或许是《千字文》吧。翌
日，惴惴不安的我查了查，侥幸
答对了，便把《千字文》仔细地
读了一遍。一边读，头上一边冒
汗——— 如此工整雅致、意蕴盎
然的老祖宗的文字我竟然是
头一回读！猛然间，我又想起了

《三字经》和《百家姓》，便找出
并逐字逐句读了起来。

对于将知天命的我来说，
这是头一回读“三百千”！

孤陋寡闻的我是一个孤
例吗？正月里，每每见到朋友，
我都会问，你读过“三百千”吗？
少数人会反问我，“三百千”是
什么？而绝大多数则是讪讪一
笑，知道，但没读过。

在中国，在二十世纪以前
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作为童
蒙读物，几乎每一位儿童只要
进了学堂，都是要从“三百千”
学起的。用明代思想家吕坤的
话来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
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

《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
文》以明义理”。历史的车轮行
驶到了二十世纪初，轰轰烈烈
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高举民
主与科学的大旗，一方面反传
统、反儒教、反文言，“打倒孔家
店”成为最时尚的口号。这无疑
为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
与社会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
伏笔。

回首过往，回望心灵的故
乡，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
了些什么？

时下，价值迷失，道德失
范，甚至以丑为美，以耻为荣，
这已经成为一个人神共愤的
社会问题。或许人伦道德改变
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假如
丧失了的话，将会毁灭一个人，
毁灭一个民族！固然，在以“三
百千”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也
有一些糟粕、一些不合时宜的
东西，但是，其大量的精华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是我们的祖先给予
我们的弥足珍贵的财富。

毋庸置疑，在很多情况下，
物质与精神、现代与传统是相
抵牾的，如何才能够把它们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是一个宏大
的命题。一个社会，仅有物质成
就而未完成文化与社会的现
代化建设，是危险的；同样，在
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
鲁莽地抛弃优秀文化传统、割
断民族人文精神命脉，是愚蠢
的，也是行不通的。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正月
里的话题吧。对我的提问，有几
位朋友回答道，读过，上幼儿园
的孙子正在背诵呢，我也就跟
着读了！

诚然，人文精神的重塑，传
统文化的回归，需要顶层设计，
需要时不我待，需要一以贯之，
而从童蒙抓起，从你我做起，总
是没错的。

【我读我思】

当一个好官有多难
□老梦（国企职工）

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无非
三个标准：清廉、勤政、爱民。清正
廉洁，对为官来说是基本要求，对
百姓来说是最高期许。在清廉的
基础上，勤勉敬业，多干实事，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更是好官。同
时，如果扑下身子，真正体察民
情，体恤民意，以民为重，几乎就
是好官中的好官，几近“完人”。

身处官场者，却常常说宦海
沉浮，为官不易。清廉、勤政、爱
民，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艰难。官
场如社会，是一个异常庞大的舞
台，里面人各有异、观念纷呈、百
态杂陈。不入官场，不知道里面有
多少无奈，看似简简单单的美好
愿望，却往往因为诸多外力参与，
多方平衡，身不由己，徒叹奈何。

做一个好官有多难？《大清相
国》里描写的陈廷敬是一个好官，
更几乎是一个“完人”。清代康熙朝
名臣辈出，然而鲜有善终。陈廷敬
驰骋官场五十余年，自康熙 8 岁登
基，即侍候皇帝读书，后历任工、

户、刑、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
学士，主动请辞后仍被召回，最后
老死相位。康熙可谓一代雄主，能
在他眼前为臣如此，可见陈廷敬做
官之高明。《大清相国》里这样总
结：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
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
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
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
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

清官、好官、能官、德官，却不
苛酷、不庸碌、不专断、不懦弱，陈
廷敬不但超出了老百姓对官员的
期许，更符合盛世明君对官员的
期待，获得了很高的历史评价。康
熙朝是一个政治形态极其复杂的
时代，皇帝雄才大略，集权、平叛、
削藩、收台湾，每件都是大事，但
操持大事之时，也是用人之际，吏
治未免有所松弛，官僚花招百出、
贪墨成风，官场风气并不好，明
珠、索额图等重臣都先后因贪腐、
弄权倒台。陈廷敬身处这个大染
缸五十多年，时刻面临官场暗流

和漩涡，为何能做到清白、自保、
做事三不误？说是靠制度管得好、
思想教育得好、监督体制好，肯定
是笑话。最关键的，还在于陈廷敬
个人的品质、境界和操守。

陈廷敬出身山西望族，家资
颇丰，从小接受中国正统儒家文
化浸染，追求忠义、仁爱、清廉，自
身才能卓越，为官后实干而低调，
品质可贵而坚定。21 岁中进士，初
入官场，在复杂的官僚集团内部，
把握“等”字诀，不急不躁，静待时
机；获得恩宠后，地位显赫，没有
丝毫志得意满，而是以“忍”字诀
处世，坚定大原则，容忍小瑕疵，
不较真，不偏颇，不盲目，抓大放
小，一张一弛，地位日益巩固；执
掌一事一方之后，遵循“稳”字诀，
抑私欲，求公道，光明正大做事，
坦荡无私做人，稳妥低调，获得百
姓拥戴，君主愈加倚重；身处派系
斗争的激流漩涡，坚决以国家利
益为重保持中立，不依附强权势
力，不蝇营狗苟求生存，关键时刻

不得已立“狠”字诀，巧妙处理斗
争关系，借势荡平专权势力，为国
尽责，重开政治清明之局；年老体
弱之时，拿准一个“隐”字诀，不居
功自傲，不培植势力，功成身退，
归田赏花，可谓功德圆满。纵观一
生官场风云，利益诱惑没有击倒
陈廷敬，强权势力没有压垮陈廷
敬，贪腐蔓延没有污染陈廷敬，良
好的个人操守恰如暗夜之光，照
亮他的为官路，成就他的生前身
后名。

陈廷敬官宦生涯中的自守、
自持、自警、自省、自查、自悟，正
是为官之本。打铁还需自身硬，要
当一个清官、好官，最起码的还是
自己的个人品质要过硬。个人品
质不行，即使勉强为官，也不会是
一个清官、好官。为官一任，品行
操守端方如一，做一个好官就不
难。那些叫苦叫难的为官者，不妨
先对照一下大清相国陈廷敬，看
看自己有没有起码的品质、操守
和定力。

【灯影书香】

好好活着
□文暖（公务员）

小时候曾打算以曾祖母的一生
写一部小说，题目拟为《活着》。虽雄
心勃勃却又怕别人知道，于是揣着个
天大的秘密偷偷摸摸断断续续地写。
年少轻狂啊，两个假期过去了，我的

《活着》也没写出来。
进城读书，闲逛书店，遇见《活

着》，作者余华，既惊且喜，于是捧读。
一读便放不下来，并且读着读着，眼
泪也不受控制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奔
涌而出。那些悲伤，那些苦难，被如此
平静地叙述出来，深刻地击中了尚不
识愁滋味的青春。一口气读完全书，
我跑到附近青少年宫的小树林里，放
声大哭：唯此，方能宣泄出内心所承
受的巨大冲击。

曾祖母的人生，比福贵的要少些
曲折，可是苦难却相差无几。

作为一个小脚女人，生于上世纪
初的曾祖母少小离家，到百里外的地
方存活：耕无地，居无房，饮无食。比
饥荒更可怕的是战争：枣庄在西，台
儿庄在南，糖稀湖在北。除了鬼子国
民党，还有土匪还乡团。曾祖父早早
逝去，曾祖母与三个子女相依为命。
盼到解放，二十余岁人高马大的二儿
子忽然过世。唯一的女儿又因病离

去……我无法想象曾祖母这个不识
字的小脚女人，是怎么熬过那样的岁
月的。后来，八十多岁的曾祖母和我
聊往事的时候，也如余华书中的福贵
一样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彼时我尚
幼，可是她轻轻一句“不信咱家的锅
沿摆不满碗”却印在了我的心里。

在曾祖母的护佑下，我们的大家
庭枝繁叶茂。我不时想起曾祖母的这
句话，眼泪便落下：这不是倔强，也不
是希望，这只是溺在极端悲苦里的一
丝信念。曾祖母和福贵一样，都是乡
下泥土里生出的野草，手拔不净，锄
耪不净，灭草剂除不净。他们卑微地
承受着苍天所给予的风霜雨雪，却在
一季一季的春风里，返青、生长。

春节期间，我唯一的胞兄因一场
突如其来的事故逝去。意外，这两个平
时只是听到、看到的字，迅速而真实地
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肝胆俱裂、身
心俱碎的沉痛，非亲历者，不能体会。
神思恍惚、寝食难安的时候，看到书架
上站立着的《活着》，想想曾祖母，想想
福贵，“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于
是，含悲、咽泪，喝水、吃饭。活着，好好
活着，替未竟的人，把日子好好过下
去，该是彼此今世，最深的欣慰了。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李琳

《家师逸事》
张梅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老师说，从前的日子没有电脑等媒介，只有书。

不看书，智慧上不来；不思考书中内容，智慧不会加
深；看完书不与人辩论，就无从知道并理解别人的不
同思路，智慧不会开阔和通达。”

“一起看电视，武侠片。老师突然问：‘你们的电视
节目，鼓励暴力的为什么这么多呢？’……也许我们只
是想与众不同，或者一厢情愿地以为：行为上的叛逆，
可以代替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一本有趣的小书，大 32 开，握在手里，刚刚
好。作者是大型国企的高级会计师，“家师”是出家人，
师徒结缘十六年，一本小书记下二人交往的种种，以
及家师口中有关汉藏文化的奇闻逸事，将出世入世的
妙理，于家常话语中娓娓道来，滋味悠长。

《不留心，看不见》
桑格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小时候》到《黑花黄》，一路成为格格的“死

忠”。最初是边看边笑，记忆里的“小时候”、“小黄猫”、
童年种种听得到却看不懂的人与事轮番“起义”，在心
海里撞击，开出一朵朵欢快的浪花。终于等到这本《不
留心，看不见》，却已是笑中带泪，泪中有笑。

有人定义桑格格的书是半虚构性的自传，主题始
终是成长与时光、生命的妙趣与分量，对此，我们无论
怎样珍惜都不为过，因为在她看似“不留意”记取的一
个个瞬间、一段段往昔中，正是我们总能感同身受、总
也无法“看不见”的生命印记。

《简单就好，生活可以很德国》
[日]门仓多仁亚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你是否经常有被时间追着跑的体验？是否为了追求

名牌与流行而疲于奔命？是否时常觉得心情烦躁纷乱？
日本料理生活家门仓多仁亚提供了德国籍母亲

与外祖父母的生活智慧，写就《简单就好，生活可以很
德国》一书，教导大家如何简单却认真地过日子。德国
人随时保持“简单纪律、清爽自然”这一点，不仅运用
于外在的生活起居，更延伸到“人”内心的生活态度。
如果您喜欢这本书，阅读后能活学活用，感受到由内
而外焕然一新的改变，那么您不妨一鼓作气，把作者
同系列的另外两本书《德国式厨房规则》、《德国式家
居收纳术》一并拿下。

（作者为生活日报专副刊中心编辑）

【书与人生】

难忘《林海雪原》小人书
□刘剑侠（退休干部）

我上了小学后就喜欢读书，尤其
喜欢读那些有战斗故事情节的书。在
我蒙眬的记忆中，接触最早也是对我
启迪最大的书，就是《林海雪原》连环
画了。二零三少剑波、侦察排长杨子
荣、长腿孙达德、战斗英雄刘勋苍、卫
生员白茹等的大智大勇和革命情怀，
使人读后不禁产生一种无尽的敬意
和浓厚的感情；残匪小炉匠栾平、匪
首许大马棒、座山雕等又是那样的阴
险凶残，使人读后不禁义愤填膺。所
以，《林海雪原》成为我儿时最喜欢的
书，就连平素和同伴做游戏，也是学
着里面的情节展开行动。

1972 年我到潍县二中读高中时，
学校有个阅览室，我如鱼得水，找到
负责图书管理的老师借来《林海雪
原》原著精心细读。费了一个多月的
工夫，才“啃”完那本大部头，也从而
对书中的故事情节有了更详细的理
解，并不时激起自己的若干遐想和冲
动。记得那年学校放秋假，生产队长
安排我到白浪河畔看护生产队的地
瓜和玉米地。白浪河西的高粱地里曾
发生过一起恐怖案件，所以晚上我在

河岸上巡逻时紧张得瑟瑟发抖。次日
回家，看到我的小弟又在读《林海雪
原》连环画，无形中我竟受到了鼓舞，
晚上再到坡里值班巡逻时，我便在心
中反复默念：“学习杨子荣，争当好英
雄！”恐惧渐渐消失，最后圆满完成了
护坡任务。

1993 年我在区经委干秘书时，正
遇机构改革，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
的原因，机关新来的领导既不同意我
到早已联系好的事业单位去工作，又
不将我加入机关的人员编制，偏偏强
令我到最不乐意去的企业供职，我的
心情十分痛苦和失落。一天翻阅杂志
时，翻到了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回忆
录》，读后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
最崇敬的英雄人物尚在艰难中成长，
何况我一个小小平头百姓？我所面临
的这小小挫折又算什么呢？人在旅途，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总会有些坎
坷，只有像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树
立信心，战胜困难，才能胜利到达充
满期冀的彼岸。所以，我十分感谢《林
海雪原》这部书给我一生的启迪，感
谢它给我的人生信心和前进力量。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
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
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
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
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
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
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
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
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
qlbook@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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