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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读书

本报记者 周若愚 特约记者 薛双芬

日前，宛城区委宣传部携手区

文联、区作协，召开金晓洪诗集《大

地芳华》作品研讨会。

“心的深处，原来一直有花朵，

还在飞舞”。金晓洪是位资深媒体

工作者，八九年前开始尝试诗文创

作。她采撷这些来自心灵的花朵，

写就《大地芳华》一书。研讨会前，

著名作家周大新发来贺信。

《大地芳华》虽是金晓洪的第一

部作品，但由于作者深受中外文学

滋养，如周大新所说，“一登场，就元

气沛沛，酣畅淋漓”“一迈步，就两脚

踏在了中西方前辈思想大家、艺术

大家的双肩上”。这一点也得到与

会作家、学者的认可。著名作家、南

阳大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天岑称赞

《大地芳华》犹如清风扑面，给乡土

气息浓郁的南阳文坛带来了一种别

样的风景，书内诗作大气，有哲理，

营造的意象细腻感人。

作为南阳知名的文化名片，“南

阳作家群”热切期待新生力量的涌

现，让南阳文脉源远流长。著名作

家、市文联主席廖华歌欣喜于《大地芳

华》的面世，评价《大地芳华》的诗作有

种“明丽的忧伤”，不沉重，能给人以力

量。她同时介绍了南阳诗坛其他几位

年轻诗人，认为生命有多深，诗就有多

深，期待诗人们越写越好。

《大地芳华》是金晓洪在做好本

职工作之余，勤于笔耕的结果。著

名作家殷德杰说，金晓洪明明是一

个不靠诗就可以活得很好的人，她

却把诗作为第一需要，读诗写诗，诗

作真挚不矫情，读来有种心灵被阳

光照耀的感觉。诗如其人，也是一

片亮丽的风景。

评论家孙晓磊认为《大地芳华》

诗文内涵丰富，可以见到东西方文

学的影响，诗人把意象重新思考再

作架构，走的是与众不同的诗歌创

作路子，有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在里

面。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也有与会

人士看出《大地芳华》深受西方文学

影响，并在用数据对诗作意象进行

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诗集带有

较明显的象征主义的烙印。

曲艺家文华和民俗专家白万献

称赞《大地芳华》“出手不凡”。文化

学者张兼维说，相对于已有相当体

量、分量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来说，南

阳文坛的诗歌创作较薄弱，而《大地

芳华》是诗坛的“意外收获”。诗歌

意象轻松自然叠放，又倾注了作者

的情感，充满诗境和悟境。作家水

兵认为由张志和题写书名、周大新

作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地

芳华》堪称“三高”作品，称赞诗作语

言凝练、意象绮丽精准、情感真挚。

与会作家、学者、评论家同时提

出中肯意见。他们认为，诗是语言

的艺术，应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要有跳跃度，给人以大的想象空间，

金晓洪诗作中的一些句子还可以删

繁就简些，以免伤了“诗气”。此外，

诗歌需要激情，诗人虽有很好的想

象力，但在张扬度上还有所欠缺。

他们对金晓洪的创作之路寄予殷切

希望，期待诗人在艰苦的文学路上

“默默地写”“好好地写”，为南阳文

坛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自称“文学新兵”的金晓洪，

对与会人士的“把脉问诊”表示感

谢。她说自己一直相信诗和远方真

的存在于人生之中，她会坚持写，

不停地写，希望有一天会写到更

好、最好。�5
□亚方

梁章钜“精熟一部书”读书法

嘉庆进士梁章钜,用领兵要有
亲丁、交友要有挚友为比喻,说明
读书要采取“精熟一部书”之法,只
有这样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所谓精读,则要做到“烂熟,字字解
得道理透明。如何才能做到这样

呢?“读书要有记性。不拘大书小
书,字字解得道理透明。此一部便
是根,可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
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
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
助。领兵必有几百亲丁死士;交友
必有意气肝胆,便皆可得用。精熟
一部,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纯粹无
疵有体有用之书方可。倘熟一部

没要紧的书便没用。”

曾国藩“专一”读书法

曾国藩在读书求学方面,有一
个重要观点就是必须专一,并列为
“于读书之道、有必不易者数端”

之首,可见其重视的程度。这里不
仅是指读书心思之专,而且也是指
读书范围之专。如他读书,读得最
多的是经、史。但对经、史这类书,
他仍强调要专门阅读,不可拉杂。
正像他在家书中说:“穷经必专一
经,不可泛鹜。”意思是说,如要彻
底穷究弄通经学的道理,必先专究
一经,不要再分心其他东西。在另
一封信中他谈到读《史记》时又说:
“尔既看《史记》,则断不可看他
书。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

意思是说,你既然看《史记》,就不
要看其他书。功课是没有一定成

法的,只是必须专心罢了。不仅是
读经、史,即使是读诸子百家和文
学作品,也要有个专一的态度和方
法。他在给六弟的信中说:“若夫
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
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
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
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
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
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
亦专字诀也。”

唐 “攻破一卷”学习法

唐 是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理

论家、研究鲁迅文学的学者，曾担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

攻破一卷学习法，就是“博览群书，

攻破一卷”。这是一种多角度、多

侧面、多层次地深入精读一本书的

方法。唐 说：“所谓读破，是读两

三遍以至数十遍，每次读时改变注

意重点，有时是文章思想，有的是

表现方法。”“攻破一卷”，不是叫人

只死啃一卷，一生只读一卷书，更

不是否定博览群书，而是强调每读

一本书，都要做到深刻理解，完全

领悟。在博览的基础上，要结合自

己的特长、爱好、专业，抓住主要著

作进行精读，做到博专结合。攻破

一卷，重在“破”字，怎样才算破

呢？这就是要在读书时，做到多

思、多记,重点的内容还要做到“熟
读成诵”，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吸

收书中营养，提高学习效率。�5

一字读书法

《大地芳华》作品研讨会举行——

催 开 心灵深处的花

市二十三中开展“大阅读”活动，让4000多名师生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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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贵

“老身家住南阳地，离城十里姜

家集，棋盘大街住在路西……”这

是豫剧大师马金凤在她的代表戏

《花枪缘》中的经典唱段。有一天，

我正在哼唱这段经典时，突然想

到，姜桂芝的老家似乎就在姜营，

为何不去她老家寻访一下呢？说去

就去，我骑上自行车，冒着零下2℃
左右的凛冽寒风，向姜营进发。

一路上，我琢磨着，姜桂芝的家

还有没有踪影？哪怕有一个遗址也

好。我还想见一见该村的支部书记，

向他建议，能否把姜桂芝旧院建成个

旅游点，村庄周围再种上几百亩果

树。姜营是南阳的近郊，城里人闲暇

时携儿带女，坐公交车就能到这儿，

在历史的长河里陶醉，在花海中流

连，在庄稼中穿梭，赏农村风情，品农

家饭菜，何等惬意……

正想得高兴，突然眼前出现一

大片高层建筑群，一条大道横贯东

西，路北的十几栋已基本竣工，路

南的40余栋正在紧张施工。我下来
一问，原来这正是姜营村，原村庄

全部扒掉了，一个高层建筑群正在

取代它，楼群上挂着牌子“城乡一

体化示范村”。

在工地上伫立良久，我又向几

个原姜营村的老人打听。老人讲，

这个村是个大村，有近三千口人，

历史上一直叫姜家集，新中国成立

后改名姜营。我问姜桂芝家的情

况，他们说，在他们年轻时听村上

老人讲，姜桂芝当年去找罗艺，再

也没有回来。姜桂芝无兄无弟，她

走后，宅子逐渐荒废，后来有人在

她的老宅上盖房，又几度荒废，中

间历经一千多年，到如今，她的老

宅子连个影子也没有了。一个老人

指着路北的一栋高楼说：“姜家老宅

大概就在这一带。”还有个老人说，

《对花枪》这出戏，新中国成立前很

早就有人演，但姜营从来不让别人

来演，一是感到罗艺这个人没良

心，二是感到姜桂芝一生太苦了，

太悲了……姜家的闺女落了个如此

下场，谁心里会好受。

看着眼前的栋栋高楼，望着天

上飘动的白云，我不禁想起《花枪

缘》 里的唱词：离城十里楼成群，

难煞寻觅访古人；江山日新众手

绘，桂芝难认自家门……累累累5

生活的酸甜苦辣……

火 盆

历经千年……

走，看看姜桂芝去

在忧患中不损志气，反增才识，其

进步不可量;
在乐境中不迷本性，反具洞见，其

明智不可罔;
在纷扰中不乱方寸，反而冷静，其

定力不可抗。

人可以清高，但要有宽容之心，否

则就是孤傲;
人可以仁慈，但要有果敢之心，否

则就是软弱;
人可以强势，但要有敬畏之心，否

则就是暴戾。

人可以清高，但要有宽容之心，否

则就是孤傲。

人可以仁慈，但要有果敢之心，否

则就是软弱。

人可以强势，但要有敬畏之心，否

则就是暴戾。

学可开人之蔽而致其知,但不知
其方则反以滋蔽;

学可立人之志而励其行,但不知
其理则反以失志;

学可进人之德而涤其心,但不知
其道则反以损德。�5 （亚方）

摇落 王聪 摄

只留长春在人间……

南都月季赋
□郑胜利

滔滔汉水之北，巍巍伏牛之南，接秦岭依丹汉兮，临大别而

育淮源。沃野万顷如玉碗，清渠千里送甘泉。托名山集佳水而

独秀;多英豪出圣贤而名传。远古有龙兮，春秋展画卷。南缘北
界，温热暑寒，物种繁茂兮，育名花而娇妍。四季如春皆佳景，墨

客诗赋多咏叹。美哉南都，秀哉家园！

寒梅报春后，看迎春灿烂;桃李争艳过，赏芍药盛繁;姹紫嫣
红春归去，夏荷仙姿结青莲;秋来桂花香远，继观黄菊傲寒;红叶
染了层林，茱萸紫了山川。四季各有争奇之花，南都之奇，却有

长春一花而令人赞！赢皇后之美誉，得胜红之佳名，自春至冬，

一岁十放，其艳丽不让牡丹，清绝不逊芙蓉。花瓣层叠胜秋菊，

玉萼香蕊超杜鹃。清丽婉约压桃李，幽香雅韵竞梅寒！春盛之

时，百花避让，岁寒之季，仍斗苦寒,引古今画师写魂，醉无数骚人
题赞！

南都之北，石桥古镇，月季栽培历史久远，秀园千顷，花团锦

簇。品种经世代培育，名目繁多。红者殷殷，其名曰:橘红火焰、
绯扇、香云也;粉者如霞，其名曰:花魂、醉香、玉带也；氵育者如金，
其名曰:金凤凰、欢腾、长虹也;绿者如玉，其名曰:绿云、绿萼、碧玉
也;白者如雪，其名曰:白缎、白雪、清云也。名目之繁，千种以上，
花瓣之妍，风情万种。清丽雅韵，如朝露带霞、韶光映辉。

而今月季是南都之名媛，盆地之骄傲，氵育水之雅韵，宛城之

市花。由石桥而延及城周，异彩纷呈，春光无限。月季之乡与恐

龙化石、独玉齐名，使盆地山川生辉，氵育水流香。南都月季之盛，

织楚天之锦绣，浮清湖之虹霓。迎远客而含笑，引宾朋而醉赏。

武则天有牡丹之爱，陶渊明有菊花之嗜，周敦颐有爱莲之

说，高贤者有梅花之赞，而宛人则皆爱月季！月季之盛，南都闻

名，穷其佳句，难尽月季之妙;搜尽词藻，难写月季之韵。不与群
花争高下，只留长春在人间！

花中之皇后，唯月月红是也。累累累5

□魏蕴晓

农家的火盆只要支起来，冬天

就算是来了，离下雪的日子也就不

远了。在漫长的冬季里，人们始终

围在火盆旁，话桑麻，谈收成，唠叨

东家长，西家短的邻里趣话，让寡淡

无味的农家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起

来。

火盆是农村冬天生活的标配，

几乎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会放上

一个用泥巴糊成的火盆，或者用砖

砌成四四方方的池子。我们家也

不例外，每天早上父亲都会把柴放

进火盆里拢起一堆火，将屋子烘暖

和，再把衣服拿到火盆上烤烤，烤

热后就哄着弟妹们起床。洗把脸，

围着火盆烤一会儿火，就到吃饭的

时候了。于是农家院里开始热闹

了起来,做饭、打扫院子、喂牛、上
学，成了农家一天生活的开始。

最热闹的就是下雪天了。屋

里，大人和孩子们围在火盆旁烤火

取暖，望着外面飘舞的雪花，唠着

家常，说着来年的打算。孩子们则

有时吃着火盆里烧好的红薯；有时

跑出门外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打

起雪仗。有时还会扒开满地的雪，

找柴草，在漫天野地里拢起一堆

火，在火堆旁疯着、舞着、追逐着，

尽情地表达着童年对雪花的热爱。

在这纷飞的大雪里，父亲，围

着火盆拿出烟杆，不停地从烟袋里

取出劣质的烟叶，摁上烟锅，就着

火盆里的火苗猛吸几口，然后凝神

静思着。也许他在想着即将来到

的春节该怎样过，想着孩子们的衣

服该添置了，想着大雪过后去街上

的卖些粮食或者把喂养一年的母

鸡卖掉。反正，一家人的柴米油盐

都要他们去操心。每当这时，母亲

要么在火盆旁支起纺花车纺着花，

等到晴天时就可以把纺好的线织

成布，给孩子们做衣服、做棉被了；

要么坐在火盆旁衲着鞋底，给大人

孩子做着棉鞋。人情与世情，世间

的百样滋味，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皱

纹里。

火盆，给农家带来了温暖，又

像是风雨沧桑的老人，在诉说岁

月给农家的生活带来的酸甜苦

辣。�5

汉江西来丹水汇，

楚国故都自沉睡。

烟霞浩淼渔歌唱，

一泓清泉永向北！ �5

渠 首

生活随笔

□赵文勇

《每周闲情》征稿启事

《每周闲情》版致力打造南阳人自

己的园地，刊发真实反映南阳人尤其

是南阳居民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情感

故事的文章。“真”、“闲”、“广”、“短”是

该版对稿件的要求。希望《每周闲情》

版让人们可以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生

活、谈谈自己的生活、写写自己的生

活，从而有所思考与醒悟。

投稿1000字以内为宜，每周五出
版，敬请读者关注。累累累5
《每周闲情》版投稿指南：

投送邮箱：nyrbwhzk@163.com

守望 王聪 摄

和煦 王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