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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宝玉的工作室里，
书籍和鲜花是主题，多彩温
柔的颜色，让人感到安静舒
缓。长条桌上的一本小书，
安放着多个书签，可见主人
每天都在翻看，上面书写的

“感悟”二字，便是她和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长期学习
探讨的话题。他们为这样的
读书会取名为“觉悟人生”。

读书明理，更多的是寓
理于行，修身修心，让生命

更加丰盈。这是王文策体会
最深的。作为读书会的创办
人之一，他最大的初衷就是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怎样
练就心底的安宁，让工作更
加顺利，生活更加幸福。他
自营珠宝玉石生意多年，对
玉文化颇有研究，在不断感
悟中，他觉得人如玉，玉如
人，玉有五德，即“仁义智
勇洁”，人亦如此。

苏宝玉则是一名心理咨

询师。听别人的故事，解自
己的问题。在解决各种心理
难题的同时，她该如何排遣
日益堆积的负能量，为自己
的心灵找个出口？于是，她
爱上了读书，用文字去清空
不好的情绪，用经典去润泽
思想，寻安静一隅，与志同
道合的人共读。

在聊天中，王文策与苏
宝玉的想法不谋而合，去年 3
月，他们约上三五好友，一
同开启了“众乐乐”的模
式。在读书会开启之前，二
人给这个团队作了准确的定
位，那就是觉悟，用身去
觉，用心去悟。他们研读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
华，归纳成册，虽然简短，
每一页可能寥寥数语，却包
罗万象，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每周三的上午 9时，读书
会便开始了。大家每次学一两
句，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说出
感悟，日进一寸，人就开阔一
点。比如感恩与感谢，前者因
心而记，后者因事而记。感谢
是内心的波澜，感恩则往往是
融入岁月的沉淀。

解决内心的困惑，就在
于读书。苏宝玉说，经过几
个月，大家在一起探讨学

习，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一对夫妇，丈夫性急，妻子
敏感，生活中的琐事，让两
个人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
不良情绪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

“觉悟人生”读书会，从最初
的针锋相对，到现在的互相
理解，放下心中的羁绊，彼
此信任，彼此扶持，夫妻关
系得到了很大改善。

李华山是读书会最初的
成员，他融文化于书画，在
笔墨中见人生，在学习中收
获了很多快乐。特别是在当
下的社会中，人们怎样在迷
茫的困惑中、在忙碌的生活
中守住一方净土，寻得一丝
安慰，只有读书。

魏智慧是读书会里年龄
最长的一位大姐，退休后，
做家务、带孙子占用了她几
乎全部的时间。长期的家庭
生活，局限了她的思想，总
想走出来透透气，让自己更
开心、让家庭更和睦。无意
间，来到了“觉悟人生”读
书会，就在这一字一句间，
她的思想不断升华，从中悟
到了很多深刻的道理，运用
到实际生活中，理顺了家庭
关系，自己也收获了轻松和

幸福。
刘彩霞是专业做安全技

术的理科生，但从小就喜欢
诗词歌赋，对文学颇有研
究。因长年工作劳累，现赋
闲在家，相夫教子。和喜欢
的人做喜欢的事，是刘彩霞
一直追求的生活，只是苦于
寻找，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
安心之处。来到读书会后，
第一次参加活动，就让她爱
上了这里。通过学习，她学
会了更好地控制情绪，思想
维度也在不断提高。

书中的生活，书中的四
季，一切将如桌上的这杯花
茶，晶莹剔透，美妙生动。

《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作者：季羡林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从来不

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时间拉开了距离，也证明了一切。生活就是平平淡

淡、又起起伏伏。顺境时一往无前，坎坷时柳暗花明，
重要的是你对待时间的态度，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时
间，时间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应。

《变量》
作者：何帆
你会在本书中读到作者对很多热点问题，比如乡村振

兴、“专精特新”、互联网整顿、地方债务、自动驾驶、老
龄化社会等，经过调研和思考之后形成的一些个人判断。

冬日的下午，沧
州文化大厦一可书院
的檀香，悠悠冉冉。
与田一可的交谈，像
时光划过的水面，于
静心处思索，于轻舟
中感悟，于行进中开
阔。

幽默风趣、才思
敏捷、妙语连珠。田
一可说的每一句话都
在表达学以致用。只
有落地的才是智慧，
只 有 思 想 意 识 提 高
了，人生才会越来越
顺利圆满。而这样的
感悟，跟他丰富的人
生阅历有关。

49 岁 的 田 一 可 ，
出生于南皮县王寺镇
陈官屯村，十几岁时
就喜爱书法，曾经在
初中校长的鼓励下，
在镇教师大会上现场
书写了“源远流长”
几个字。就是这次鼓
励，成了他开启书法
之路的“金钥匙”。他
先 后 拜 师 南 皮 魏 春
阁 、 石 家 庄 黄 绮 先
生 ， 并 刻 苦 学 其 精
髓 ， 凭 着 天 资 和 悟
性，逐渐成为一名书
法老师，在泊头师范
学校教授书法6年。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
1998 年，田一可下海
经商。直到 2004 年，
在石家庄的田一可亲眼
目睹了一位大学生因找
工作面试 6次失败，而
跳楼自杀的过程。这一
幕对他触动极大。

到底学习是为了
什么？到底怎样学习
才能更加适应社会？
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

价值？众多问题在他
脑 海 里 打 转 儿 。 之
后，他针对大学生就
业问题，梳理了很多
现实存在的问题，并
给当时教育厅厅长靳
宝栓写了一封信，呼
吁全国教育系统关注
大学生就业问题，对
高校扩招和用工单位
要求逐渐提高的矛盾
问题予以研究和改善。

从那时开始，田一
可就走进了京津冀的各
所大学，针对就业问
题，提出了大学生就业
面临的现状。他总结
为：沟通缺失、执行缺
失、道德缺失、心理缺
失。他的观点得到了师
生的广泛认可。

最初，他去全国各
地讲课都是义务的，住
最便宜的旅店，吃最便
宜的饭菜。在不断研究
中，他时刻都在寻觅一
本把这万千道理都蕴含
其中的书。就在这时，
他遇到了时任中国农业
社古农书编辑的刘毓煊
老师，给他推荐了优秀
传统文化书籍 《弟子
规》。这本薄薄的小
书，113件事，深入浅
出地阐明人这一生各个
成长阶段的道理，这让
田一可的课更有了灵
魂，有了更加切入人心
的大道。

“九问”成为更好的自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
的每一段路都不是白走的。田一
可总结读书万卷只为了解决九大
问题。你是谁？你想成为谁？怎
样成为谁？想干什么？能干什
么？必须干什么？想要什么？有
什么？必须放弃什么？这人生

“九问”贯穿了一个人生命的始
终。

不幸福、不成长，处理不
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
关 系 等 等 ， 带 着 这 些 人 生 困
惑，田一可走进了中纪委、国
家电网、全国几百家学校、医
院，边走边读边讲。每一次讲
解都是在给众人解困纾难，成
就更好的自己。

《论语与人生》《曾国藩启示
录》《压力与管理》，田一可的讲

解范围不断扩大，在国学文化传
播的路途中，名气也越来越大。
他可以把 28个版本的《论语》读
精读透，对照一句话的解析可以
有多方面，对一件事的解决方式
可以有很多种。朴实的讲解，让
论语平民化，让每一个老百姓都
听得懂。

孔 子 游 学 列 国 ， 传 经 授
道。田一可也倡导寓学于行、
寓学于游。贵州的阳明洞、云
南 的 腾 冲 ， 都 是 他 的 游 学 之
地 。 他 在 家 乡 建 立 了 一 可 书
院，每期都有来自天南海北的
学生听课学习。

贵州信通达集团董事长戚玉
峰是田一可的学生，他带领员工
每天都学国学，听田一可的课。3
个月时间里，集团公司整理了 28

万字的感想，公司上下整体素质
有了显著提升，十分感恩田一可
老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
宝成这样评价田一可，他的乐
观，他的灼见，对于求知，他
走了一条非常的道路。他冲破
了“门到门”的闭环，较早地
选择了对生命的体认、对生活
的创造。北京大学教授周建波
说，一可的博学、口才和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是最有力量
的，他对国学经典的把握令我
们肃然起敬。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
处读书，这才是真正读书。读书
需要专注和系统性，做学问更要
有主见，用心去读，用爱生活，
一切都会如你所愿。

走进北大和全国高校

读书学习是为了什么？就是
为了能学以致用。自 2006 年开
始，田一可便走进了北京大学的
讲堂，主要为莘莘学子们和课外
学 习 班 的 学 员 们 讲 解 《弟 子
规》。他结合古今中外，深析剖
理，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的形势，
对标人生的每个发展阶段，将
《弟子规》分解为 91集，被中国
开放大学录制成视频，让更多人
受益。

杨晓红就是受益者之一。
2006年，田一可在北大讲学时，
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编辑杨

晓红在北大参加中国经济思想史
论坛，听了田一可《弟子规中的
管理智慧》这堂课。20多分钟的
演讲，让杨晓红受益良多并有所
顿悟。课后，立刻找到了田老
师。而后用了一年的时间，观看
了田一可《弟子规》讲解视频100
遍。

潜移默化，如沐春风。随
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杨晓红自
身变化很大，工作能力不断提
升，家庭生活更加和谐，很快
就被提升为编辑部副主任，在
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她一

边 学 习 ， 一 边 分 析 ， 撰 写 了
《田一可说弟子规》一书，发行
广泛，受到各行各业的青睐，6
次再版。

清华、北大、人大、中国海
洋大学、印度班加罗尔学院，田
一可带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遍
全国各大高校，走到了国外。
2013年，他出版《弟子规中的职
业素养》，内容就是让学习落到实
处。书序中，国学大师楼宇烈
说，《弟子规》不用背，用做，把
每一句话都落实到自己身上，才
是最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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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以达礼，读史以
明志。学习中共党史，我
自觉眼界开阔了许多。近
日读 《战斗的青春》 一
书，感触颇多。

这篇长篇小说记述了
冀中平原上，献县西部滹
沱河边，自1942年“五一
反扫荡”斗争开始，抗日
军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
争，表现了滹沱河边抗日
军民面对白色恐怖坚强不
屈、同仇敌忾、视死如归
的大无畏精神。里面的主
人公许凤有句独白：铁
窗，你锁不住革命的理
想！狱墙，你关不住燎原
的火焰！我许凤的血可
流，头可断，可是休想使
我这青春沾染上一个污
点！死又算得了什么！人
谁不死？我的身体是会倒
下的，但是，共产党员这
四个金光灿烂的大字，一
定会化作一道七彩长虹，
永远照耀人间！

这誓言掷地有声，诠
释了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
于天的家国情怀。

当时当地老百姓中间
流行这样一首歌：滹沱河
水滚滚流，月光如水照村
头，烧毁房屋烟未熄，村
庄破落人逃走。我往哪里
逃？我往哪里走？哥哥的
血衣拿在手，两眼热泪一
肚子仇！我哪里也不逃！
我哪里也不走！擦干了眼
泪我拿起枪，跟上游击队
去报仇！

“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抗日军民在经历
了无数次的抗争、挫折、
失败、牺牲后，最终同世
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打
败了侵略者，迎来了胜利
的曙光，迎来家乡山河
秀，赢得天下春常在。

那场战争，不该忘
记。作者把它梳理写成小
说，继而编成评书、连环
画，在群众中广为传播，
其目的就是把它展示出
来，把那段经历还原给后
人，让人们真正见识那段
时代的苦难，并铭刻于心。

“吃水不忘挖井人”。
回过头来看看，是谁领导

我们打败了侵略者？是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是谁领
导我们根治海河，治理水
患？是中国共产党；又是
谁坚持改革开放，使我们
的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
高？是英明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

1996年8月，黄壁庄
水库、岗南水库泄洪，生
活在滹沱河河滩里的献县
人民，按照党和政府的安
排，有序向安置点撤退，
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抗
洪抢险“战斗”。解放军、
武警官兵积极投入战斗，
帮助群众撤退转移，党员
干部舍小家顾大家，始终
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涌
现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先
进人物。泛区人民牺牲自
我，保京津、保华北油
田，展现了老区人民的风
采。

我是抗洪抢险、抗洪
救灾、重建家园的见证
者。灾后重建的泛区人民
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
温暖，赈灾、救灾、政策
扶持，等等，充分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情怀。
再看如今的滹沱河边，坯
房改砖房，砖房建楼房，
水泥路、柏油路四通八
达，工厂、企业、养殖、
种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深深地爱上了这
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为什么我的眼中饱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
地爱得深沉”。如今，我年
逾花甲，满头白发，但革
命者永远是年轻，心中一
团烈火仍在燃烧，在革命
的征途上还是那个少年，
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更加
热烈。我要在这里慢慢老
去，继续见证这片红色土
地上的人民繁衍生息，继
续传承老区人民不畏强
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
的品格，继续见证这里的
人民永远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政治觉悟。
朝着下一个一百年满怀信
心、坚如磐石、心无旁骛
地大踏步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