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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成

曾经以为农家出身的我，从小
没有受到书香的熏陶，不会那么强
烈地爱上读书和藏书，即使路过有
书的地方也只能成为冷眼旁观的看
客。后来上了学，特别当选择了读
文科后，原来那些不切时宜的念头
随之被浓郁的文化气息湮没其中，
读书反而成了生活的家常便饭。

说起淘书就不能不提旧书摊。
旧书摊的摊主既有进城的农民，也
有下岗的职工，但大都喜欢骑着一
辆三轮车，把书从废品收购站等各
个货源地集中贩运到大街小巷的繁
华地段，或学校门口，或古玩市
廛，或人流如织的闹市场所，然后
干净利索地把书卸下来摆好，就等
着寻找故纸旧书的人前来投门。

说实话，有些旧书摊主很势
利，与其他行业不同，挨宰的不
是生客而是熟主。摊主如果和买
书的人混熟了，知道来者是个书
迷，尤好藏书，恰好摊主手中有
买家心怡的藏书，那么他就会很
热情地推荐，但等买家看好问价
时，却变得六亲不认，漫天要
价，任你嘴皮磨破也丝毫不为所

动。即使买家装作买卖不成说
走，他依然不动如山，降不得半
点价儿，弄得读书人颜面扫地，
清高不在。只得乖乖把省吃俭用
攒下来的几两碎银拿出来换了
书，然后在摊主不屑的眼光中抱
起书，半是痛苦半是快乐地离
去。只要爱淘书、读书、藏书的
习性未改，这种势利行为就会一
直常伴。且在频繁的交易中愈加
让我等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品尝到
世态炎凉的无奈况味。说实话，
不是我等卑贱无脸面，谁叫咱嗜
书如命呢！

淘来的书是要珍藏的。珍藏的
过程其实也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
事。每次觅得旧书，如获至宝，小
心翼翼抱回家来，放在桌上，细细
斟酌观摩。等到一番陶醉式自赏
后，便分类整理。看书脊、封面有
无破损，是否残缺，视情况而定，
或粘，或补，或裱，或压，不一而
足。收工完毕，再把所有待收书籍
在阳光温和的地方晾晒些时候，既
为防潮，又为晒虫。等到时间差不
多就收拾得当，放入书橱。尽管过

程有时会让人感到困惑，甚至觉得
味同嚼蜡，但对藏书人来说，个中
情趣着实典雅、宁静，读书人至真
的性情尽显其中，诚如高山流水般
自有一番风味，值得津津乐道。

当然，书最本真的意义绝不是
为了淘和藏，而是读。书被请回家
来，除有些被当作宝贝一样藏于暗
室，鲜于示人，更多还是时常被从
书架上拿下来读的。读时往往求得
个无拘无束、身心放松。因此读书
的姿势往往有很多，或正襟危坐于
书桌前，或半躺半卧在床上，或局
促于某个狭窄而聒噪的公交车上，
无论何地何时，只要认真读了进
去，就是得到了读书的快乐。我更
喜欢在一个阳光温
馨的日子，随意坐
在向阳的书房中，
书桌旁的茶几上刚
泡不久的一杯香茗
茶香四溢，和着几
盆开得正艳、很是
普通的小花散发出
的淡淡清香，盈盈
于明媚的空间内。

一首悠远、深沉而古朴、淡雅的曲
子从电脑中缓缓流淌，萦绕耳畔，
淡定心田，如梦似幻，玲珑剔透。
心慢慢空灵，情境渐渐雅致起来。
浓韵丰趣间，打开一册繁体字、竖
排版、正楷、老得发黄的线装书细
细研读，希冀在某个字里行间能走
进历史的深处，触摸到那些掩藏许
久而不能忘却的沧桑情愫。

花有花的芬芳，叶有叶的点
缀。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世界，抛却
世俗的彷徨，一个人能有书的陪
伴，能在书的海洋里自由徜徉，能
够守住心灵深处的一份至真至纯的
情感，即使一路寂寞，人生也足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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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角儿之美丑角儿之美
————《《艺苑光影艺苑光影··王本立艺术图集王本立艺术图集》》观后感观后感

韩焕峰

日前，王本立先生亲自送
来他新出版的精装《艺苑光影·
王本立艺术图集》。翻开这部沉
甸甸的厚书，书中 600多张照
片，无不让人赞叹！此书以图
片为主，分 8个部分，全方位
记录了王本立先生的从艺轨
迹。先生虽年垂耄耋，但老而
不休，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
上，发挥着自己的能量，为弘
扬国粹勤奋不懈地工作着。

我与本立先生相识 30 多
年，他既是老兄又是老友。王
先生从1956年11岁时就入东光
县河北梆子科班学戏，直到现
在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演
出、排练、执导、编剧的剧目
达 50多部。他集武生、老生、
小生、彩旦、文丑于一身，且
以丑角行当演艺而著名。他所
扮演的主配剧目如《玉堂春》
《金玉奴》等数十个丑角儿人
物，各具特色。在人物的刻画
上，入情入理又入戏，把古今
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发挥得
淋漓尽致，时常让观众忍俊不
禁，又喝彩不止。

说起丑角儿，又称三花脸
或小花脸。丑角儿行当又分文
丑和武丑，各个剧种都离不开
这一行当，故有“无丑不成
戏”之说。一个丑角儿演员，
需具备唱、做、念、打、数、
白、表、逗等艺术手段，加之
身段、武功、面部、眼神等表
演，给人以细致入微、演艺精
湛、幽默诙谐之美感。

王本立先生是一位多艺专
能，集演、排、导、编于一身
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他在传统
剧目中，以丑角儿一号人物在
《徐九经升官记》中饰演徐九
经；在新编历史剧《任尚仁外
传》中饰演任尚仁；在新编现
代戏《老嘎爷挡车》中饰主演
老嘎爷，他均都把剧中人物表
演得出神入化、活灵活现，演
绎得炉火纯青、入微入妙。每
当他一出场，总会迎来观众的
热烈掌声。尤其他主演的《老
嘎爷挡车》一剧，于1995年10
月在省城调演中，获得“第四
届河北省戏剧节”优秀剧目
奖，他以精湛的演技一举荣获
主角表演一等奖，该剧同时还
获得另13个奖项，1996年，这
部剧又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
程奖”。

1991年 6月，他在“河北
省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中荣获优秀表演奖。1997年 7
月由他主演的小戏曲 《功德
碑》在“河北省群众戏剧选拔
赛”中荣获一等奖；同年12月
该剧又在“全国第七届群星奖
评奖”中荣获银奖。1998年 8
月，由他与安勇知创编的小品
《特殊彩礼》，他主演的父亲一
角在“河北省宣传《消防法》
电视小品大奖赛”中荣获优秀
表演奖和编剧奖。他导演的
《任尚仁外传》荣获“河北省戏
剧家协会奖”导演奖。他还将
豫剧《焦裕禄》移植、改编成
京剧，由他执导上演，并在剧
中扮演配角耿老汉。他还应邀
到河北电视台“八音茶园”栏
目担任主持人，在第四届河北
省文艺振兴奖评选中荣获优秀
作品奖，并特授予集体三等功
一次。王先生获奖多多、荣誉
满满，为沧州争得了荣誉，为
家乡增添了光彩。

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和弘扬国粹京剧艺术，
他有责任有担当，甘于奉献。
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演
员，活跃在当今的戏剧舞台
上。他还热衷公益，无私奉
献，到部队、到社区、到学
校、赴县城、下乡村演出，给
人们带来了喜悦和美的享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京
剧走向世界，他了解到沧州职
业技术学院来了很多外国留学
生，便与学院领导商谈到学院
辅导外国学生学唱京剧。因语
言不通，可想难度之大。他耐
心地从练基本功开始，一招一
式，言传身教，倾心指导，由
浅入深。王老师的耐心辅导感
动了这些爱好京剧的外国留学
生，他们勤奋学习，刻苦努
力，已掌握了基本要领，能带
着动作随着胡琴演唱和表演，
王老师见到学生们的进步，由

衷地高兴。2018年11月，由省
教育厅主办“河北省首届外籍
师生戏曲大赛”，王老师陪同他
的学生们去参赛，荣获 3项大
奖。

我翻看完王本立先生这本
图集，心情难以平静，浮想联
翩，成就一名表演艺术家真是
太不容易！王先生实至名归，
做到了。摔、打、滚、爬历经
66年的舞台生涯，从这些照片
中便可窥先生的付出和奉献。

我将此书中的照片，选拍
下一部分，又经过修剪整理，
配上短文《丑角儿·王本立》分
别发给几位平台编辑朋友，由
他们编辑制成链接，又转发到
各大网站，引起网友强烈反
响，当天阅读量就过万。我又
编辑成 4 辑陆续发到了朋友
圈，热心网友们见到王先生的
事迹，纷纷点赞、点评超过千
人。有的还有感而发留言、赋
诗、撰联，以表对王本立先生
的祝贺和赞佩，现选数例与读
者共飨。

无双腿登珠峰英雄夏伯
渝：王本立老师精湛的演艺值
得传承。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
衡：为此书出版点赞！国家一
级演员刘萍：祝贺王本立先生
《艺苑光影·王本立艺术图集》
成功出版，同时谢谢焕峰大哥
鼎力相助及广度宣传。著名琴
师边发京：王本立仁兄是沧州
京剧团的元老。多年来，兄弟
们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大哥。热
烈祝贺 《艺术图集》 成功出
版。北京网友孙福麟：粉墨登
场铸辉煌，唱念做打情激昂。
梨园征程硕果累，光影锦绣赋
春光。

篆刻家庞国祯：无丑非成
戏，王本立先生60余年的舞台
生涯，集丑角儿之大成者，文武
兼备，氍毹生辉。其扮相诙谐幽
默，表演俗雅共赏，可谓文武昆
乱不挡，美丑相融，梨园春光，
美哉丑角儿。沧州网友姜炳明：
上世纪80年代初，刚恢复上演
古装戏，我观看了沧州地区京剧
团演出的《凤还巢》，王本立先
生饰演大小姐，在《望江亭》中
饰演杨衙内。那叫一个轰动，连
演一个多月座无虚席，王先生的
丑角儿艺术享誉城乡，冠绝一
时。我也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老
乡而感到自豪。沧州网友若深听
泉：王本立先生是沧州京剧团著
名丑角儿演员，热爱戏曲是他的
根本。他有艺术天赋和素养，有
先天因素，更主要的是后天努
力。“观千剑而后识器；操万曲
而后晓声。”王先生在不懈追求
和勤学苦练中一路走来，终成名
角儿。

画家李华山：丑角儿给观
众带来欢乐和笑声的同时，让
人们从中体会人生哲理，去学
做人之道。向王先生致敬！撰
联以贺之：举手投足，演绎人
生百态；唱念做打，提示世态
炎凉。青县书法家姚惠敏：行
内有句俗话讲，三年能出个秀
才，十年难出个名角儿。焕峰
先生题词“艺结硕果”，佳作配
名角，双庆，祝贺！

王本立先生把自己的大半生
都献给了戏剧艺术和他喜爱的舞
台。用他自己的话说：“戏比天
大”！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的。他痴迷于戏剧，戏剧也成就
了他，成为一位一专多能的名
丑。晚年他出版了这本意义深远
的《艺苑光影·王本立艺术图
集》，总结了他自己的戏剧人
生。此书在编辑出版之际，社会
名流纷纷题词祝贺。四大名旦之
一荀慧生就是东光县人，其子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令言为此书
题词“德艺双馨”。

我有幸参与了出版此书的
策划，力所能及地做些出版后
的宣传工作，千言万语难表情
怀，最后用网友赵永起写的藏
头诗作为结尾吧：“著称于世演
技精，名冠梨园已蜚声。丑态
百出惹人爱，角色专业艺求
精。艺德双馨人人敬，术业专
攻孜孜情。家国情怀不渝志，
王者风范皆至精。本领超凡奇
迹见，立下戏苑汗马功。先人
后己勤耕耘，生活道路顺达
通。艺坛总把丑来扮，结下人
间美心灵。硕硕奖牌星闪烁，
果香满园永传承。”

写书对谷园来讲，首先是一个
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体的构
想，想把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四
书五经”“黄老庄韩”“史记通鉴”
等传统经典都解读一遍，让传统思
想智慧简易化、系统化、现代化，
让普通青年和老百姓都能看得懂、
学得会、用得上。于是，2015年 9
月底，他和黄骅电视台合作，开办
了《谷园讲通鉴》节目。

《谷园讲通鉴》 就是讲正史，
把正史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

末体结合起来，对正史原文重新梳
理编排，再转化为白话文。并适当
结合当下，加入一些现代元素，让
现代人好接受，同时又不失正史滋
味。

“最牛的人，最酷的事儿，最
经典的智慧，最极致的精神；上
下千年，生死兴衰，尽在谷园讲
通鉴。”节目中，谷园以朴素生动
的语言风格、凝练丰富的典故讲
解，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好
评。 2016 年，在谷园的努力下，
《谷园讲通鉴》在黄骅电视台和爱

奇艺同步播出。
直到现在，《谷园讲通鉴》整整

播出了 7年，每周五更新一期，已
经更新了 300多期，在网上的播放
量达到了几千万次，影响着越来越
多的人。

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只有坚持
才会恒远。谷园有个“读书三原
则”：一要吃透一家；二要成体系；
三要立足当下。他要把《谷园讲通
鉴》进行到底，把《资治通鉴》相
关的正史全部讲完，可能还需要二
三十年。

《谷园讲通鉴》再讲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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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骅市区的一座小楼
里，深藏着谷园的世界，沉浸
在随处可见的书籍和墨宝中，
一下子就能让人沉静下来。

44 岁的谷园，原名张立
峰，是一名公务员。多年来，
他利用业余时间熟读“四书”、
吃透曾国藩，提出了“中国式
励志”理念，书写出版图书十
几册。他就像一位老农，深耕
在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土地
上，传圣贤道、授大成业、解
精神惑，用先贤的智慧引导人
们励志修身。

幽默风趣，谈笑风生，与谷
园的谈话轻松自在，在不经意间
收获颇丰。

谷园对于自己与历史的相
遇，归结于命运的安排、使命使
然。他出生在黄骅市羊三村，父
亲是位老高中生，虽没能上大
学，但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
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学就喜
欢写字、写作文，还经常参加学
校的演讲比赛。后来，以全县第
6 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学
校。

中专的生活是多彩的，正值
青春年华的孩子们，可以任由天
性成长。那时，谷园加入了学校
的书法社和校报社，每天与文字
相伴、与书画相随。谷园说，上
中专之前，他从来没进过图书
馆，直到现在他都记得第一次跑
进学校图书馆的感觉。那是一个
琳琅满目的世界，是一个书的海
洋。对于谷园这样的“书虫”来
说，图书馆是他每天“沉溺”其
中的无限广阔的世界。

在学校除了对初恋的青涩回
忆之外，谷园跟别人不一样的就
是对青春的思考，“人为什么活
着？人应当怎样活着？”这两个
问题成了以后他对生命最深刻的
探索。

毕业后，谷园卖过书和光
盘。之后，被分配到黄骅镇政府
企业站，参与创建了中国北方第
一座“模具城”。当时，他在宣
传资料里提出“南有黄岩，北有
黄骅”，这句话就在中国模具业
界叫响了，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在 2003年底自己投资建了一
个“模具网”，曾被评为“河北
省优秀特色网站”，并且与深圳
《模具制造》杂志合作多年。

提出“中国式励志”理念

说起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吃
透曾国藩》，谷园说这是他对青春的
总结。

2011 年 4 月，因为工作压力
大，谷园脸上患了皮肤病。“我能治
好吗？怎么办呢？”病情给了他太大
恐惧和压力。

他四处求医，医生说得最多
的就是要减压，把手头工作能放
的都放下。可谷园又是个闲不住
的人，在休养期间随意翻了本关
于曾国藩格言的书，里面的观点
和见解让他不敢苟同。因为毕业
之后，他看得最多、最受益的关
于做人做事的书就是关于曾国藩
的书，曾国藩的很多话都给他很
大启发。于是，他就把这些话筛
选出来，结合着自己的人生体
验，写感悟。写一篇就往QQ日志

里发一篇，写到 30 多篇时，忽然
感觉很有价值，可以写成一本类
似 《菜根谭》 的书。于是，他一
口气选出了曾国藩的 200 句格言，
写成了 200篇解读，这本《吃透曾
国藩》的书稿就出来了。

随后，他通过微博联系了全
国 40 多家出版社，最终与福建教
育出版社签约，同年 12 月就正式
出版了。当年正是曾国藩诞辰二
百周年，书的封面正好打上了

“纪念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用传
统智慧照亮成功人生！”字样。因
为他有互联网工作背景，对网络
营销推广也比较在行，而且福建
海峡出版集团在第二十二届图书
博览会上给这本书做了一次很成
功的签售推广活动，使得这本书
的销量很好，到现在已经加印了

10次。
在《吃透曾国藩》这本书里，

谷园写了一篇序言，名《修身是中
国式励志的主题》，提出了不同于

“西方励志”的“中国式励志”理
念，并且分析了两者的不同。这篇
文章，当时被很多主流媒体转载，
影响很大，由此这本书也成为“国
内第一本中国式励志书”。

在以后的岁月里，谷园本着
“中国式励志”理念，又写了《人生
四书》《简易经》《拙诚》《谷园讲通
鉴：这才是战国》《谷园讲通鉴：这
才是秦汉》《谷园讲通鉴：西汉兴衰
史》《谷园讲通鉴：东汉兴衰史》等
十几部作品，有的还被翻译成汉语
繁体版、韩文版、英文版等，为中
华文化“走出去”作了实实在在的
贡献。

谷园讲谷园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