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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书通

前几年，很幸运地参与了《献
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 的编写工
作，做了副主编。前几天，听张纪
岩老师说，这本书出版 5年来，不
仅成了献县很多中小学生的课后读
物，还有全国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居
然也收藏了这本“上不了台面”的
小书。

事非经过不知难。《献县历史
文化实验读本》 编写始于 2015 年
秋，成书于 2017 年夏。虽然已过
去 5 年，但当时编书的每一个细
节，我依然记忆犹新。这本书只有
100多页，但编写出版前前后后却
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一个县无论历史长短，总会有
许多事可以讲，许多人可以说。
况且献县历史很久，早在秦汉时
期就有了很大的城市，两千多年
来，一代代祖先留下了太多历史
和文化。

可也正因为献县可以讲的人
和事太多，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
的麻烦。我们既不可能把两千多年
的人和事都完完整整地讲一遍，也

不想随随便便找一些东西，东拼西
凑仓促成书。因此在选材上就颇费
周折，大家商量了几十次才最终把
书稿定下来。

献王陵、《诗经》 ……这都是
献县两千年历史的精华，是《献县
历史文化实验读本》 必需有的东
西；写献县的抗战，当然不能遗
忘民族英雄马本斋。可献县还有
个刘汝明，在抗战时立了很大功
勋。1933 年长城抗战时，他已经
是 国 民 党 师 长 ， 却 依 然 赤 膊 上
阵，拿着大刀冲在最前线和日寇
拼命。抗战时，他还把自己的两
个儿子送上战场，其中一个血洒
疆场、为国捐躯。就这样，刘汝
明的名字放在了 《献县历史文化
实验读本》 中，让更多孩子了解
了他的抗战功绩。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
申府是小垛庄人，过去隶属于献
县；还有张岱年，是张申府的亲
兄弟。张岱年是大学问家，一生
著述甚多，思想见解非常深刻。
一本薄薄的册子根本不可能有张

岱年一生的成就，我重点讲了他
的 中 西 文 化 观 和 “ 综 合 创 新 学
说”。我想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
个正确的文化观，既要热爱我们
国家固有的文化，又能放眼世界正
确地看待西方的文化，能够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

献县还有两位非常奇特的外国
人，一个叫戴遂良，一个叫顾赛
芬。他们在献县几十年，把 《诗
经》《礼记》 等中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到国外，其中顾赛芬还
是享誉世界的“汉籍欧译”三贤
之一。可惜，因为种种原因，献
县 很 少 有 人 知 道 这 两 位 外 国 学
者，于是 《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
本》里给这两位可爱的外国老人留
了位置。

书无论厚薄好坏，总要有一个
序言。《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
序言的题目就叫《学必始于乡而后
可通天下》。如果说我们编这个小
册子有什么目的，那就是这句序言
的题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书稿审

查很严格，可是我们的书稿送审后
却顺利地通过了。 出 版 印 刷 之
前，还记得张纪岩老师大夏天跑
到北京去做最后校对。他眼已经
花了，屋子里的灯光又暗，他近
乎趴在纸上才能看清那些芝麻粒
大小的字迹。书出版后，我第一
时间连夜跑到保定印刷厂把书运
回献县。

还 记 得 ， 那 天 晚 上 十 点 多
钟，我们装完车开始往回赶。可刚
出保定市就开始下雨。书怕雨淋，
我们只好躲到立交桥下避雨。闲着
也是闲着，我掏出一本《献县历史
文化实验读本》，借着远处幽暗的
路灯光看了起来。在编辑的两年
中，对这里面的每个字已经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可当拿起还带着墨香
的这本小书，竟如获至宝，满满的
成就感。

小书不小，它是献县古今文化
的凝聚，能让更多人了解献县深厚
的历史文化，也是我们这些文化传
播者的使命，再苦再累也甘之如
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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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读的美好时光乐读的美好时光
胡书森

读书从啥时开始的？我也说不清
楚。只知道上了小学，认识了一些
字，头脑中朦朦胧胧对读书便有了兴
趣。小人书图文并茂，种类繁杂，让
我着迷。课堂上我总是低头偷看，以
至于老师讲了啥内容，都不清楚。放
学后，我也不急着回家，经常跑到书
摊上翻阅。上了初中后，我对读书又
有了“新胃口”，开始啃起四大名
著。再后来，又读当时流行的图书
《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

尽管一生读了不少书，却讲不出
爱读书的缘由。古人说“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又说“书中自有黄
金屋”，以前没有深刻体会，直至今天
才明白，我的后半生之所以活得有意
义，都是因为少年读书时给予的精神
食粮。读书既是知识的积累，又可弥
补社会经验的不足。只有多读书、读

好书，才能学会更好地做人，才会悟
出生活中的学问。只有读书，才会知
道什么叫知书达理，知道为什么人们
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此说来，
只有读书才会明白什么是“人生的最
大追求”，什么才是“生活中的最大财
富和最大乐趣”。

退休后我参加了市夕阳红读书
会，从此便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地
读书。正是由于前期读书的积累和沉
淀，在读书会中时常会引经据典，谈
古论今，如鱼得水，手到擒来。更令
人高兴的是，我踏上了文学创作之
路，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级报纸杂
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作品 500余篇。
说到底，我是读书的受益者。在我的
晚年岁月里，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
读书增添了生活情趣，读书让我享受
着“黄金屋”般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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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笃信谁读书谁快乐、越读书越快乐。如

今六十有三，仍如是。

他视“读书为天下一等要紧事”，一天不读

书，会整天不自在。他自诩是“快乐读书队里

人”，读书已深深植入他的筋骨血脉魂灵之中。在

采访过程中，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读书，快

乐了我”。他是田宝春，泊头市文广新局原副局

长，泊头众多读书群里平凡但不普通的一位读书

人。性喜安静，爱好广泛，但快乐读书始终被他

摆在日常生活的第一位。

田宝春田宝春田宝春：：：
半半半步人生半步书步人生半步书步人生半步书
本报记者 寇洪莹

四岁背诵《为人民服务》

与书香门第无缘的田宝春，
读书却不算很晚。儿时的书最初
都是听来的，来自长辈的眉飞色
舞、戏班子的抑扬顿挫，抑或黑
白银幕上的枪炮齐鸣。再大一些
虽不识字，却也津津有味——脏
兮兮卷边儿豁牙的小人书们，自
然是放不下、够得着的最爱。

因开智较早，还出过一回彩
儿。才 4 岁，田宝春在老家献
县，跟着大娘过生活，当时正值
全民皆诵“老三篇”热。一个懵
懵懂懂的黄口小儿，竟凭着小纸
喇叭照本宣科，硬生生地把小红
本儿里的三篇毛选，记了个滚瓜
烂熟。在一次黑压压的公社千人
大会上，他被临时抱上高高的
土 台 子 ， 背 诵 了 那 篇 著 名 的
《为人民服务》。从头到尾不错
一字，童声童气，流畅至极。在
一片欢呼与惊讶声中，小小的宝
春朗诵完，跳下高台，钻出人群
溜走了。

进了校门，借书读就成了他
的“新常态”。那时县乡户家书籍
存量除毛选以外少得可怜，文学
艺术类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私
家书借阅规矩分明：不予生人，
不得污玷，不得折页，不得延
时。书家都宝贝得紧，田宝春觉
得能借到书已是挺大的面子和交
情。也许就是那个特殊的岁月，
教会了他最朴素的感恩和自尊：
给人家的书包上书皮儿，阅读前
先净手，按约定时日还书时再道
一声响亮的“谢谢”。

小学五年级至初一第一学
期，他凭着借读，读完了长篇小

说《山乡巨变》、蒙古族长篇抒事
诗歌《嘎达梅林》、文言本的《聊
斋志异》、通俗本的 《镜花缘》，
就连 32 开的 《新华字典》 也被
他翻腾得“遍体鳞伤”。那时田
宝春才恍然大悟：坐在父亲自
行车后座上听到的那些生灵灵
的故事，不大都出自于蒲松龄
的 《聊 斋 志 异》 吗 ？ 后 来 的
某 一 深 夜 ， 田 宝 春 偶 然 读 到
这 么 几 句 话 ： 只 要 能 道 声 再
见 就 是 幸 福 ； 如 果 能 说 改 天
见 ， 就 更 加 更 加 幸 福 了 。 当
时 他 不 禁 想 起 了 已 逝 父 亲 年
轻 时 的 臂 膀 ， 和 给 他 曾 经 描
述 过 的 一 幕 幕 传 奇 ， 仿 佛 一
股 酸 涩 的 电 流 涌 过 全 身 ， 一
时间哽咽无语。

读书“只是恰好”

问田 宝 春 至今读过多少本
书，他说没统计过。但在泊头

“60后”的朋友圈子里，他是个勤
勉的人。他喜欢《菜根谭》里的
那句话：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
奇，只是恰好。他说读书也是这
样，为读书而读书，为功利而悬
梁而刺股，会失了读书该有的快
乐循环，会错失自然的“恰好”
而带给精神内核的一波波“红
利”。做人亦是如此，只有做到
恰好，才有机缘去分享汉书下
酒、白云上茶、天上明月、庭下
梨花的朗朗气场，人的精气神儿
才能自然地充盈着，如清晨响亮
的群山。

快乐读书时，书与人、人与
书的关系不是相互陌生、彼此抗
拒着，而是亲亲密密、高度契合
着，自自然然地洞照对方、相互

成全。田宝春对这一点尤其感
同身受。他真真切切地记着，第
一次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在他当知青时的一个“小满”
之夜，在浇麦田的间隙，就着煤
油灯通宵达旦读完的。他第一
次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是
在泊头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
时，去乡镇采访的空当。当读至

“雾淞沆汤，天与云、与山、与
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
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
芥，舟中人两三颗而已”，顿时
心神超逸，须眉开张。第六次读
《红楼梦》，是多年前大年三十
在泊头市文广新局带队值班的时
候，除夕子夜，全城夜空花团锦
簇，银蛇狂舞，默念着“都云作
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开卷诗，
一时间神游八极，人书皆老。

愿有滋有味而活

退休后，他有了大把的闲暇
空间，开始有侧重地补课、充
电，宽泛地去涉猎哲学、美学、
散文、现代诗、新闻述评、摄影
等十八般技艺，对经济学的研究
也顺势就位，等于把在县市工业
局、经委期间的工作积淀，搞了
一次全新的有效链接。他在自己
构建的气场里快乐地耕读，在新
的认知层面神清气爽地享受着纸
书的滋润与学养。

他的“快乐读书”章程，亦
脱胎于他自己最享受的活法：率
性、洒脱、自在、享受乐趣、人
随心走是第一要务，不功利、不
挑食、无框框。经史子集、现代
古典、中外名著、名家传记、文
学艺术、宏制随笔，乃至工具通

鉴、养花赏石等等，均属兼爱，
典型的“有读无类”。他始终觉
得，滚滚红尘之中，没有任何一
类书籍不可入法眼，没有任何一
部作品不可聪耳目，江河湖海，
各衷其里。

他活得越来越简单、抱朴、
放松、富于激情。他在生活与自
然中输入，在微信朋友圈里输
出。有时天气晴朗，和妻子出去
吃个早餐，妻子拍他的英俊潇
洒，他拍妻子的贤良淑德。吃完
饭，他骑着电动车载着妻子，去
大运河公园散步，去观赏河边的
梨树。他视大地为花盆，盘曲的
老树枝干，恰好构成四季多姿多
态的盆景。他用心记录当下，认
真过好每一天。在他数年如一日
丰富的朋友圈展示中，即使是和
妻子的一顿早餐，都是那么活色
生香。不久前，他还给相濡以沫
数十载的妻子深情地写了一首情
诗，题目唤作“愿有滋有味而
活”。诗曰:

活得有滋有味/因有滋有味而
活/或许/那便是自个儿生命的味
道/诗 与 远 方 均 可 及/亦 遥 不 可
及/问 题 是/心 在 彩 云 间 莲 花 间
时/你的双腿/是否在俗地上站立
的踏实/不动如山/动若脱兔/信
息量排山倒海/不知/谁才是独属
于你的那杯茶/翩翩若仙/步步生
莲/恍然便一辈子/灿若夏花/浓
如秋叶/最合适的鞋子才是自己
的/这是脚的哲学/鞋/其实总在
自己脚上/激情/已返朴岁月/只
想当一个好老头/我便是我/我就
是我/下一站/与老妻携手天涯/
那是/另一番的青梅竹马/也是/
俺/重新开封的味道/亦如/开启一
坛/岁月尘封的老酒

读书、教书、写书、藏书，伴我
走过了83个春秋。

教书，荣获“河北省优秀教育世
家”称号；写书，获得“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好评。

我最深的体会是：不登高山，不
知地之厚；不临大海，不知海之深；
不入书山，不知宝之丰；不探书海，
不知奥妙无穷。对我来说，善读书，
不仅“医愚”——使人聪明，而且

“医病”——使人健康，还能传承文化
使人进步。更重要的是，读书，修正
了我的“三观”。

读科普读物，懂得了战天斗地无
止境。

学习自然科学，知宇宙之大，学
问之深，应该是无限的。至今人类对
宇宙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向科学进
军，向宇宙要宝，还有很大空间。尤
其是我们对量子纠缠、黑洞和暗物质
的发现与研究，颠覆了原来的物理认
知。因此，人类应该问太阳能、核
能、光能要宝。人类登上月球、火星
的目的，只能是共同开发自然，让大
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我读了这些
科普读物，大大激发了进取心和上进
心，读书写作也由一个高峰攀上另一
个高峰。

我对自然科学是门外汉，但读了
科普读物，大开眼界，阅读就成了夜
以继日的悦读。以读带写，以写促
读，沿着《十万个为什么》寻找更多
的为什么。童话读多了，也就成了

“故事篓子”“童话大王”；养生文章写
多了，常被周围人尊称为“健康使
者”“养生专家”。

读红宝书，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
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
的书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
我读过三遍，上学读，教书读，写书
还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发到

手，半天一夜就通读一遍。这些书让
我确立了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的价值
观。学习英雄，努力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每天
早晨4点到7点读书写作，我称这是我
的“星期八”。几十年如一日，至今，
单独出书5部、合作出书7部，另有3
部脱稿，我又与朋友合作，编写《行
为医学》。八旬老翁，仍恨不得一天当
两天用。

读新时代书，为人民而写作。
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我用了

十几年的时间学习《黄帝内经》，研究
科学养生，查阅医学宝典，搜集偏方
验方3000余条，出版了50万字的医学
科普读物《科学养生》，义务讲养生
70余场。提出“相约百岁”“全家健
康才幸福”的倡议，应者万人，被誉
为“健康使者”。为引导某些大学生走
出“思想迷惘”的怪圈，我出版了
《智慧人生》，成为打开心锁的金钥
匙。我还为青少年编写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童谣》三册。先后到两所
大学、十几所小学赠书、宣讲。《乐园
炫歌》《乐园秋韵》则是我“讴歌新时
代，满满正能量”的诗文集，也成了

“老少皆宜的小百科全书”，放在读者
的案头。

当我将万余册图书捧送到单位和
读者的手中时，对方都激动得无以言
表。有的送来奖状，有的制作了牌
匾，给我挂在客厅，上面鎏金大字写
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读书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一
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高尚的精神
生活。当一个人，灭私欲、重人伦、
敬天道、崇自然时，他就是一个大写
的人；当理想、信念上升到家国情怀
的时候，他就能放弃一己之私利，把
个人融入集体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
生命的张力和活力，延展人生的长度
和高度。而这，必须努力读书。

读书八十载读书八十载
赵振兴

我今年56岁，小时候在沧县农村，
除了课本外，找本课外书很不容易。

18岁那年，家搬到沧州市郊，原
道东沧县政府对过的蔡庄子村。我在
沧县中学上高中。毕业后，因母病接
替母亲跟着父亲干烟酒、副食品零
售。1988年至 1993年，因给母亲治
病，节衣缩食，看的书是顾客借给我
的。

好不容易治好了母亲的病，父亲
又故去，我干上了不用本钱的装卸，
没活儿时爱观棋、下棋。母亲认不了
几个字，但记性不错，做买卖时父亲
写上阿拉伯数字就行，母亲称之为

“洋码子”。母亲叮嘱我：“你姥爷说
过，书可千万别扔下！喜爱什么看什
么，即便是玩儿，也要玩儿好。”那
时，尽管没有债务，可真的挺穷，我
舍不得买新书，就到旧书摊去选，摊
上论斤卖的，卖得便宜，一两元钱一
本。母亲见我看书很高兴。时间稍
长，母亲看出来了，对我说：“新的
喜欢的就买，干什么舍不得下本也不
行。”

2000年，我买了本《象棋战术技

巧》，不但进一步提高了棋艺，而且
还有另外的收获，我创作的对联稿
《象棋妙对》发表在 2001年 1期《山
海经》月刊杂志，稿费 260元。母亲
高兴地说：“你看还是认字好不？！”
2010 年，我开始到沧州市图书馆借
阅，以后几乎不买新的期刊、报纸
了。中国象棋博大精深，培养人的拼
搏进取和创新精神，使人思维缜密，
做事果断，并且老年人可以延缓衰
老，爱好者众多。2021年9月，《老同
志之友》“鼓捣吧”栏目刊发了我发
明的“带腿儿的象棋”，适合住院陪
床的用。

我喜爱对联，对联包罗万象，使
我养成了爱读书看报的好习惯。当
然，有的书、报是摘要性地读，需要
的才精读。这些年，《沧州日报》《燕
赵都市报》《山海经》《棋艺》《对
联》《老年人》《老同志之友》《杂文
月刊》都发表过我的作品，沧州市的
《商城》内刊发了我多篇“豆腐块”，
篇幅较大的有五、六个相声。

活到老，学到老，多读书，读好
书，人生会精彩、有意义。

母亲让我爱上阅读母亲让我爱上阅读
贾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