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引我走上文学路读书引我走上文学路
吴俊泉

我正式开始读书，是在上
世纪50年代上中学时期。班主
任罗盟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
本人爱读书，要求我们除了学
好各门课程外还要多读课外
书。他说，读书不仅可以获得
更多知识、开阔眼界，还可以
学到写作技巧。

那时候，学校里有图书
室，在那里不仅可以阅览报刊
杂志，还可以借到古今中外的
名著。我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
中国的四大名著，还读了当时
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
的《大青骡子的故事》《青枝绿
叶》《运河的桨声》。读完后，
我产生了创作的欲望，试着写
出了诗歌《飞翔吧，我可爱的
和平鸽》。罗老师不但让我在作
文课上给同学们朗读，还介绍
了写作经过，把这首诗歌选入
他主编的油印文学期刊 《幼
苗》 中，分发到全校各个班
级。这让我成了学校里小有名
气的“小诗人”，更激发了我创
作的积极性。

参加教育工作后，读书创
作成了我业余生活的全部。这
期间，我创作的散文 《芦苇
庄》《夜校灯光》等十几篇作品
在《沧州日报》《河北教育》等
报刊上发表。被调到沧县文化
馆任文艺创作辅导员后，每年
都有一两次参加沧州地区和省
里组织的读书创作交流会。还
深入到黄骅海堡，根治海河工
地和有特色的农村体验生活。
我创作了散文诗 《捻船工之
歌》、小说《对手》《门楼》和
儿童文学《小哥俩》等20余篇
作品，发表在《天津日报》《北
京晚报》《河北文艺》等报刊杂
志上。

1984年，我被调入沧州地
区文联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
《无名文学》任编辑。负责编辑
部工作的李子同志要求我们必须
认真读书。他说，作为文学编辑
不博览群书，就很难提高文学欣
赏水平和创作水平，就很难选编
出好的作品，严格地说，就不是

一个合格的文学编辑。
他定期组织读书创作交流

会，让大家交流读书创作和编
辑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在有
限的时间里，要想收到比较理
想的读书效果，不能毫无选择
地博览群书。读书，要有精读
和泛读之分。在这个主导思想
的指导下，我选读了《外国文
学作品提要》《世界中篇名作
选》等十几部作品，使我的创
作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先后
创作了故事《暂缓结婚》、小说
《瓜园静悄悄》《眼睛》、儿童文
学《赛摩托》和中篇小说《小
河里荡着她的心》等20多篇作
品。其中中篇小说《小河里荡
着她的心》获全国乡土文学征
文三等奖。

1995年，我受邀写祖籍孟
村回族自治县的明朝重臣王
翱。为获得更多素材，我深入
到孟村王翱的故乡王帽圈村，
组织健在的王氏族人开座谈
会，走访有关单位和个人搜集
有关王翱的传说故事和资料。
经过半年时间，写出了10万多
字的采访笔记。在动笔之前，
我又认真阅读了《明通鉴》（上
中下），明帝列传《建文帝永乐
帝》《洪熙帝宣德帝》等史书。
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开阔了
创作视野，学到了历史小说创
作的技巧。用 3年的时间完成
了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天
官王翱》。

这期间，我又创作了长篇
历史小说《乾隆在沧州》，这两
部书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之后又历时 5年创作了 30万字
的反映一位残疾医生在贫困山
区为基层患者防病治病的电视
剧文学脚本。

除此之外，我还为有关部
门和个人主编整理编辑出版专
业书籍、回忆录、文集等20余
部。2016年被河北省老龄委评
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21
年被“书香沧州”14部门评为
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

书香圆了三个梦书香圆了三个梦书香圆了三个梦
齐斐斐

悦读悦美
YUEDU YUEMEI

2023年1月11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十二月二十

责任编辑 齐斐斐
电话 3155702 电邮316246709@qq.com P7

闲来好读书闲来好读书
刘文杰

能使人静下来的法子有很
多，静静地观鱼、痴痴地赏
花、练练书法涂涂鸦。还有就
是捧一卷书，沉浸在书香里，
与古人对话、听先贤教诲，享
受书本带来的知识和乐趣。

我的生活很“奢侈”，在丰
衣足食后，喜欢逛书店和书摊
儿，而且向来不空手归。书房
满架的图书都是几十年的积
累，新书买来往书架缝隙一
放，似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满橱满架的图书，红红绿绿的
瞅一眼就是满满的幸福，但很
少去静静地伏案、辛勤地耕
读。“忙”是一大借口，8小时
以外的“觥筹交错”则是大圈
子、小圈子的人脉培养皿，是
酒友朋党联系感情的“曲水流
觞”。从早到晚总是排得满满
的，就连每周两天休息日也
忙。忙得早出晚归，忙得晕头
转向、不亦乐乎，坐下来看看
书就成了忙里偷闲的“奢望”。

满架积累的不只是书籍，
还有书籍上几十年的灰尘。“书
籍堆满案，一尺灰尘集。总想
时时扫，页页难留辛！”虽然是
信口吟哦，却是我内心真实的
写照。疫情来袭，疫毒持久徘
徊，没有走的意思，这时如果
再不勒住“心猿意马”塌下心
来静静地阅读，抓住随时从手
掌溜走的光阴，岂不辜负了充
裕的时间？

历代大儒先贤苦读的事例
更是鼓舞人心，没有理由不去
学习。

“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
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
以书映光而读之。”汉元帝时期
宰相匡衡少时凿壁偷光的读书
励志故事使人慨叹。

东汉·班固《汉书》记载：

“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
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
头，悬屋梁。”西汉·刘向《战
国策·秦策一》 记载：“ （苏
秦） 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
股，血流至足。”

读书是快乐的，随心所
欲，没有目标、没有功利。随
兴趣阅读、随心情博览，恣意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吮吸文化
的“琼浆玉液”，让人恬淡、使
人宁静。

说起读书，书房环境最
好，满橱书籍能营造学习的氛
围。电脑桌就是书桌，旁边是
未曾开卷的知识“新天地”。正
襟危坐读累了，可到窗下明亮
的罗汉床上斜倚着，在一蓬翠
竹下、在君子兰墨绿色宽掌大
叶旁，边晒着太阳边悠闲地阅
读，身体沐浴着阳光的温暖，
大脑接收着知识的信息波，身
体和大脑同时充着电。累了就
躺进摇椅里，看几页字，闭目
养神，呼噜声渐起。

这让我想起上小学的情
景，课堂上老师总是要求学生
读书学习要抬头挺胸挺腰。读
书时姿态端正，手背到后面，
小手还要紧紧地攥在一起，生
怕做小动作。还是回到家写作
业好，胳膊腿随便放，躺着、
爬着、卧着读书，怎么舒服怎
么来。夏天中午太热，我愿赤
膊袒腹躺在门洞口一块大青石
石板上，脚丫子蹬在大门框
上，门洞过堂风清爽，青石板
沁凉。躺着读书，头朝上，倒
着看大街上的景色和走来走去
的人们更是新奇有趣！

冬天，坐在小马扎上，后背
靠着温暖的暖气，捧一本书半坐
半靠，进入书的世界，一切都是
那样闲适安逸。

““泊头桑泊头桑椹椹””杯杯··全民读书大赛全民读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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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在

献县乐寿镇中学从教20多年，现在

献县教育体育局工作。在“书香沧

州”“书香献县”评选中被评为全

面阅读推广人、在河北省爱国主义

读书教育活动中被评为先进个人，

被河北省委宣传部授予“燕赵文化

之星”称号，一家人被评为河北省

书香家庭。

他是杜书恒，多年的读书经历

和感悟，让他的思想更加通透、灵

魂更加有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的要
为之奋斗终生。而东光杜九升，是通
过读书，圆了有生以来当兵、转干、
当作家这三大梦想。

说起读书，59岁的杜九升话题很
多，故事很多，每一个故事都是那样
有趣且深刻。正所谓书香能致远，他
人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书。

从军主办《战地报》

与书的缘分要从小说起，杜九升从
小就有爱读书的习惯。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迷上了小人书，《黄继光》《邱少云》
《鸡毛信》等小人书中的英雄事迹，在他
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就想，
如果有一天自己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那该多好啊。上初中时，他写的作文真
实、生动、感人，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
范文在全班朗读。也就从那时起，他开
始向报社投稿。

1977年，杜九升刚上高一，他写
的一篇小通讯《抗旱要紧》在《沧州日
报》发表了。那是他的文章第一次变成
铅字，当时的喜悦心情无法形容。再后
来，高考落榜后，由于家庭条件所限，
也没有再复读，就报名参军，成了一名
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走进军营，部队领导得知他有爱
好写作的特长，让他担任了连队的文
书，并兼职图书管理员。从此爱书的
他便如鱼得水，每到晚上熄灯号一
吹，就悄悄来到连队图书室，捧起书

就不愿再放下。4年的军旅生涯，如同
上了4年大学，杜九升读了近300多部
中外文学名著，每天还能阅读到《解
放军报》《空军报》等。

平时，他把连队里发生的故事，
写成新闻稿寄给报社，每年有几十篇
稿件在军报刊发，成了连队里小有名
气的“作家”。1984年 1月，他奉命参
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战地记者的身
份，在师作战指挥部主办 《战地
报》。因所在部队战功显赫，在当
年，他们连和师部首长一起受到了当
时正在广西考察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亲
切接见。

痴爱文字28载

退伍回到地方后，杜九升先是在东
光县广播局当编辑记者，后来考入县税
务局工作，当时的身份是合同制税务干
部。为了改变身份，他报名参加了“河
北大学经济管理系函授班”，取得了国家
承认的本科学历，又经考试终于成了一
名正式的税务干部。

1988年 12月，杜九升参加了由司
法部和《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
10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农
村普法读书公开知识竞赛并在全国近
30多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
一等奖。这就是他平时爱读书、积累
知识的结果。

因工作需要，杜九升从 1994年 8
月调入县税务局办公室工作至今，在

文秘岗位上一干就是 28年。多年来，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坚守，先后在
《人民日报》《中国税务报》《沧州日
报》 等各大报刊媒体发稿达 1500 多
篇，先后有200多篇新闻稿获奖；每年
要撰写各类综合材料70多篇达40多万
字，所在办公室连续 20多年被沧州市
税务局和东光县委、县政府评为优胜
单位；他连续 15年担任县局内刊《观
州税苑》 主编，编写的音乐快板书
《铁税官》先后15次参加各级演出并获
奖；他还被评为全省职工文化优秀骨
干，先后荣获全省税务系统百佳“模
范老税工”和沧州市税务系统“十大
老黄牛”荣誉称号。

读书圆了作家梦

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
采，足以长才。”平时，杜九升也书写并
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
品。2013年，出版了第一部个人文学作
品集《永远的牵挂》，近几年先后出版了
文学作品集《德润东光》《观州税苑文学
作品集》等；2014年加入河北省作家协
会，成了一名有组织管理的“专业作
家”，还被选树为沧州市作家协会骨干作
家。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他和东
光当地作家林永香、刘春来等文学骨
干共同采编出版了长篇纪实报告文学
集《战“疫”时刻》，此书为记录和展
现东光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留

下一笔宝贵资料和精神财富。202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受东光县人大之委托，他和杨宗
深、于桂花两位文友，组织编写出版
了报告文学集《神圣的使命——东光
县优秀人大代表风采录》。记录了30名
人大代表为民情怀、履职尽责的感人
事迹，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代表的一
致好评。

回想起几十年的漫漫人生路，杜
九升感慨万千。一路走来，唯有书
香，给了他拼搏进取、勇往直前的强
大精神力量。今后的日子里，无论时
光如何变幻，他仍会以书为伴、以笔
为友，任世间纷扰，愿岁月静好。

杜书恒杜书恒杜书恒：：：

书润灵魂书润灵魂书润灵魂 人生丰盈人生丰盈人生丰盈
齐斐斐

读书始自逛书摊儿

47岁的杜书恒说话不疾不徐，开
口就有讲故事的感觉。他表情丰富，
谈笑风生，闪光的眼神里，完全让人
感觉不到他人到中年，更像一个充满
活力的年轻人。

杜书恒说，他的阅读习惯是从中
学养成的。那时候因为住校，口袋里
都会有些零用钱，只要看到喜欢的书
就会买一本。上高中时，每天下午第
四节课都是自由活动课，其他同学在
打球下棋时，门口的旧书摊儿上却总
有杜书恒的身影。

考取沧州师专中文系后，他经常
以每周两三本的速度翻书，很多书借
来后，读读前言和目录，发现没有兴
趣就还了。他说，这样翻书最大的好
处就是开阔了眼界，为以后翻检和有
针对性地阅读提供了指引。

不只是在学校读书，这些年逛书摊
的习惯他也一直保持着。每到周末，杜
书恒都要从学校门口的旧书摊溜达到运
河桥头。他特别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书，有些书即
使没有什么用，只要不贵也会买下来。
比如简本的《鲁迅文集》，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73年版，薄薄的小册子，一两
元 1册，厚的 5元。他只要见到就买，
慢慢地就凑齐了整套。

读书的乐趣在于分享

还有一件事，杜书恒印象很深。
在沧州上学时，偶尔去老师家玩儿。
他喜欢去老师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去看老师书架上的书。有一次，
他在老师床头看到了 《教育改革家
——魏书生》这本书。翻看之后，他
觉得太好了，犹豫了半天，饭后向老
师说想要借回去看看。老师说是爱人
的，正在看，看完就借给他。他等了
许久，始终也没有等到老师这本书。
直到上班后，有次去沧州学习，才又
在地摊上见到。这一见就拿在了手
里，生怕被别人抢了去。那本书对杜
书恒影响很大，几年后的课题研究以
及在《河北教育》上发表的第一篇论
文，都受到魏书生和那本书的影响。

工作后，杜书恒一直从事教学工
作。他喜欢和孩子们交流，上课时会
讲一些相关的奇闻轶事或人物典故，
学生们非常喜欢。孩子们大多不喜欢
读鲁迅的文章，他就给孩子们找来
《鲁迅画传》，一幅照片一幅照片地讲
故事，即使下课了，孩子们也要听
完。后来，他干脆开了鲁迅故事会，
每周五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他就给
孩子们讲鲁迅的家世、兄弟、爱情、
战斗、文章……持续了大概半个多学
期。多年以后，许多学生还经常说
起，他们喜欢鲁迅就是因为杜老师让
他们知道了“活的鲁迅”。

前几年，离开课堂，他觉得有责任
为全民阅读做点儿事，就把自己的读书
经验和乐趣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当
时，大家都非常支持，献县图书馆也提
供了场地，他组织开启了“乐享读书”
活动。每周六上午，由一位老师分享读
书乐趣或推荐自己喜欢的书，许多热爱
读书的老师也加入进来。朱惠民、宋灵
慧、吕永森等献县文化“大咖”们也走
上讲台，为大家讲文化、讲传承，营造

了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

执着于教研和家乡文化

杜书恒热爱阅读，更热爱自己的
教学工作。他的课从学校讲到了县、
市、省以及甘肃、山东、河南等地。
从公开课、优质课、示范课到送教下
乡、名师工作室讲座、国培计划、专
题讲座等，每一堂课他都认真讲授、
精益求精。荣誉也从县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到沧州市名师、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再到河北教材培训专家。几
年间，他讲座授课一百多场，听众数
万人。

他热爱阅读，更喜欢用文字把自
己的生活、读书、教学、思考分享给
他人。起初他把自己的感悟、思考、
心得给报刊杂志投稿，后来变成了报
刊向他约稿。目前，《语文报》《语文
周报》《语文学习报》等稿约已排满日
程。几年写了数百万字，他也成了多
家报纸的特约编辑和优秀作者，与

“小雨明天”合作“名师名著 1+1导
读”，编著了10多种图书。

热爱阅读的人，大多喜欢家乡文
化，愿意为家乡文化付出。2015年，
献县文化研究者于万复想要搜集历代
献县诗歌，包括献县历代诗人的作品
和其他诗人吟咏献县的作品。这些作
品大多散落在后代、私人藏家或图书
馆里，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搜集
抄录。于万复就找到了杜书恒、吕永
森等献县文化研究者，多次去国家图
书馆古籍部抄书。为了多干活儿少花
钱，他们四五个人住一个房间，上午9
点国图一开门就去抄，下午五点多关

门，他们才出来，每天只吃两顿饭。
因为有部分诗人是非著名的，搜

集诗集信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崔士
元的诗名气很大，大部分诗集在他去
世后被一个知县从他儿子手里借走
了，不知下落。张之洞编《思旧集》
时只收录了少量他的诗。在国图，他
们只找到了《鸥影诗录》，通过和《清
画家诗史》比较，发现两者并不完全
一样。正当他们准备放弃时，杜书恒
翻阅 《清史稿》 时，发现崔士元是

“燕齐三家诗”之一，于是转换了思
路，开始检索“燕齐三家”。经过几天
的努力，终于在天津图书馆找到了崔
士元的《雪庐诗三种》，见到了《雪庐
诗草》的全璧。随后，沧州文化研究
者孙建又提供了崔士元和纪堪琴为
《花王阁剩稿》的和诗，经吕永森整
理，一部比较完整的《崔士元诗集》
呈现在读者面前。

还有陈祺龄《剑花龛诗影》的发
现更是一种传奇。陈祺龄的诗集名声
很大，经过陶樑整理刊刻流传。在国
家图书馆古籍部，他们只见到了薄薄
的一小册刻本。抄录完成后，于万复
发现南开大学图书馆还有这部诗集的
稿本。他们在南开大学见到了这部稿
本，一看才知道国图古籍部收藏的只
是下册，南开收藏的稿本才是全部。
他们索性住在南开大学，将上册全部
抄完，又校对了下册。在这个过程
中，还意外发现了这套书的刻本。

从 2013年开始，杜书恒还参与编
辑了季刊《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献县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读本》等，被河北
省委宣传部授予“燕赵文化之星”和

“书香家庭”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