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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晨雾，淡淡地笼罩着河间这

座古老的小城。府北小区里星星点点的

灯光照亮了几家窗口。该是慵懒的早

晨，李西标却早早地坐在了书桌旁，一

本线装的《诗经》翻到了《七月》一

页。

读书是李西标几十年的习惯，更是

一家人每天必做的事。书香在这个家庭

中，既是传承，也是积淀。多年来，他

的家庭多次被评为河间市和沧州市“书

香家庭”。

李西标李西标李西标：：：
书香家风的书香家风的书香家风的“““养养养”””与与与“““带带带”””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养成习惯犹如竹笋破土

采访李西标很是惬意，徜徉
在书本的空间里，谈论读书写
作，十分契合。

李西标说，人并不是天生就
爱读书的，读书习惯的养成，开
始肯定犹如竹笋，多年积蓄才会
破土而出。

李西标 1964年出生在河间
大孙庄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生
活艰难，父母不认识几个字。深
知自己没有文化所带来的短处，
父母就横下一条心，省吃俭用供
儿子上学，时刻叮嘱他一定好好
读书。

从小学到初中，李西标的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把
书由薄读厚、由厚读薄，博识
强记、融会贯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在沧州师专和河北师
院中文系读书时，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读书范围也不断
扩大，有时一个猛子扎在图书
馆里就是一天，通读了大量的
中外名著。

读 书 需 日 日 读 ， 方 见 功

力。几十年来，李西标的工作
和生活都在和文字打交道。从
1984年参加工作至今，他在河
间中学当语文教师，后来到河
间市委办公室任文秘。为了把
本职做好，他买了大量的工具
书。在任教的 7 年间，每一节
课他都会精心准备，这就需要
阅读大量的参考书，包括拼
音、文字、标点、语法、修辞
等，争取给学生们传授更多知
识、讲透每一个知识点。

在从事公文写作的 30多年
间，他系统学习了大量理论著
作，深入钻研公文写作方面的业
务知识。搜集浏览了河间人写河
间事的书籍文章，使他在工作
中更好地把握新形势、了解客观
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服务，切
实发挥参谋助手、外脑补智作
用。

读写互促强功力

说到“写”，李西标认为
要以写促读。上小学时，他的
奶奶给山东济南的叔叔写信，
都是他执笔。奶奶叙述意图和

想法，他写出来念给奶奶听，
直到不再修改、达到满意为
止，所以从小他就学会了书信
的格式和用语。

教高中语文时，为了写出上
乘规范的教案，他自己经常写范
文；从事办公室文秘时，他起草
了大量的领导讲话、调查报告、
工作汇报、剖析材料等，写作功
力不断加深。目前，李西标正编
辑《公文写作拾撷》一书，已完
成 30 多万字，计划今年出版。
每篇公文的成稿，都是与阅读大
量资料分不开的。

读书的过程就是不断积累
的过程，有的粗读、有的精
读，有的反复读、有的系统
读，有的读时拿笔勾画，之后
进行思考，也做些笔记或写写
读后感，慢慢消化形成自己的
观点和感悟。经过缜密思考、
精心构思、语言加工、反复修
改，写出自己的作品。李西标
撰写的《强化机关工作人员素
质之管窥》《一个点燃激情、活
跃全局的好抓手》 等 20 篇评
论，发表在省市报纸上，受到
了社会各界好评。

书香家风需要“养”和“带”

李西标的家中，随处可见的
都是书，书香家庭是几代人的传
承汇就的。

李西标的岳父岳母都在河间
城里工作，二老年轻时就喜欢读
书，暮年仍坚持读书看报，《沧
州日报》和《老年世界》是他们
的必读。岳父对历史尤其感兴
趣，也收集了一些历史书籍，在
1997年、1998年期间手抄了一
套线装版的《河间府志》，其中
对一些生僻字、生词还作了注
释。老人们对李西标和妻子爱读
书学习起到了很好的鞭策和带动
作用，他们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

他爱读公文，妻子爱健身，
儿子爱名著，儿媳爱诗词，大孙
子爱科学类，小孙子爱画册，每
天的茶余饭后，一家人集中学
习，遇到问题探讨，想办法解
决。有时觉得哪篇文章或者一首
诗不错，也采取一人读大家听的
方式，用手机录下来再回放，一
家人互带互促，良好的家风家教

在读书中形成。
做任何事情，兴趣和热爱都

是最好的老师。这些年，李西标
搬了3次家，最不舍的是过滤筛
选下来的、爱不释手的这些书。
他在家安排了“朴柳书屋”，对
多年积累下来的家庭书籍进行了
整理，有十几个简陋的书架，共
有藏书近万册。在营造家庭读书
氛围的基础上，他还带领一家人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一些机关
部门义务讲课。创办公益性文友
活动室，为社会学习、读书提供
力所能及的便利，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水无言，可润泽万物；书
无言，可述尽春秋。李西标家
庭 2016年 8月被河间市委、市
政府授予“书香门第”，2022年
3 月被河间市妇联授予“美丽
庭院+书香家庭”双示范户，
2022 年 4 月被“书香沧州”全
民阅读系列典型宣传评选活动
领导小组授予“书香家庭”，
2023 年 1 月在河间市举办的
2022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
型发布会上，又被授予“书香
家庭”称号。

读书陶然而忘机读书陶然而忘机
吴振亚

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字工作者而言，书对我很重
要，它不仅让我增添工作动力，还可以让我安静冷
静，感受到读书的乐趣。现在流行手机阅读，然而
我总是觉得这样很闹心，没有捧着一本书体会到书
香入味的渗入感。“非宁静无以致远，故陶然而忘
机。”我觉得书这个东西有一大好处，就是它很安
静，不安静就没法“致远”。通过书，我们可以与
先贤哲人对话，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

“读书”这两个字，我最喜欢，写书就是读书
的副产品，想当个作家，首先要当个读者。一日
不读书，就好像生活少了点什么。我最喜欢的头
衔，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而是读者。我喜欢
以读者的身份说话，从读者的角度看问题，不是
居高临下、指指点点，而是自娱自乐、不负指导
之责。

我爱读书，不是因为我家书多。我并非出生于
书香门第，小时候虽然家里有书，但不太多。书太
多的话，家里没地方放。父亲说，还不如去图书
馆。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是因为他没钱上学。
我长大的那条巷子，很少有书，也很少有读书人。
偶尔遇到一个，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饥饿是最好的厨师。我觉得，书的诱惑全在于
少，就像在沙漠之中，身边只有一壶水，你会珍惜
每一滴水。小时候因为很少见到书，所以很多书都
是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我对书一直有好奇心，书太
多，对人的好奇心是个打击。

对我来说，书有很多用处，它可以给人温良。
15岁那年，我发了毒誓，一定要把自己管住，别再
打架，赶快把淘气孩子的帽子给摘了。我的暴力倾
向就这样被书控制了起来。它可以丰富时间，放假
了，寂寞如山压在心头，时间太多，没处打发，因
此，书成了最大的消遣。书可以消愁解闷，可以遣
兴陶情。

有些闲书，我是放在枕边床头反复读的，每读
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书可以助我入眠，看了好
书，梦都是美的甜的。

七岁那年的春节，家中来了个陌生的年轻
人，母亲指着他对我说，这就是你在城里工作的
舅舅。舅舅向母亲询问年景及生活状况，还特别
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临走塞给母亲 100元钱，
说，再困难也要让我上学。

那时日子的确拮据，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
亲不得不琢磨着养些牲畜及制作小手工艺品，拿
到集市上换回点零钱。母亲夜以继日地坐在炕头
上，摇着那辆原始的纺车。

我在本村上完了小学之后，考入了县城中
学。县中学离我们家约十几公里，在那里学习，
必须住宿，吃食堂。当时父亲对我能考上中学并
没有表露出过多的欣慰。听母亲讲，父亲是支持
我继续学习的，只是在县城学习，要花费相当一
笔钱，再加上妹妹要考乡中，这么一来，家中的
负担就更重了。况且这么一笔开销从哪里来？父
亲怕我万一学不成，两耽搁了，便私下许了一门
亲事。把舅舅给我拿的100元钱买了两扇大门，准
备换下原木棒捆成的栅栏门，好撑撑门面。

这门婚事，我跟父亲意见不一，闷着气进了
县中。

当时学校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 12元，粮票
30斤。家中的粗细粮有从集市上籴过来的，也有
母亲设法从姥姥家驮回来的，为了搞到粮票，父
亲一并送到粮食局兑换成粮票，并及时送到学
校。后来我得知，为了我上学，父亲竟把新买的
用来支撑门面的那两扇大门也卖掉了，妹妹也为
此放弃学业，回家替母亲干活。

由于学习极度紧张，以及生活过度节吝，致
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被迫休了学。这时，我
跟舅舅写信求援，并告诉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很快得到舅舅的来信和他寄来的一本书。舅舅在
信中表扬了母亲，还说卖门是为了买门，为以后
闯任何大门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寄来的那本书叫《征服黑暗的人》，埃及凯马
勒·迈拉赫著，是舅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书中讲
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翁塔哈·侯赛因三岁双
目失明，从此，黑暗笼罩着这位天真幼小的心
灵。在极其贫困的忧愁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强
烈的求知欲望和坚强的信念获得埃及大学第一个
博士学位。他后来曾到法国深造，成了教授、作
家、评论家、院长，直至教育部长。这书我连续
读了三遍，大大鼓舞了我。

休养半年后，我康复了。市里工作的两个舅
舅帮我转学到市第五中学继续学业，这里的条件
优越于县中。就这样，我如饥似渴地拼命苦读，
终于敲开了石油院校这扇大门。舅舅加倍鼓励
我，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不断奋发进取，无止
境地追求，任何大门都可以闯开。

毕业后，我告别了家乡，毅然走进了祖国的
西大门，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漠，展示着大地的无
穷魅力。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运用我们
所学到的知识叩开深藏地下的这扇能源的大门。

工作生活之余，我时常思旧忆往，想起那两
扇大门，更想起启迪我心灵钥匙那本书——《征
服黑暗的人》。

两扇大门两扇大门
刘朝杰

“读书能圆梦。”沧县张官
屯镇银子旺村农民陈同斌如是
说。几十年的读书写作时光让
文字成了他灵魂的挚友。与其
说是他遨游在书中的世界，不
如说是书成就了他多彩的人生。

读书圆了“冠军梦”

陈同斌的文字很俏皮，生
活中看似一件稀松平常的小
事，也能在他的笔下妙趣横
生。陈同斌回忆说，孩提时，
幼小的他还不知书是何物。邻
村的大姑来家走亲，晚上睡觉
前会给他讲线装书《王清明投
亲》和《双钗记》，这里面大部
分讲的是落魄公子和富家小姐
的爱情故事，里面优美流畅的
诗文和起伏跌宕的情节深深吸
引了小小的他。

沧州是木板大鼓和西河大
鼓的发祥地，陈同斌的祖父也
曾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鼓书艺

人，可惜老人在那
年春天去世，陈同
斌 当 年 秋 天 才 出
生。与祖父未曾谋
面的遗憾，并没有
阻隔他对大鼓书的
亲近。陈同斌说，
他祖父的徒弟是同
家族一位盲眼的叔
叔，待他少年时，
赶上大姑来走亲，
说书的叔叔就来家
说上一段西河大鼓
《杨家将》。那时的
他总是精力旺盛地
聆听着，无论是杨
文广校军场比武夺
元帅印的英武，还
是杨家遭奸臣陷害

满门上绑绳的悲壮，总是让他
少年的心为之梦绕魂牵。因了
这个缘故，杨家八代的历史故
事，他都说得滚瓜烂熟。

1992年春，时任村团支书
的陈同斌参加了乡政府举办的

“计划生育知识竞赛”。当时每人
一本绿色封面的《河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这本书不厚，
可也不算薄。偏偏这时，另一名
参赛队员声明退赛。父亲看到陈
同斌，说：“要参赛就好好准
备，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他感
受到父辈的鼓励，就不分白天黑
夜地阅读背诵，无论是政策法
规，还是县乡条例，都通通纳于
胸间。转眼乡里知识竞赛开锣
了，14支代表队拼杀，他胸有成
竹，在队友的配合下，一举夺
冠，圆了冠军梦。

“诗配画”圆了“爱国梦”

2015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有一次，他在一次
雅集时，与书画家陈瑞谦交
流，对方提到想为70位抗日英
烈画像书写简历并举办展览。
他听到后觉得这个创意不错，
就说光有画像和书法是不够
的，如果为每位抗日英烈配上
诗，诗书画，岂不更好？这个
提议，陈瑞谦很认同。

因为时间紧，说干就干。
怀着对英烈的无限崇敬，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在工作之余，
他先后创作了70首歌颂抗日英
烈的绝句。诗书画集聚一堂，
他们还印刷了《诗书画印颂英
魂》的宣传画册。主题展览活
动不仅被各家媒体报道，还在
市总工会、河北省美术馆展
览。他们用复合艺术的形式来
纪念伟大的胜利，营造了更加
浓烈的爱国爱党爱家的情感和
氛围。

在赋诗作文的同时，陈同
斌非常喜欢挥毫习字，各种字
体通通纳入视野，细心临摹。
经过几年的练习，他考取了中
国书协的《注册书法教师资格
证》，先后在两所小学从事硬笔
书法教学工作。经他指导的学
生，有的考取了中书协五级等
级证书，有的入展沧州市硬笔
书法大赛，还有的比赛中屡屡
得奖。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爱
上书法、传承书法，他心里由
衷地满足。

“拾棉花”圆了“诗人梦”

他在书中吸取着知识，在
生活中谋求着创作灵感，中篇
小说《灵姑》在一家文学期刊
发表之后，陈同斌的阅读之旅
更加顺畅。

读而优则著，在广泛读书
的基础上，他与学者周林华搜
集一代文宗纪晓岚的故事，合
作出版了《纪晓岚传说故事》。
在心理医院工作期间，他深入
阅读研究心理学有关书籍，在
医生和护士的协助下，在心理
病人中开展心理干预，并得到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学博
士、《心理康复报》总编姚贵忠
的支持，开办了 《大忽悠正
传》专栏，这就是文学嫁接到
心理学这棵大树上绽放的一朵
奇葩，博得了广大医生和患者
的一致好评。

献县单桥本来是百里之外
的古桥，但是通过阅读阅览，
这座诞生了 400多年的石桥进
入他的视野。于是他反复玩味
揣摩，一首七言排律《献县单
桥歌》应运而生，并在“第一
届河北省农民诗歌大赛”中获
得二等奖。

早年他种植棉花，播种、
耕耘、打心、打药，道道工序
都是勤劳的付出，最喜的是采
摘棉花，因此他写了一首七律
《采棉花》，被诗友推荐到新疆
建设兵团机关报《兵团日报》
上发表了。随后，这首沐浴着
田野风的诗又获得了“第八届
华夏诗词奖”优秀奖。

身为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
副会长，沧州文联授予他“全
市文艺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陈同斌觉得自己圆了诗人的梦
想。

“读书圆梦”，于他而言
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边读
边悟的心路历程。读书，不
一定非得用眼睛看，更要用
步子量、用耳朵听、用心灵
感知。

本报讯 （记者 齐
斐斐）日前，我市编剧
李占武完成了《抗战区
长》《圣基商号》《抗日
英雄》《古驿破晓》 4
部红色戏曲剧本，用传
统戏曲艺术语言生动讲
述了发生在沧州大运河
上的烽火故事。

《圣基商号》是以
抗战时期泊头刘圣基
在天津为地下党工作
的故事和 《刘化民传
奇》 两篇纪实文章为
参考资料，讲述了刘
圣基沿大运河，自德
州至天津开办多家商
号为掩护，利用秘密
交通站，助力城工部
解救导弹专家钟林丢
失的儿子和保姆、积
极 为 解 放 军 筹 备 粮
食、索讨药品及护送
城防图等战斗故事。

《抗日英雄》则描
写了冀中一级战斗英
雄、县大队长黄立荣
从 一 位 农 村 热 血 青
年，奋起组织抗日武
装区小队，到逐步成
长为一级战斗英雄，
并提任县大队副大队
长直至英雄牺牲的全
过程。剧本充分展现
了他奋勇杀敌、不怕
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
神。《古驿破晓》讲述
了抗日战争时期，献

交县大队拔掉驻扎在京大路上的历
史古驿重镇富庄驿据点的故事。
《抗战区长》是一部以冀中八分区
献交县第四区区长李维毙寇除奸的
故事为主题的红色剧本。

4部红色戏曲剧本，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情节生动，用戏曲艺术
展现了战争时期沧州儿女的智慧与
豪情。李占武希望剧本能早日搬上
舞台，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革命战争
故事，传承和发扬大运河上的红色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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