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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诚》是谷园先生的新作。据
我了解，他的第一本著作是 2012年
出版的《吃透曾国藩》。相隔 8年，
同样写一本研究曾国藩的书，不禁让
我产生了一些好奇：是新瓶装老酒，
还是再上一层楼？于是我把两本书对
照通读，想了解这8年时间里，谷园
对曾国藩又有了哪些更新的体悟。

先讲二者的不同之处。一是体
裁不同。《吃透曾国藩》采取的是语
录体，从曾国藩的著作、家书中精
选 200则格言，结合作者的认识感
想加以阐释，《拙诚》前半部类似编
年体，把曾国藩人生历程分为 6个
阶段，对应着周易乾卦的六爻进行
串讲；后半部是纪传体，从秘密、
根本、家训、识人、修养、领导、
学习、学术、健康、性情等方面介
绍他的思想智慧。二是形式不同。
《吃透曾国藩》是采撷曾国藩的思想
火花，一个一个地展示，《拙诚》则
结合曾国藩的家庭、环境、经历，
全景展现他的思想根源。三是视角
不同。《吃透曾国藩》的主观性更
重，主要谈的是作者的心得体会，
怎样学以致用指导实际，《拙诚》客

观性更强一些，从更高的视角来复
盘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教训，
揭示他成功的密码。

再讲二者的联系。首先，研究
对象是同一人——曾国藩。谷园
说，他要把曾国藩当作人生范本，
作为一个参照系，坚守“抱定一
家”信念的他，一直在潜心研究、
乐此不疲。其次，主旨思想一致。
谷园在 《吃透曾国藩》 里提出了

“中国式励志”的概念，并以曾国藩
为其学说的“代言人”。在《拙诚》
里，谷园再一次强化了这个观点，
并归纳出“中国式励志”的途径是
修身，最高信仰是安于宿命、完成
使命。再次，《吃透曾国藩》所引用
文字以曾国藩为主，而《拙诚》仍
然以他的语录为主体，另外还涉猎
到《论语》《老子》《易经》《庄子》
等国学经典著作。

谷园先生抱定一家，为何要选
曾国藩呢？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
个好榜样。农家子弟出身成为一名
封侯拜相的“晚清第一名臣”，以及
思想家、军事家、书法家、文学
家，被公认为“立德、立功、立

言”三不朽。另一方面，谷园先生
亲身受益。在曾国藩影响下以传播
国学文化为己任，创办中国首档国
学励志脱口秀《谷园讲通鉴》，先后
出版《人生四书》《简易经》《这才
是战国》《这才是秦汉》《西汉兴衰
史》等著作，作品被翻译成韩文、
英文等多国文字，畅销国内外。第
三方面，对普通人有借鉴意义。曾
国藩出身不高贵、天资不聪颖、境
遇不出奇，但凭着后天的学习和自
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奋斗精
神、思想体系、修身做法是可以奉
为圭臬、身体力行的。

那么，我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什
么呢？正如老师教学生内容都差不
多，但学生学起来却各有选择，比
如同样师从鬼谷子，孙膑、庞涓学
的是兵法，苏秦、张仪学的则是纵
横术。谷园从曾国藩那里悟到了要
做一个有信仰的“傻子”，我觉得我
要学的是坚持。曾国藩坚持写日记
30余年，直到病逝前一日还在写；
坚持办湘军，40多位团练大臣，只
有他真办了起来；坚持日课十二
条，即使行军打仗也从不间断。现
在流行一句话：行为决定习惯，习
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谷园
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家，也是几十年矢
志不渝的结果，这更让我看到了坚持
的意义。

持之以恒，必有所成。

吃透与力行吃透与力行吃透与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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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读书”这俩字，我
的自我感觉不错。我读书开始
的时间早，读书坚持的时间
长，因读书大受益。

先说时间早：从学龄前的
儿童画报，到入学后的大部
头，《高玉宝》《青春之歌》《红
岩》《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
斗古城》 再到中学的 《家》
《春》《秋》等。以至古今中外
的、那个年代学校里有的、市
图书馆有的，不敢说借遍了，
但敢肯定，凡是我常去的图书
馆里的工作人员，认识我这个
走路都在读书的小不点儿的
人，一定不在少数。

再说时间长：读书，一直
贯穿我生命的始终。哪怕是在

“读书无用论”喊得最响的时
候，哪怕是在“知识越多越反
动”的年代，也没能阻止我偷
偷地读书。即使是在工作忙、
孩子小、家务重的时候，我仍
有办法挤出零零散散的时间读
书。

从 1990年开始至今，我和
医院病床结下了不解之缘。从
那时开始，哪怕是去异乡就
医，哪怕是要面临一次又一次
凶险的手术，临行前，我都忘
不了带上书。除非是去医院
时，我已处于昏迷或是半昏迷
状态。不过，没关系，等我醒
来，第一件事便是让人给我送
书来。

要提起读书受益，那更是一
时半会儿说不完了。儿时，除了
那些爱爬树上房的男孩子，多数
文静点儿的小姑娘还是喜欢围着
我，听我讲故事的。入学后，我
更神气了。一大群男女同学，利
用课间，围着我叽叽喳喳。这个
说“给我的作文开个头儿，好

吗？”那个说“我的作文结尾不
知说啥了。”还有的问“帮我看
看，中间这段写的行吗？”一个
比大家矮了半头的我，被同学们
团团包围的感觉，就仨字“好极
了”！

那时，我帮过不少同学的
忙。也是因为学习成绩好的缘
故吧，不仅受到科任老师的宠
爱，就连校领导，走个碰面，
都愿跟我这个“小屁孩儿”聊
几句。

也是因为爱读书，在上山
下乡时，我成为村里39名知青
当中，唯一一位初中刚刚毕业
就当上了乡村教师的女孩子。
那时，我还是一个比我的学生
大不了几岁的女娃，站在讲台
上意气风发地给大家讲课，这
也让其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
青同学们着实羡慕了一番。

更值得说道的是，在 30多
年的病程当中，书，也是立了
大功的。无论是在异乡的病床
上，还是在术后锥心刺骨的疼
痛中，唯有书，成了相伴左
右、不离不弃、忠心耿耿的伴
侣和不可或缺的“止痛药”。

退休 20年，我结交了很多
爱读书的朋友，并为这些爱读
书、写书的朋友义务校对书稿近
百部。以致后来连市图书馆、关
工委、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协
会、老干部联谊会、老年文学
社、夕阳红读书等组织团体也数
次邀请我参与校对工作。因为热
爱古籍校对，近几年我又和再版
的《四库全书》扯上了关系，至
今已参与编纂校对3年多。

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读书更是滋润我生命最好的清
泉，它们是我的朋友、亲人，
更是我的精神支撑。

读书读书 生命的清泉生命的清泉
董 季

在我的人生经历里，凡是
能坚持阅读的日子，都会感觉
精力充沛，心情也阳光灿烂，
总是有种远方和诗的理想境界
在牵引着自己前行。

上高中时，老师讲哲学
课，我听得很入迷。毛主席的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
战》，还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
哪里来的》这些经典书目，老
师讲得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使我大开眼界。好书，不仅能
让人提高思想认识，还确实有
益于指导我们的实践，从此，
我爱上了看书。

刚走出校门的那段时光，
在老家生产队劳动。我就设法
找书看，特别是在清理“四
旧”时，凡是清理出来的旧
书，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都如
获至宝，收起来拿回家看。有
几本春秋战国故事书，看后如
同穿越时空，有和古人同谋划
共操戈的感觉，有了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青年
励志方面的书，能鼓舞自己积
极向上，增加劳动热情和吃苦
精神。有书本的指引，我公而
忘私，主动组织同伴们为生产
队做了不少义务奉献，得到了
乡亲们的好评。

在国家大中专院校招收学
生时，我第一批被推荐上了
学。到单位上班后，因为保持
读书学习的热情，感到工作生
活都顺风顺水。可是后来结婚
后，因经济条件和家务事多，
除了学习业务必须的技术书
外，就基本不买其他书看了。
人失去了精神的营养，开始一
两年可能还不明显，时间一长
就会精神萎靡、眼光短浅。

渐渐地，我被琐事纠缠，
变得胸无大志，没有长远奋斗
目标，只顾眼前利益，患得患
失。更让人感觉不爽的是，上
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经常
头疼和胃疼，因上有老下有
小，经常担心自己身体出问
题。可是到医院检查，却没什
么大病。其实，就是因为无

聊，天天上班下班，睡觉吃
饭，两点一线，失去了精神支
撑，没有了生气和活力，本来
无忧的生活却成了一种煎熬。

记得 2007年，北京铁路局
人事处分配各单位人事科写论
文任务，主题是“如何才能提
高干部队伍素质”。为了完成任
务，我不得不看书翻阅各种资
料，到书店买有关书籍作参
考。《曾国藩全书》一书，对我
触动很大。对于一个封建王朝
晚清重臣，他为官做人的修
养、对自己要求之严格，是我
们望尘莫及的。从那时候，才
真切地找到了自己各方面的差
距，找到了当前整个干部队伍
综合素质的差距。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在
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做
人修养还是相通的。曾国藩坚
韧不拔、努力进取的精神；严
谨勤政、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不骄不躁、居安思危的意识和
不争功利的大局观，都是现今
干部学习的楷模。由于理解深
刻，这篇论文得了优秀奖，我
的思想也开始慢慢提升。从此
后，渐渐恢复了看书的习惯。

特别是退休后，有了空闲时
间，我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学习培
训班，并考取了二级心理咨询师
任职资格证书。在图书馆办理了
借书证，先后看过《道德经》
《庄子》《王阳明全集》《皇帝内
经》和各种哲理方面的书籍，虽
然理解得不够深透，但感觉脑洞
在不断打开。每一本书都能打破
我原有的思维局限，我的思维广
度在一点点地扩展，认知层次也
在不断提升。原来想不通的事也
能想通了，没了纠结和焦虑，只
有平静和安宁，事来则担当，事
过则放下，身体状况比过去任何
时期都好。近10年来没有吃过
药，因为《皇帝内经》已告诉我
们规律生活，就能百岁而不衰。

现在看书，已不再是给自己
强迫的任务，而是如同吃饭睡觉
一样，成了生活的必需，书籍伴
随我的人生，越走越光明。

文字里的精神力量文字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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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 一生情

“全国优秀诵读人”、咏荷经典读
书会的带头人——杨春芬常说，经典
诵读是她矢志不渝、坚守一生的事业。

杨春芬是黄骅第二中学的一名语
文老师，从 2016 年 8 月开始接触经
典。对她来说，经典诵读不仅是一种
享受，更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中华经典，字字珠玑。“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修行不
够，就没有办法给予孩子们更多更好
的东西。在对国学经典有了更深刻的

体会后，杨春芬就立志要全力以赴地
去学习中华优秀的传统经典，并尽一
己之力去传承。

开始，她带着女儿在一个国学馆
里读，一周一节的诵读课已经满足不
了她们对诵读的渴望和热情。从 2017
年 5月开始，杨春芬就带领几个志同
道合的家长和孩子在咏荷广场设立早
读课。刮风时，他们往墙根下靠一
靠；下雨时，家长打着伞、孩子拿着
书，可以说是风雨无阻，读书声始终

没有停止过。
经典在人们的心里生根发芽、蓬

蓬勃勃。时冒宸同学的爸爸感慨道：
“杨老师您领着我们，从春读到夏、从
夏读到秋，让我们尝到了收获的味
道！冬天来了，广场上站不住了。但
是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诵读经典的
热情和执着！外面不行我们上屋里，
早上不行我们改晚上。”

就这样，咏荷经典读书会从一而十、
从十到百，现在发展到成百上千个家庭。

目前，广场和社区是他们经典诵
读的主阵地。每天早晨，咏荷广场、
人民公园、文星湖公园、三中桃李广
场、蓝天广场、华东社区广场等地，
都会响起朗朗的读书声。黄骅市区从
东到西、从南到北处处都能听到经典
诵读的声音，这成了黄骅一道靓丽的
风景。晚读的主阵地是社区，文化路
社区、信誉楼社区、西水库社区、琨
洋社区、西湖社区等地都是他们读书
学习的乐园。

咏荷经典读书会咏荷经典读书会咏荷经典读书会：：：

用智慧点亮人生用智慧点亮人生用智慧点亮人生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讯 （齐 斐 斐 金
洁）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
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
任丘市文化馆、任丘阅读会
联合举办“诵读党的二十大
报告金句”活动。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潮。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习总书记提出了一个
新的时代课题，即：增强
文 化 自 觉 ， 坚 定 文 化 自
信。任丘市文化馆携任丘
阅读会推出线上“诵读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金 句 ” 活
动。用声音传颂精神，以
朗读表达深情。

一个月以来，他们通过
自荐和选拔，挑选出倪坤
苓、李亚芳、张淑英、金依
訸等 12名朗诵爱好者，把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华部分
进行诵读。通过任丘市文化
馆公众号在线上展播后，引
起广泛关注，受到大家的一
致好评。目前，他们又在谋
划春节期间组织以非遗为主
要内容的“任丘年俗诵读活
动”，做好传承文化的发声
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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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清晨，东方的霞光刚
刚泛红，渤海新区黄骅市咏荷广
场上已经响起了朗朗的书声。亲
子共读、姊妹同读、自咏自乐，
人们在国学经典的世界里，汲取
着营养和力量。

他们就是咏荷经典读书会，
这样的诵读已经坚持了 5年。他
们的诵读经验被推广到黑龙江、
江西、浙江等多地诵读平台，带
动了几千人共读经典，曾被评为
沧州市“金牌读书会”。

经典，读一句有一句的幸福，读
千句有千句的收获。咏荷经典读书会
提倡亲子共读、家人同诵，营造全民
阅读的良好氛围。读书会有多少个孩
子诵读，就有多少个家长陪读。通过
这种形式，让孩子们得到成长和快
乐；让家长们内省自修、以身作则。

他们读《大学》，培养孩子敦厚中正
之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从小就建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人生大格局；他们读《中庸》，
让人们懂得了“内圣外王”的和谐之道，
开发大人孩子的领导潜能，培养处理人际
关系的智慧；他们读《老子》，把老子的
智慧运用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
们读《论语》，教会一个人“世事洞明皆
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杨春芬说，通过读经典可以使人

人格优化、身心健康，提高专注力和
记忆力。特别对孩子们来说，读经典，
不只是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给孩子
们从小打下做人做事的基础，开阔心
胸，构建大格局，树立正确的人生目
标。读书会提倡育心累积法。积累，不
是让孩子死读书，而是每天一个脚印，
每周一个台阶，让孩子几年内轻松累积
数十部经典；育心，不只是育儿，更是

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以身作则，在
古圣先贤几千年沉淀的精华指导下内省
自修。

孩子在一本又一本的经典背诵过
程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破茧成蝶。
在几年的时间里，在不耽误正常学业
的情况下，孩子们已经整本背诵了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十
几部经典，共计20余万字。

一群人 一种成长

杨春芬说，她感叹于经典的魅
力，感动于人们诵读经典的热情和执
着，这一切，是她前进的动力。

2017年11月，她参加了中国人民
大学第四期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班，并
在会上交流分享了黄骅二中的经典诵
读实践经验。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
天，她带领咏荷经典读书会赴人民大
学参加了首届“经典诵读与人格养成
学术研讨会暨中华传统经典进校园活
动”启动仪式。这次活动中，他们与
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的国学泰
斗齐聚一堂，共享国学经典诵读的魅
力。之后，经过几年的摸索，他们的
诵读经验被带到了黑龙江、江西、浙
江等多省份，在全国各地的诵读平台

上分享。
任春玲是咏荷读书会的另一位引

路人。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听
到了王财贵教授的《一场演讲百年震
撼》，一下子受到了极大“震撼”。演
讲对国学经典的运用和国学文化所蕴
含的深刻道理深深吸引了她，于是，
开启了经典诵读模式。任春玲说，以
前的生活，充满烦恼焦虑，读经典后
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焦虑彷徨没有
了，家里少了争吵，多了经典的诵读
声。

董春霞的第一职业是电视台的
编辑，多年重修文学，但仍感到底
子太薄，后来接触了经典诵读，一
下子爱不释手。2017 年，她和儿子

成了咏荷经典读书会的第一批学
员。随着读书会工作量的增加，她
也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读书会的管理
者和组织者之责。她说，通过读经
典，丰富了很多人的文化知识，业
余时间不再谈论吃喝玩乐，而是一
起商讨每个字的读音和在每个语境
中的意义，生活更充实了，做任何
事也更有底气了。

周玉兰在2020年初，带着女儿加
入了咏荷读书会。刚开始觉得经典虽
好但对小学生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
可一节课下来，女儿已经能够把《大
学》熟读好几页了。一个月的时间，
女儿竟完整背诵了《大学》。从开始的
质疑到深信不疑，彻底改变了她的认

知。从此就和几位老师加入了带领孩
子们读书的队伍，坚持每周五、六、
日晚读。这样一读就是两年多，孩子
们都已完整背诵了七、八部经典。

刘子宽的经典诵读生涯始于 2017
年，那时候他才 7岁，如今已完成了
经典诵读十级的考核。在老师的教导
下，一路诵读，已然“满腹经纶”，作
文总能拿高分。这个文雅的少年，在
学校里和老师同学们相处融洽，大家
都赞赏他身上有种儒雅之气。

还有王超平、王超安、孙歆淇、
周泊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咏
荷”的队伍中。他们，一条路，坚持
一直走下去；他们，一条心，用经典
指明方向，用智慧点亮人生。

经典浸润 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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