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苗苗

他是新闻宣传战线上的一员，却利

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他出于对家乡

的热爱，对乡愁的无法忘怀，写出了30
万字的家乡风物志，只为给家乡事物风

貌传书立志，留下这个时代的印痕——

他就是邓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张

书勇。

谈起创作之路，张书勇说，这条

路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从上大学

起，他就拿起笔开始写作。随着个人

的成长与积淀，从2003年起，他利用
业余时间开始撰写长短篇小说，到目

前，共出版有中短篇小说合集《桃花

流水美人》和长篇历史传奇小说《萁

豆劫》，其中篇小说《拯救白玉兰》被

改编成电影，目前正在横店热拍。去

年，他还专门从事邓州风土民情、风

物特产的研究，创作了30万字的长篇
叙事散文 《邓州风物志——家 故园

老地方》，目前正在筹备出版。

曾为生活勤写作
张书勇于1972年出生于邓州十林镇

景岗村。从小到大，农村生活的困顿，

家庭的贫苦，让张书勇过早地饱尝了生

活的穷与苦，累与痛，这样的经历也给

他打下了影响一生的生活烙印，让他急

于离开这样的家庭，摆脱农村的生活。

1993年，张书勇考上南阳师专（南阳
师院前身）历史系。但他并不喜欢历史，

更倾心于文学。有一天他随手写下的一

段话发表在了校报上，并获得了5元钱的
稿费，令他深感意外。当时的5元购买力
比现在大得多，对于一个农村来的穷苦

学生，这可是不小的帮助。出于对经济

原因的考虑，张书勇此后不断写作，给报

刊投稿，挣稿费补贴生活，无形中也培养

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习惯和爱好。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邓州一个乡镇

当老师。1999年他被借调到邓州市委
宣传部。其间，他在《中国青年报》、《法

制日报》等各级媒体发表新闻头题几十

篇，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出色表现，

张书勇结束了借调生涯，成为宣传部的

正式工作人员。

勤能补拙常伏案

从事文字工作，张书勇并没有丢弃

自己的文学创作梦想。他在工作之余，

抽出大量时间搞文学创作。

为了搞文学创作，他不断学习，大

量阅读，勤能补拙被张书勇视为自己创

作的基本原则。张书勇把大块的时间

用于写作，小块的时间用来看书，他每

天都保持着伏案写作3小时，读书2小
时的习惯，就这样他坚持每天写1000
字，最多的时候一天写6000字，就是节
假日也不例外。

张书勇说，由于长期伏案，颈椎受

到损伤，他时常出现眩晕症状。很多

个夜晚，他躺在床上刚要入睡，就觉得

天旋地转，起初还以为是地震，赶紧起

身扶床，才发现一切正常。还有一段

时间，他的左腿忽然疼痛难耐，走起路

来都一瘸一拐。有时候写作过程中大

脑还会出现短暂空白，面部表情控制

不住。即便这样，“哪几天如果不写东

西，便会烦恼不已，坐立不安”。一边

做新闻宣传工作一边搞文学创作成了

张书勇工作生活的常态。

摹写生活甜与苦

读张书勇的小说人们会注意到，不

管是中短篇小说中的冷酷讽刺，还是

《萁豆劫》中的灵动恣肆，抑或是《风物

志》中的细腻入微，都展现了张书勇创

作文风和创作视角的多样化，及对不同

体裁的把握与驾驭能力。

张书勇的很多作品中都能够看到

他的家乡邓州的影子。对底层小人物

的关注是其作品的另一特点。这与他

来自邓州，成长于草根有着密切关系。

张书勇说，他从小生活在邓州，没有离

开过，对农村和很多东西细心观察，用

心思考，邓州的人和事给自己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素材。

在张书勇眼里，写作是对生活的回

应和社会的回响。他说，“希望所从事

的文学创作，能够确确实实留下一点东

西，有人看，人们能喜欢”。通过创作，

他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所学，自己的

记忆，化成文字，凝成果实，献给了读

者，使之成为更多人的记忆。累累累5

不写东西，便会烦恼不已、坐立不安……张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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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维图书城2016年度销售排行榜
书名 作者 定价（元）

1《人间世》 二月河 45.00
2《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 39.50
3《白夜行》 东野圭吾 39.50
4《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塞尼 29.00
5《嫌疑人X的献身》 东野圭吾 35.00
6《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39.50
7《平安夜的玫瑰花》 李天岑 28.00
8《偷影子的人》 马克·李维 29.80
9《摆渡人》 麦克福尔 36.00
10《村魂》 党栋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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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学会尊重不蔑视，

学会节制不放纵，

学会知足不贪婪，

学会宽容不计较，

学会选择不盲目，

学会适应不固执，

学会抑制不恼怒，

学会放松不紧张，

学会珍惜不放弃，

学会付出不懒惰，

学会合作不孤立，

学会感恩不忘本。

时间越珍惜越长，

理想越坚定越高，

视野越开阔越宽，

胸怀越包容越大，

阅历越积淀越厚，

生活越简单越好。

（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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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笔记

□李超英

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共有三位

老师。

第一位是启蒙老师黄海云。瓜

子脸、大眼睛，齐腰的两条大辫子，一

口标准的普通话，黄老师是我们这所

郊区学校的标志性的人物。第一次

作文课，她要求写一篇关于小动物的

作文。

回到家里，懵懂的我对着家里的

牛看了两个小时，憋出了平生第一篇

作文。“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语言优

美”，当这几句话从黄老师的嘴里说

出来时，我终于长长地吁了口气。

从此，我认真地对待每一篇作

文；从此，我认真地阅读每一篇范文。

第二位老师是初中时的语文老

师李贵双。如果说黄老师奠定了我

写作的基础，那么李老师则为我打开

了写作的大门。我才知道，原来同样

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命题，同样的命

题可以有不同的写作形式，或诙谐，

或严谨，可正叙、可倒叙，可以写事，

可以抒情。

每周总会有那么一堂早读课，李

老师用来读我们写的优秀文章。他

不会普通话，声音也没有黄老师那么

动听，但我依然听得很有兴趣，因为

每一篇文章都有独到之处，总有那么

一两个地方能够触动我的心灵。每

一篇写得好文章他都不会漏掉，一节

课下来，李老师的嗓子总是沙哑。“如

果我把这篇文章漏掉，那么他可能就

会失去写作的信心”，对于读作文这

件事，李老师如是说。

第三位老师是我的老板郭学义

先生，他是鞭策我将梦想付诸行动的

老师。因为工作岗位调整，我负责为

公司写宣传文章。每天两篇文章的

宣传任务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

气来，因为我已经把这些年积累的文

字都还给老师了。但是老板说一定

要加强学习，一定要与时俱进。为了

完成任务，我强迫自己改掉了一目十

行的阅读习惯，从新闻通稿到记事

文，哪怕是药品说明书，我也要认真

地读完，细心地体会每个词语的用

意。从最开始的几句话新闻，到长篇

的宣传稿；从开始的无词可用，到成

竹在胸，我又一次敲开了写作之门。

每一位对你不断提出要求的上

司，都是你应深深感谢的老师。这个

五十岁的“阳光大男孩”用他敏锐的

触感和宽阔的视野，带着我在写作的

路上不断地完善、提升。我感觉，我

离儿时的梦想更近了。累累累9

离儿时的梦想更近了……

三位老师

（四十五）

站在一旁观看的小学生们没有一个敢上来拉架，因为

他们都害怕吴天生。别看他只有十三岁，可在附近的村庄

和这个学校却是个出了名的小混混，经常偷点小东西不说，

打起架来更是不要命，他平时还没少在学校里做坏事，经常

和校外的一些游荡青年勾勾搭搭。有一次一位住校老师批

评了他几句，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蘸有老鼠药的肉骨头把

这个老师养的一条小白狗给药死了。学校里的老师们都怀

疑是他干的，就联合起来向校长魏珍告状，可他的嘴比石头

还硬，还和校长吵了起来。校长气急了骂他两句，谁知他竟

敢当着许多人的面把校长也骂了一通。后来学校要开除

他，他奶奶央人苦苦相求才又留了校。

吴天生脱掉亮亮的裤子已不是他干的第一次坏事了。

更可恨的是今年初夏的一天上自习课时，他竟然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把一个女孩子的短裙也猛地拉了下来。这个羞

愧难当的小女孩为此差点退了学。这家伙人小心不小，生

理成熟得早，原来是他喜欢上了这个同班同学，小小年纪的

就缠着人家交朋友。小女孩不从，他就硬上去亲这个小女

孩的嘴，因受到小女孩的痛骂而怀恨在心，就故意在这个公

众场合让这个女孩丢丑。

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在家上

学。后来她的堂哥听说了这件事，找了十几个村人在放学

回家的路上把这个小坏蛋狠揍了一顿，并让他写下了保证

书。可这个家伙狗改不了吃屎，仍然恶习不改。

眼看着吴天生挥舞着棍子朝亮亮的头上打来，亮亮同

班的一群小学生跟在校长魏珍和班主任的后边跑了过来，

这群小学生因为害怕吴天生而不敢上前拉架，但还是跑过

去把校长请来了。

魏校长的脸都气青了，大叫着让吴天生把棍子放下，这时

几个男教师也一齐奔了过来，一同大声吆喝着，吴天生才很不

服气地放下了棍子，翻了亮亮一眼，扭头走了。刚走开没几步，

他又转回身来朝亮亮恶狠狠地吼道：“你给我等着瞧！”

吴天生是学校所在地小张庄人，两岁时父母离婚，后来

父亲又给他娶了个后妈，但没多久就一块儿出去打工了。几

年间好像把他给忘了似的，从没回来看过他，甚至连电话也

没给他打过。爷爷去世得早，是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所

以在这个家里，他知道有奶奶，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爸妈。

刚开始学会叫妈妈时，他总是对着奶奶叫妈妈，可怜的老太

太伤心得直掉泪。后来他慢慢地长大了，奶奶也没有太多的

精力去管他，缺乏管教的吴天生就变得野了起来。

他先是在家里学会了偷东西，后来又去偷别人的东

西。这些年来又迷恋上了网吧，经常偷偷到林堂乡街面上

去上网。平时还经常和社会上一些比他大许多的不良青年

混在一起，干一些不光彩的勾当。

去前春节前的一个傍晚，他和社会上的几个青年偷了

网吧门前的几辆电动车，刚刚把它卖出去就被派出所抓着

了。由于年纪小，派出所的警察把他关了几天，教育一番就

又放了出来。

吴天生的性格怪得很，经常到网上翻看黄色淫秽东西

和一些凶杀之类的片子。左胳膊上刺了一个带匕首的骷髅

头，手腕上还用烟头烫了三个印点，右手脖子上文了一个

“忍”字。样子也越长越显得凶巴巴的，是一个十分令人头

痛的问题少年。

奶奶已经六十多岁了，哪里有能力去管他，气极了只是

骂他几句而已，再不然就是流着泪哀叹自己的命苦。

学校好几次都把吴天生的奶奶通知过去，让他把孙子领

回家，可每次老太太总是哭着哀求，说儿子儿媳离了婚，是她

一手艰难地把他养大。现在儿子又常年不在家，如果领回去

了又如何管得了他，再生出些大是非来，可叫她怎么活。校

长魏珍心软，见老太太可怜，就又勉强同意他继续留校。可

这孩子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隔三差五地总给她找事。

去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吴天生的奶奶发高烧，躺在床上

不能动弹，给了他二十元钱让他去村卫生所买退烧药，可等

到后半夜也不见孙子回来，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就挣扎着

起来把吴天生的堂叔叫了起来，让他去帮忙找孙子。

堂叔打着手电筒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见人，第二天早

上才从林堂乡的网吧里把他找回来。药没有买回来一粒，

二十块钱却被他花光了。

奶奶连病带气，差点送了命。后来还是堂叔把奶奶送

到乡卫生院，输了几天液才算救了过来。

堂叔气愤不过，把吴天生狠狠揍了一顿。可堂叔刚走，

挨了打的吴天生心生怒气，认为是奶奶坑害了他，恨得咬牙

切齿，不由分说地就把刚从医院回来、身体还很虚弱的奶奶

打了一顿，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你这个死老婆子，咋还不死

哩，你要是死了就没有人再管我了！”

后来是几个邻居闻讯赶过来解救，要不然奶奶可就又

遭殃了。

亮亮挨打后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吴天生又跟随他在

社会上认识的几个小青年一起在林堂乡西街口的一个偏僻

处，持刀抢劫了一辆外地送货路过的大货车，还用刀刺伤了

货主和司机。由于司机拼命反抗搏斗，接到群众报警后的

派出所民警当天晚上就把他们这一伙人抓着了。

这次可是犯了大事，尽管吴天生年纪小，只有十三岁，

可在派出所警察眼里，他已是一个惯犯了，平时无论在村里

还是学校里都劣迹斑斑，这次事件的性质又很严重，所以就

决定对他采取措施，送他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学校得知情况后，很快就把他开除了。

一个缺乏父爱母爱、隔代教育、管教又对他无能为力的

少年，就这样走上了歧途……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党栋，南召县人，笔名一凡夫，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有散文集《深夜静

悄悄》，随笔集《和你没商量》、《青青校园》、《我和我的村庄》，

长篇小说《追梦》、《足疗》等文学作品。

日前，一群孩子在津津有味地阅读。近年来，市第一实验幼儿园重视孩子阅

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的培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营造书香四溢的育人环境

通讯员 张冉 摄

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日前，市

第八小学首届“读书节”活动成功启

动。市读书协会在启动仪式上为该

校捐赠图书，受到广大师生欢迎。

此次“读书节”活动主题是：“春

天，书香溢校园”，旨在号召全体师生

共同读书，以读书长知识、以读书增

智慧、以读书树理想、以读书育人格，

塑造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校园文

化，构建书香校园，提升学校的办学

品味。

当天，市读书协会有关负责人一

行将300余本优秀儿童读物送到了

孩子们的手中，并亲切同孩子们交

谈，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

励他们好好读书，刻苦学习，以优异

的成绩回报社会。

市读书协会由南阳日报社和市

新华书店联合发起成立。近年来，协

会多次向社会捐赠图书，播撒书香，

给广大读者以行动和精神的引导，体

现了建设书香南阳、推进全民阅读的

社会责任感。累累累5

上图:书香传爱心
本报记者 董志国 摄

挑逗着你的味蕾……

饺子
□窦玉卿

我最喜欢，最乐意吃的，是家里

包的饺子。

总觉得饺子是种很神奇的食物，它

弯曲着身子，隐隐约约炫耀着肚子里的

东西。身体上往往还有着指纹的纹理，

那是包饺子时留下的。盛上那么一碗，

放在你面前，于是，一个个饺子就鲜活

起来，朝你挤眉弄眼。热气腾腾的，一

口下去，满嘴都是清香，面粉，馅料，汤

水，在你的舌头上化开，挑逗着你的味

蕾。

包饺子时总是全家总动员，吃个

饺子总要兴师动众一回。每逢爸爸

伯父或者姑姑过生日时，一大家子

人总要聚集在奶奶家里吃饺子。这

时候，爷爷就会把许久不用的地灶

收拾一下，烧水做饭。往往都是爷

爷在灶间烧水，爸爸伯父抽烟聊

天，而奶奶姑姑还有我妈她们擀面

皮，拌馅儿，包饺子，忙得不亦乐

乎。而弟弟妹妹们都忙着跑进跑

出，一个接一个地偷饺子拿到灶间

让爷爷给他们烧着吃，然后黑糊的

饺子把脸弄成了花猫脸，还是继续

着各种游戏，乐此不疲。饺子煮好

后，爷爷奶奶都不忙着吃，一个劲

儿招呼大家快吃，多吃点。这时候

的我，往往是极有食欲的，能一口

气吃30多个，然后再一脸幽怨地摸
着肚子看着锅里的饺子。这时会有

爸爸伯伯他们抱怨饺子太淡了，或

者皮儿厚了，或者馅儿没拌好，而

妈妈姑姑自然是会骂两句：什么都

不做，吃时却挑三拣四的。

南方人冬至那天要吃羊肉，不知

道是为了什么。而在家里，向来是要

吃饺子的，冬至不吃饺子掉耳朵，我

们那儿就是这么一说法。初二的时

候住校，冬至那天不过周末，寻思着

就算食堂的速冻饺子也好，吃两个就

把冬至给过了吧。幸亏我那个好同

桌，让她妈妈给她送饺子送两份，她

一份我一份。当时看着阿姨和蔼的

笑脸，头发上都是雪，鼻子都酸了。

差点一声妈就叫出来了。

天津大钟庄中学桃园食堂也有

饺子的，价格也不贵。可是总觉得这

些速冻饺子吃起来就像嚼面团子一

样，一点味道也没有。吃了一次，味

道索然，以后就再也没吃了。

其实倒是满想念家里的饺子

的。弟弟今年六岁了，在家吃饺子时

总是只吃馅儿，把饺子皮儿扔我碗

里。现在想来，大概吃饺子皮儿也是

一种幸福吧。累累累9

品味生活

市读书协会向市八小赠书

播撒书香 润泽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