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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流金岁月流金岁月””到到““于无声处于无声处””
□ 赵德玺

书不厌旧，衣不厌新。旧书对于读

书人来说总是别有韵味的。为什么说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为什么说“温故

而知新”……这大约都是因了旧书的魅

力吧。

好书不厌百回读，经典都是读出来

的好书。真正的读书人，书架上不全是

新书，受主人钟爱的往往是那些翻阅多

次、甚至流转多人的旧书。至于那些藏

书家秘不示人的古本旧藏，就更不用多

说了。对于读书人来说，又有几个不喜

欢逛一逛散发着“古董”味儿的旧书摊

呢？

那个时下很火的“孔夫子旧书网”，

大约也是抓住了读书人的心理，从方便

旧书流转做起，如今早已成了众多读者

喜爱的购书平台了。现在的“孔网”不

仅经营旧书，连新书也开始搭载这个平

台得以流行起来。我早几天就以很便

宜的价格买到了李娟的《我的阿尔泰》

和阿乙的《未婚妻》。书是新书，因了旧

书网的结缘，却平添了一种恍若故友相

逢的欣然。

旧书可以读出新意，那是自不必说

的事了。即使我们翻烂的中学语文课

本，如今偶尔再读那些名篇，也会增添

不少新的认知。比如王荆公那篇《游褒

禅山记》，上学时感觉读着有些拗口，如

今再读那“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

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

之 观 ，常 在 于 险 远 ，而 人 之 所 罕 至

焉……”自然就会读出一种“曾经沧海

难为水”般的沧桑之感。约略体会到王

安石坚持变法的那股韧劲儿就在此文

此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更为幸运的是，旧书遇到新知。不

少单位里长期睡大觉的新书最后成了

旧书。不管是在旧书网或旧书摊，总会

遇到这样中意的旧书。有的还是老朋

友的签名版。我就曾在淯阳桥北头的

旧书市场上买到过文化局资料室流出

来的油印版《卧龙岗志》，还有诸葛亮研

究学者张晓刚先生 1984 年编的一本卧

龙岗诗集。当我拿着这本旧书找他重

新签名时，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有如此

巧合的机缘。还有一本新疆版周作人

著的《关于鲁迅》，旧版平装印刷一般，

却是难得的好书。不仅是名人写名人，

还是弟弟写兄长。关于鲁迅的家世和

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解读。阅读记忆里的百草园、三味书

屋、咸亨酒店，孔乙己、阿 Q、长妈妈等，

均可以在此书中找到原形或影子，十分

有助于我们走近严肃的鲁迅先生和他

意义深远的作品。

当然，在旧书里也能读出遗憾。前

几天，我从网上购得一套上世纪 90 年

代新民晚报出版的副刊文集《夜光杯文

萃》，皇皇四卷，七十多万字，是新民晚

报创刊七十周年副刊文章的集大成者，

其内收录的名家文章比比皆是，令人爱

不释手。尤其令人感慨的是，这套书的

封页上盖有某单位图书室的印章，里面

内附的借书卡也还完好，清清楚楚记录

着这套书的价格、编号、采购日期。稍

稍遗憾的是，这套珍藏版图书自购进新

书到最后作为旧书流出，辗转到我手

上，借阅卡的记录上，始终是空白的。

如今到了我的书架上，自是焕然一新倍

加珍惜，也算是旧书遇到“新知”，于书

于人都是幸事。

读旧书，添新知。

愿旧书，有新知。

这就是旧书的价值所在，也是最近

几年一些城市专门举行“旧书新读”活

动的意义所在。惟愿旧书莫自弃，旧书

总会遇新知。但愿每一册流转的旧书，

都能在我们新的阅读中，焕发出新的生

命。这，大约也算是旧书幸运的转世

吧。②8

旧书新知旧书新知
□ 于 杭

书香漫谈

书人书事书人书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董志

国）近日，由三门峡市文联、作

协共同举办的“爱在天鹅城”全

国美文大赛历时半年，正式落

下帷幕，南阳作家路漫漫的散

文获得优秀作品奖。

路漫漫原名鲁钊，现任南

阳市作协副主席、二月河研究

学 会 会 长 、卧 龙 区 作 协 主 席。

他近年来力攻散文创作，努力

使作品走出去，以参加大型征

文奖项活动，扩大在省内外影

响。今年半年来，他的作品频

频在外获奖，先后获得北京市

“话·运河”征文、安徽省“岳西

高腔”全国文学大赛、内蒙古文

明办文明网“家风家教话传承”

征文、湖北省“诗吟孝善楼，情

系孝感乡”全国诗词散文大赛、

河北省“诗意赵州”全国征文、

陕西省“秦岭之心·醉美宁陕”

全国文学大赛、“老家河南·浚

县过年”全国征稿大赛、河南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和 省 文 联 联 办 的

“大地文心·河之情”生态文学

作品散文奖等大型征文奖十余

次，展示了南阳青年作家的不

俗实力。②8

南阳作家多篇散文
获全国各类征文奖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董志

国）近日，邓州市退休移民教师

张书强新书《移民孩子王》由黄

海数字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 书 强 因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程于 2009 年从淅川县移民

搬迁至邓州市，是一位有着特

殊 身 份 和 特 别 情 怀 的 老 教

师 。 心 怀 大 爱 的 他 用 十 年 之

功 不 懈 写 作 ，呕 心 沥 血 ，玉 汝

于成，2024 年初夏，长篇小说

《移民孩子王》终于完美收官。

这部作品中，作者艺术地塑

造了民办教师谢丹江的典型形

象。他有着与众不同的身份：一

位爱国爱家吃苦耐劳的库区老

移民，一位尽职尽责爱校爱生永

不言败的老民办教师。谢丹江

属丹江口库区内南水北调移民

范畴中的一位民办教师，这就注

定他除了有全国各地民办教师

的共同特点外，还增添了许多漂

泊与无奈的成分，但他那坚守清

贫、乐于奉献的执着精神与全国

各地民办教师是一致的，只是又

加重了磨难。让人读后既有催

人泪下的悲伤，又有肃然起敬的

感动。②8

书香资讯

《移民孩子王》出版发行

刁仁庆对文学是真的痴情。40 年

前，县里召开文学创作笔会，一天中午，

仁庆邀我去他家吃扯面。那时他已是

县广播站的一名职员。仁庆做一手好

饭菜。我俩边吃边聊，仁庆说，这辈子

离不开文学了。我说未必，一辈子的路

还很长，文学不能当饭吃。仁庆说，文

学让人清醒，催人奋进，让人发现真善

美，识别假恶丑……老实说，我当时心

头一震：这家伙 ,竟有这般认识！那时

候，仁庆也才二十岁出头，我们那些业

余作者，大多都出身苦寒，身处逆境，视

文学为“敲门砖”。而仁庆的认识明显

与众不同。此后四十年间，仁庆先是去

县委宣传部做新闻记者，后来做科长，

把新闻科弄得风生水起。仁庆摄影，视

角独特，有“文学味儿”；仁庆写新闻，聚

焦准，亦有“文学味儿”。年逾不惑时，

仁 庆 从 政 ，做 了 管 理 几 万 人 的“ 小 诸

侯”，从乡闾到邑镇，仁庆带着“文学味

儿”施政，举重若轻 ,几经迁流变易，到

哪里，哪里就政通人和。政事之余 ,仁
庆完成了“流金岁月四部曲”，皇皇四

卷，200 余万字，仁庆文名鹊起，有人之

处，人们以谈“流金岁月”为时尚雅趣。

从文学角度讲“流金岁月四部曲”之一

显得稚嫩 ,以下三部都在超越，尤以《六

十岁的秘密》成熟完美，无论从长篇小

说的人物塑造，结构编织、情节推进、细

节烘托、语言锤炼，都达到了令人赏识

的高度，获得了南阳文学界的认可。凭

着“流金岁月四部曲”，仁庆傲立文学

“宛军”，做了宛军“盟主”；凭此，仁庆挺

进中原，跃进文学“豫军”之林；凭此，仁

庆步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神圣殿堂。

进入花甲之年，仁庆的创作激情进

一步迸发，文学视界更加开阔。他开始

关注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个具有挑战

性的领域。因为涉足这个领域的作家

太多了，而且已经出现了不少经典作

品。但仁庆似乎没有望而却步，充满自

信地毅然擘画着自己的创作蓝图。他

屡次奔赴黑龙江边陲，采访考察，搜索

历史资料，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民间

轶事；多次去北京、上海，查阅大量的历

史资料，拜访革命老人，记录了一千多

万字的采访笔记，为自己的创作计划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他把这部鸿篇巨制

定名为“于无声处四部曲”，计划写 260
万字收官。

仁庆的创作热情和毅力是惊人的。

他白天应酬事务,夜晚进入创作状态，这

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午夜，上床休息，凌晨

四点再次进入创作状态，八点钟收手，步

入“滚滚红尘”，就这样周而复始，《红色

任务》《红色命令》相继问世。

《红色任务》和《红色命令》的显著

特点是：大题材，小人物。其他革命历

史题材的作品，文学视角聚焦的差不多

都是革命领袖人物，仁庆聚焦的却是

“小人物”，或者说是革命群众，这就更

具挑战性，阅读者习惯关注革命领袖人

物的革命事迹、革命风范，仁庆以革命

小人物为主角，浓墨泼写，大人物退幕

后，小人物奔前台，而且写得栩栩如生，

艺术形象与历史真实融合一起，极具可

读性。这就颠覆了阅读者的认知，原来

小人物是这么可爱，这么富有牺牲精

神。正是有了他们，革命运动才如火如

荼 ,从胜利走向胜利，推动了历史的前

进。仁庆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开小

人物表现大题材的先河。

这两部书的另一称道处是，结构谨

严，情节构建独具匠心，起承转合，天衣

无缝，水到渠成；不因事而定人物，亦不

以人物而设事；人物演绎故事，故事产生

人物，犹鱼之于水，水之于鱼。人物虽然

众多，但每个人物都有价值，多一个不

行，少一位也不行。难怪仁庆为了构建

这部书，把《红楼梦》读了不下十遍。

仁庆曾经坦露过，在“于无声处”杀

青后，打算挖掘一下家乡“汉冢·刁庄”

这口小井，创作“乡村风情四部曲”。说

心里话，仁庆的创作激情和精力让人嫉

妒和敬佩。

但我仍然期待“于无声处”的另两

部早日问世；期待“乡村风情四部曲”摆

于我书案之上。②8

通讯员 耿融阳 文/图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7 月 21

日清晨，方城县第五小学的李佳臻便早

早和爸爸一起来到竹林晨读点诵读经

典，这已经成为她每年暑假最喜欢的活

动。

“孩子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带着她

参加活动，今年是第三个年头，通过几

年来的诵读，孩子不仅养成了读书的好

习惯，也越来越喜欢传统文化，语文成

绩提升很多，现在每天早上 5点 15分闹

钟一响，孩子便起床和我一同前往晨读

点。”李佳臻爸爸告诉记者，孩子对《论

语》已经非常熟悉，对于文言文的理解

也提升不少，目前晨读点的老师让她领

读，孩子积极性很高。

据了解，暑期晨读是方城县打造的

公益读书品牌，2019 年由方城县委宣

传部、县妇联等部门牵头组织开展，六

年来，热爱公益、喜欢读书的社会各界

志愿者踊跃参与，由 3人发展到 132人，

选取经典书籍捐送、挑选优秀师生领

读、维护晨读秩序安全，采取各种方法

激发孩子们的晨读热情。参与暑期公

益晨读的人数已突破 30 万人，项目获

河 南 省 2023 年“ 终 身 学 习 品 牌 项 目 ”

“全国第二十八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

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奖”，逐渐成为丰富

孩子暑期生活，彰显市民精神风貌的重

要活动。

目前方城县暑期公益晨读活动的

辐射面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今

年的“全民阅读 书香方城”暑期公益晨

读 活 动 在 城 区 和 乡 村 设 置 40 个 晨 读

点，范围覆盖全部乡镇（街道），为期一

个月，晨读内容包括习语金句、毛泽东

诗词、中华经典《论语》《大学》《中庸》

等，7月 5日活动开启的第一天，参加诵

读的家长、孩子、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便

达 2000余人。

方城县妇联三级调研员刘飞晓是

公益晨读的志愿者，也是公益晨读活动

最早的倡导者。“活动期间，我们每天 5
点 30 分前往晨读点迎接孩子，今年增

加了一些室内晨读点，天气不好时，我

们采取线上共读的方式让大家放心参

加晨读。后期还将根据晨读的具体情

况适时增加晨读点，尽可能为孩子创造

良好读书条件。我们将引导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刘

飞晓说。

晨读星火渐燎原，在公益晨读活

动的引领下，方城县全民阅读氛围愈

加浓厚，每年 4 月、9 月被设立为“方城

读书月”，社会各界建立读书会、读书

群 、读 书 小 组 1000 余 个 ，参 与 阅 读 的

群众达 70 余万人次，全民阅读蔚然成

风。

方城县还高标准打造县级图书馆

1 处，中心城区诸葛书屋 4 处、城市书

院 4 处，建立职工书吧 120 余个，农家

书屋全县 569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各

类 藏 书 总 计 200 余 万 册 ，惠 及 群 众 达

120 余万人。这些功能齐全、温馨舒适

的智能化阅读空间已成为满足群众阅

读需求、感受文化熏陶、感知文化魅力、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②8

方城：公 益 晨 读 引 领 新 风 尚

这两天，趁着工作之余，我

收集了一套有关新质生产力方

面的资料，准备好好学习，补上

对 这 一 新 生 知 识 点 的 认 识 盲

区。追逐新生知识，主动学习

求 进 ，已 经 成 为 我 的 行 动 自

觉。这些年，爱书、藏书、读书、

写作，在书香氤氲中，我启迪成

长智慧，陶冶心灵情操，汲取前

进力量。

我爱好读书的习惯，是受

父亲的影响而来。父亲一生虽

然生活在不是很好的环境中，

但是却喜欢读书看报，沉恋书

香。少年时期的我，被父亲床

头摆放的一摞摞报刊熏陶，彻

底迷恋上读书和写作。少年时

期就有作文发表，一度成为校

园“新星”。

工作之后，爱好阅读的习

惯一直坚持。从最初的纸质报

刊 阅 读 到 现 在 的 电 子 报 刊 阅

读，每天都能一以贯之。持之

以恒读报看报，乐于善于“咬文

嚼字”，读报看报也能读出“诀

窍”。由于坚持不懈参评好文

章、好版面、好题目、提建议等，

和报社互动频繁，我成了经济

日报的忠实粉丝、热心读者，曾

三次受邀参加在北京、武汉举

办的读者座谈会，两次被评为

优秀读者。

因为喜欢读书，我也乐于

参 与 读 书 活 动 。 每 遇 相 关 活

动，我都积极报名参加。在参

与读书沙龙活动中，结交读书

好友，分享读书收获，推荐好书

好文，营造书香氛围。我还积

极参与读书相关征文活动，多

次 在 各 级 各 类 书 香 征 文 中 获

奖。

酷爱读书，让我也成了一

名 写 作 爱 好 者 ，工 作 生 活 之

余 ，笔 耕 不 辍 。 数 百 篇 新 闻

通 讯 稿 件 在 各 级 各 类 报 刊 发

表 ；上 千 篇 评 论 文 章 在 全 国

各 地 报 刊 网 络 平 台 发 表 ，并

在 云 南 网“ 彩 云 网 评 ”开 设 个

人 专 栏 ，发 表 专 栏 评 论 文 章

上 百 篇 ；近 百 篇 散 文 、随 笔 、

小 小 说 等 文 学 作 品 在 报 纸 副

刊 、网 络 文 学 平 台 发 表 。 40
多 篇 文 章 在 各 类 比 赛 中 获

奖，被收录出书。

读书过程，我不但长期坚

持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也曾

获 得 过 多 家 报 社 的 免 费 赠

阅。前些年，我连续多年订阅

或 转 增《经 济 日 报》《南 都 晨

报》《农村百事通》等报纸杂志

给乡下父亲阅读。在老家，父

亲 每 天 能 够 定 时 接 到 邮 局 送

去的报刊学习，被传为乡村佳

话。

读书 ,滋养心灵的沃土 ;旅
行 ,拓展视野的征途。在成长

的过程中，读书不仅让我获取

了 知 识 、滋 养 了 灵 魂 、塑 造 了

人 格 ，也 让 我 学 会 了 独 立 思

考 ，教 会 了 处 事 之 道 ，拓 宽 了

视野格局。我深深感到，每一

次 的 品 读 ，都 是 一 次 提 升 ，与

我而言，作用匪浅，受益终身。

读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旅程。前不久，我有幸荣获南

阳市第十届“十佳书香个人”称

号。沉醉书香，收获肯定，我将

以此为激励，在漫漫书香之路

上，持之以恒地求索、前进、成

长。②8

氤氲书香伴我行
□ 胡勇俊

书香茶话

参加暑期公益晨读的人日益增多，方城县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