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玉华出口成章，这
都得益于这些年看的书、
总结的各类感悟。“死人
和活人的区别就是一口
气，活人和活人的区别就
是 一 个 梦 。” 这 样 的 格
言，都出自王玉华的之
手。从 1989年开始，他就
开始出版专著。《初中语
文教育学》是他的第一本
书，之后 9 部 《冲关作
文》《班主任工作 36 计》
《幼儿教育 36计》《面试 36
计》等 25部教育专著相继
出版。

其中《冲关作文》，9
本 100多万字，再版 5次，
成为全省各中小学生学习
作文首要工具书。17年的
打拼，冲关作文的阅读量
和使用量不断增加。作文
与做人、作文与创新、作
文与习惯、作文与成功，

四大理念，感恩教育、赏
识教育、挫折教育、日月
教育相结合，让老师和孩
子们都能尽快提高作文水
平。2016年，《冲关作文》
获得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

一直以来，王玉华一
直倡导大众读书。在全国
各地开展读书报告会。联
合志同道合的张铁生、刘
文萍、齐五栋、刘金松等
老师组成“梦想团队”，深
入武警部队、监狱、学校

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
读书演讲活动，深受大家
的欢迎。

“有梦想不怕遥远，
无梦想虚度终身。”王玉
华的妻子郭香荣也是一
名省级优秀教师，夫妻
二人伉俪，在任丘教育
界德高望重。女儿王月
苓现在河北师大附属中
学教学。一家三代，在
教 育 的 舞 台 上 埋 头 耕
读，被评为“河北省教
育世家”。

◢ 人和人的区别就是一个梦

对于教育，王玉华几近痴
迷，这跟他的经历分不开。父亲
是一名老教师，新中国成立前就
入了党。抗战期间，被日本兵抓
到抚顺煤矿，受尽折磨，九死一
生。从煤矿逃出来，千里徒步回
任丘。正是这国仇家恨，老先生
重新拿起了书本，为孩子们讲
课，这一讲就是几十年。王玉华
从小目睹了父亲对教育事业的付
出，对于老师的理解，不止传道
授业解惑的身份，更是一份融进
生命里的事业。

教学离不开书本，在王玉华
的印象里，家里到处都是书，看
书讲书是家里人最大的娱乐项
目。上世纪 50年代的华北农村，
书本是很少见的，即便有书，一
般家庭也是当废纸卖了换几个
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王玉华
和小伙伴们每天都要去河边淘
鱼，拿到集市上卖。有一次，他
跟一个小朋友淘了几条鱼，卖了
五角钱。那个小朋友随手在集市
上买了两个西红柿，大块朵颐地
吃起来。王玉华却发现，有位卖
榆树皮面的大娘，摊上有本书，
本是为了包面子用的，可还未开
张，书本完好无损。他用那五角
钱收为己有，王玉华清楚地记
得，那是一本叫《西沙儿女》的
书，辽阔的大海，朴素的渔家，
煤油灯下的小孩子，一下子融入
了碧海蓝天。

1977年，高考恢复。王玉华
第一个报了名，结果以失败告
终。接下来的 4 年，他勤学苦
练，结果亦然。有梦想就不怕
远，当老师这辈子就当定了。他
没认输，报考了河北大学首届函
授班，自学专科。每周都骑着自
行车到沧州，6 个半小时的车
程，从来没耽误过一节课。

河北师范大学的本科，东北
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王玉华一路
求学，一路教学。

◢ 高考连续考了5年 ◢ 读有用的书而非有趣的书

1987年，河北省中语
会组织全省优秀语文老师
在保定安新讲观摩课。那
时候，王玉华是任丘市西
环路中学的语文老师，就
在那一次的课上，他第一
次接触了这么多来自全省
的教育名人，开始对教学
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8年，学校用书都是到
农村的印刷厂印刷。冬季
的一天，寒风凛冽。骑车
去往史村的路上，王玉华
碰到了两个人，一个人正
在为两天前拾到的 50元钱
没找到失主而忏悔，另一

个人便说，做好事不留名
才是最高的境界。二人的
对话让王玉华备受感触，
一个人的信仰是什么？是
要持之以恒做一件对社会
有用的事。寒风中，他不
断念着自己的名字：“王玉
华，从现在开始，一定要
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

就这样，他坚持几十
年早 5 点钟起床看书写
作 ， 晚 11 点 之 后 才 休
息。读书要精读，读有用
的书而非有趣的书。王玉
华读书，每天都要把好词
好句记录下来，去感悟反

思，手写寄语，把最精华
的感悟教给孩子们，还编
辑成册，让正能量传播下
去。

人这一生，一本是有
字之书，一本是无字之
书。有字之书明理，无字
之书解道。读书是“书与
我”，写书是“书我读”。
在读 《西游记》 的时候，
分析师徒四人的性格特
点，每一次遇难怎样去化
解。人生的历程只有经历
足够的磨难才能有更深的
感悟，才能站得更高，展
现独特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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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
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
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
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
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59岁的高宝忠出生在河间市尊祖庄一个革
命家庭，太多浴血奋战的战争故事让他铭记心
间，激情满怀。于是历时两年时间，书写了55
名烈士的故事，编辑成《金刚壮歌》一书。

抗日战争时期，高宝忠家是保垒户，爷
爷、伯父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爷爷是区县交
通员，伯父是武委会主任，父亲是地道主任，
叔叔是区粮贸主任，奶奶、姑姑是妇救会成
员。抗日战争中，伯父英勇牺牲，解放战争
中，舅舅为国捐躯。

儿时的高宝忠，经常听父辈讲当年战争的惨
烈，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畏牺牲抗击日寇
的英勇事迹。入学后，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
学生们为烈士扫墓，聆听革命故事，唱红色歌
曲。高宝忠内心对革命烈士充满了无限崇敬。

2017年，高宝忠整理了第一篇《我家祖坟
上长眠着这么一位先烈》，在河间广播电视台
公众平台发布，引起反响。2018年，在建党
97周年之际，《河间也有一个“董存瑞”》被
《河间周报》采用并刊登。同年高宝忠下乡工
作时，偶遇自己的老师，交谈中得知后念祖村
东北角埋葬着 72位烈士，是在 1942年农历六
月二十八的战斗中牺牲的，详情不清。据老师
讲，曾有几个人还原过这次战斗的场景。但当
时知情人年逾古稀又远在北京和外地，没能及
时记载，现在均已过世，只好就此搁浅。当
时，老师鼓励他去探访还原。

先烈们为了抗击日寇埋骨他乡，决不能让
他们的英灵和革命精神泯灭。于是在工作之
余，高宝忠就开始了艰难的挖掘、搜集这个英
雄群体拼死奋战的历程。他走遍了后念祖村，
逐个拜访了 90岁以上的老者，寻找走访了周
边村的老党员、老八路、老游击队员，得到了
一些零星的信息和线索。又翻阅了大量的河间
文史资料，只是印证了这支部队是任河大支队
战斗中的一些场景和传说，没找到相应的记
载，收获甚微。

后来，高宝忠想到参加这次战斗的是任河大
支队，任丘市是否有记载？于是，联系上了任丘
市党史办工作人员，从那里得到了部分珍贵信
息，确定了参加这次战斗的有任丘七区小队，冲
出包围圈的幸存者有4人，有真实的姓名，但均
已故去。但在他们生前，讲过这次战斗的经过，
任丘党史办有相关的记录材料。由此，他深感挖
掘整理这段历史资料时间紧迫，若再不进行抢救
性挖掘整理，这段历史信息将难以再现。

回来后，他结合询问的后念祖村老人记录
的材料和在任丘市带来的材料进行了整合，发
现缺乏说服力和铁的佐证。他又陷入了迷茫，
不知所措。这时，他想到了何不在互联网上搜
寻？之后发现，这支部队的书记张文瑄写的
《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第三十三区队斗争史》
里有一段记载了后念祖村 6·28战斗的经过。
原来，任河大支队就是后来改编的三十三区
队，由区队政委黎彦昌带领区队特务连、一连
和任丘七区小队，在后念祖村宿营时，遭遇
日、伪军千余人合围，我军在此消灭三四百名
日本鬼子，突围时牺牲了 72名八路军战士，
是我军一次反包围的胜利战斗。使后念祖村
6.28战斗得到了彻底还原，由此他才详细地写
出了《烈火金刚诞生地还长眠着七十二位先
烈》这篇文章。

还原后念祖村 6·28 战斗，历时一年有
余，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但内心感到非常的
欣慰。镇党委政府领导得知后，给予高宝忠大
力支持，并鼓励他继续挖掘整理本镇红色文
化。接着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对本镇在战争年
代牺牲的101名烈士的后辈进行访谈，写出了
55名烈士的英雄事迹，其中 46名烈士因无后
人，英雄事迹已无从考证。另外，搜集整理出
《抗日战争时期盘踞在尊祖庄镇的日伪军据点
和兵力配备》，又写出了《后念祖村七十二烈
士墓迁移纪实》。

以上所写内容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编辑
成册，书名为《金刚壮歌》，作为尊祖庄镇的
红色文化资料。

为为5555名名烈士烈士

书写书写金刚壮歌金刚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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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校园、学生、欢
笑。在北师大任丘附校的校园
里，我们见到了王玉华老师。
灰色的羊绒大衣，领带打得板
板生生，谈笑风生，儒雅随
和，一点看不出已经63岁。

王玉华，一个在任丘教育
界为人熟知的名字，他用一生
投身教育，研究阅读，是沧州
市第一位河北省管优秀教育专
家；唯一一位从 1994年第一批
沧州市拔尖人才至今已连任 8
届的人；他创作的 《冲关作
文》系列书籍获得河北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他是省教育界出
版专著最多的专家，几十年出
版25部专著。

他上课时间最长，送走了
40个初三毕业班，做了 8年高
考作文点评、23年中考作文点
评。几十年，王玉华说这一切
都感恩于书本，在文字的世界
中，一生玉华。

对联类丛书《甘棠丛书》编委会
成立仪式，日前在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举行。青县潘洪斌作为编委之一应邀
参加，未来将负责对联文献整理。

潘洪斌是青县清洲镇南街人，网
名中山书隐。虽大隐隐于市，生活于
小镇的他确也是中国对联界的名人
——曾获第九届彭玉麟对联大赛金
奖，是第一届与第三届甘棠奖十佳联
手，同时也是第三届甘棠奖优秀论文
获得者。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与他爱
读书有关。“书已融入我的生命。”
潘洪斌的读书史要从小学暑假的一
天说起。那天中午，老姨买了一本
《少年文艺》，这本书成为他的第一
本课外读物，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
扇窗户。

1984年，潘洪斌考上青县第一
中学，那时的校园还在新华路中段。
学校的南头有阅览室，每周都有一节
阅读课。第一次面对整屋子的书刊，
潘洪斌茫然不知所措，只顾胡乱地翻
阅。“高中三年，是我青年时期读书
最多的一段时光，也是改变我命运的
转折点。”潘洪斌回忆。

那时一个月两元可以办一张学
生借书证，一次可以借两本书，带
回家慢慢读。他搜罗了五六张同学
们闲置的借书证，一次借出十多
本，《红楼梦》《封神演义》《近三百
年 名 家 词 选》《宋 词 选》《全 唐
诗》……在家没日没夜地读，上课
偷偷地读，潘洪斌如饥似渴地阅读
着中外名著，人生命运轨迹也渐渐
改变。

19岁早早地步入社会，但他读
书习惯没有丢掉。有了收入，潘洪斌
便会隔三岔五地去邮局买 《诗刊》
《星星诗刊》《人民文学》《小说月
报》等杂志，去书店买《王朔作品
集》《随园诗话》《百年孤独》等书。
1998 年，结婚不久，因生活拮据，
潘洪斌只好出售自己的藏书，没想
到，从此步入了旧书行业，一卖就是
20年。

在贩书的日子里，潘洪斌每周都
去一趟天津的古文化街。他走过很多
旧书市场，看过很多古旧书籍，也结
识了很多收藏界朋友，让他对读书又
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黄清奎是青县
一中的老师，他推荐读钱钟书的《谈
艺录》，潘洪斌用了大半年才啃完了
这本书，并对中文部分做了简单注
释，随后又通读了《管锥编》。这是
他接触学术著作的开端，之后陆续地
翻阅顾炎武、赵翼、章太炎、王国
维、陈寅恪、余嘉锡、钱穆、冯友兰
等人的著作。

2013年，潘洪斌与沧州学者孙
建结识，在他的引领下，进入区域
文化研究领域。孙建为他拷贝了
《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四库未收
书》《四库禁毁书》《续修四库全
书》《清人诗文集》以及全国各县历
代县志等十几万种电子书，极大地
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中国古代
典籍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日后学
习工作过程中不断地翻阅利用，受
益匪浅。

最近五六年，是潘洪斌人生中
读书的第二个高峰期。2015年，偶
然注册了中国楹联论坛，他的兴趣
又分了一半给对联和诗词，《历代
诗话》《清诗话》《古今联语汇选》
《联话丛编》 等书成为新的精神食
粮。

看书、编书、卖书，在不断与
书为伍的路上，潘洪斌说，“假如
上天再给我三四十年的读书时光，
当我临终前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
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
碌无为而羞愧，因为我的整个生命
都在与书为伍，这是我无悔的选
择。”

严格来说，宋灵慧虽然出
身农家，在农村长大，却并不
是农民。但读她的散文集《第
101朵花开》，却常常感觉她就
是生活在村子里的邻家妹子，
用她纯朴而不失俏皮的语言，
写着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眼
睛里看到的都是美，笔下流淌
的也都是美。她写的这些花儿
草儿的题材，与我仿佛就是司
空见惯的东西。

在《问草》中，她笔下的
草荟萃一地：“蔓草、莥草、
稗草，甚至是贴着地皮的芦
草、墩子草、牛筋草，也都踮
着脚向上蹿。孕籽的穗，没有
风吹过，也像各色的旗。蔓草
的叉、莥草的尾、稗草的掌、

芦草的缨、墩草的棒槌、牛筋
草的戟，跟你们对视……”读
着这些似乎沾染了草香的文
字，眼前仿佛就是一幅画，看
到了一幅宋灵慧绘就的“百草
园”。有了这么美的文字，让
读者痴迷，更让作为读者的
我，仿佛又回到了虽然贫困但
乐趣无穷的童年。那时，我也
有自己的一块芳草地，而每个
农村出来的孩子，谁的心中没
有这么一块属于自己的“百草
园”呢？宋灵慧写的不仅仅是
童年的记忆，她写的分明是乡
愁啊！

而在《吃草》这篇散文
中，宋灵慧在她营造的“百草
园”里，特别提取茅草这种植

物加以细写。茅草的根茎是甜
的，我们小时候也叫它茅根。
这种甜丝丝的草，是我们这个
岁数以及往上多少代人最美好
的童年记忆。在那个不能保证
吃饱的岁月里，这种草养活了
多少农村孩子？还有灵慧写的
那些野菜，在青黄不接的春天
里，就是每个孩子舌尖上的盛
宴。她的这篇文章依然写乡
愁。笔调一点也不伤感，仿佛
老僧说禅，在悠悠的回忆中，
让读者和她像老牛一样，“卧在
岁月的门槛，把吃过的草反刍
一番”，按照自己的心绪去“解
读生命的密码”。她的散文《玩
泥》也是有着深情的美丽乡愁。

灵慧的这部散文集，分作

五辑，每一辑都有不少的佳作
作为支撑。但我固执地喜欢她
写乡情的这类文字。因为这些
故土风情，无不折射出世事的
艰辛，又有对人生的感悟，既
写人，又写事。这些散文情感
真挚，清新流畅，在平淡中显
出诗意，优美而浪漫，让人馨
香恋怀。作品中多用旧人旧
事，抒发自己的心灵感受。她
的散文，启迪青春、点缀人
生，使人相信明天、相信未
来。灵慧追循的是传统的散文
路子，实实在在地写自己经历
过的生活，不故作高深，不炫
弄技巧，真诚自然地表达内心
的感受，文字中散发出隽永的
意味。

心中心中有爱有爱 青草也开花青草也开花
———读宋灵慧散文集—读宋灵慧散文集《《第第101101朵花开朵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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