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阳光透进书法工作室，温暖
舒适。磨墨，执笔，书写，在眼、手、
笔、纸、墨、书帖的默契互动中，苑佳
雪不知不觉又度过了一个下午。窗外时
不时传来孩童玩闹声，她却充耳不闻，

沉浸在自己的书法世界里，习字，修身。
14岁的苑佳雪是沧州市第十四中学

的一名学生，自幼爱好书法，每逢周末
早早完成作业，便会奔赴老师何东标的
书法室。“这孩子有天赋，正是好动的年
纪，却能静下心来勤奋练习，很难得。”
何东标聊起初见苑佳雪时，印象深刻。
何东标是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河
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早年进修于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其书法作品曾在全国各
地大赛中多次获奖。

苑佳雪小学二年级时，因在学校博
雅节上获得书法才艺展示“铜奖”，开始
喜欢上书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参加
书法社团，跟随老师练字，练到六年级
时，因要搬校区，书法不得不停止练
习，苑佳雪十分苦恼。父亲苑武林了解
后，为了能让女儿的爱好继续下去，他

辗转找到了何东标。
“让她跟着我练吧！”何东标觉得苑

佳雪骨子里透着一股子韧劲儿，于是，
不但答应了父女俩的请求，还表示义务
教授苑佳雪。他从点画教起，还给苑佳
雪讲了很多的书法历史。他认为，书法
是一棵树，文化是土壤，土壤有多厚实
肥沃，这棵树就会长多高多大。只要虚
心+用心，就能读好书，也能写好字。

苑佳雪除了每次牢记书法知识，还
不断阅读课外书，做好自己的课内功
课，不断拓宽读书视野。升入初中后，
苑佳雪的功课逐渐增多，每天晚上写完
作业后，还会再练习上几个字。“我写字
时，时间好像变得很快，有一次写完都
到凌晨两三点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苑佳雪主攻魏碑，进步神速，半年多时
间，就了解了书法，掌握了各种点画基

本功，还先后收获了河北省“最美中国
字”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中华经典
诵写讲”大赛毛笔书法二等奖等很多荣
誉证书，还成为河北省硬笔书法协会少
儿会员，同时加入了河北省创新教育学
会人才库。

读书写字的共同旨归在于完善自我、
涵养内心。一次次成绩的取得，让苑佳雪
更加自信，做事也更加沉稳大气。

一次，老师上课期间，身体突然不
适，晕倒在讲台上。当许多同学惊慌得
手忙脚乱时，小小年纪的苑佳雪却没有
被吓倒。她冲到最前面去查看老师的情
况，判断呼吸和脉搏，边喊老师边让老
师平卧，看情况缓解了，才慢慢地把老
师扶起来，和同学们一起把老师送到了
医务室。临大事，有静气，这让许多同
学都佩服不已。

苑佳雪苑佳雪苑佳雪：：：写字读书有静气写字读书有静气写字读书有静气
本报记者 寇洪莹

本报讯 （记 者 齐
斐斐） 日前，我市王柱
良、付小秋、刘涛、纪
艳伟、李建新、李浩
然、吴相艳、张长铎、
张立峰、陈猛、崔治
营、董金凯、燕金城等
13名作家加入河北省作
家协会，入会人数位列
全省第一。

近几年，市作家协
会一直注重培养优秀作
家，尤其注重培养和挖
掘我市有潜力的中青年
作者，在我市文学圈内
形成了 “ 老 带 新 、 优
携 初 ” 的 传 帮 带 氛
围。传承、帮助、带
动了一批文学新生力
量，涌现出了许多活
跃在我国文学一线的

“80 后”“90 后”优秀
青年作家，形成了一
支阶梯科学、后劲十足
的“文学沧军”，有力
地提升了全市文学整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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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赵丽赵丽：：：执书卷执书卷执书卷 阅人生阅人生阅人生
本报记者 寇洪莹

初次接触 《四世同
堂》还在少年时。记得当
年夏夜，街坊邻居围坐在
我家那台 14吋彩电前，顾
不上炎热和蚊虫叮咬，聚
精会神地跟着剧中人时而
欢笑，时而抹泪，魔怔了
似的。我感到很好奇，妈
妈说，我们在看电视剧
《四世同堂》，根据老舍的
同名小说拍摄的。而年幼
的我，最爱看武侠剧、警
匪片，对这种家国情仇为
题材且有点慢节奏的戏，
既看不懂又没耐心，但不
成想，竟无意中给自己悄
悄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上中学后，我通过语
文课本陆续接触到老舍的
《骆驼祥子》《济南的春
天》《龙须沟》等文章，觉
得他的语言既不像有些民
国文人那般佶屈聱牙，也
不像同期言情小说那样浅
白媚俗，而是俗而能雅、
朴实幽默、细腻生动，散
发出浓浓的时代感和历史
气息，竟如触电般一下子
抓住了我的心。

当时，同桌也十分喜
欢老舍，某天居然弄来一
本《四世同堂》（上册），
我俩便经常自习课一起低
头，如痴如醉地共读。有
回班主任乘课间操空隙，
搞了一次突击大搜查，搜
出一大堆课外书，大多为
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
侠小说，以及琼瑶、亦
舒、岑凯伦的爱情小说，
而正好放在我课桌抽屉的
《四世同堂》也未能幸免于
难，不过与这些畅销书放
在一起，这本书显得有些
特立独行、格格不入。班
主任严厉批评了“不务正
业”、看小说的同学，说现
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看这
些消遣的书，你们再这样
下去，不如回去直接做待
业青年吧。对我，班主任
却网开一面，委婉道，老
舍的作品值得细细品味，
不过现在的主要精力还得
放在升学考试上。因此，
班主任只单独将《四世同
堂》退还给我，其他同学
的书则一律暂扣。后来，
受益于老舍文风的熏陶，
我中考、高考语文作文均
得了高分，为我的升学之

路铺了路。
进入大学，我整日为

课业、学分、考证忙碌奔
波，根本不能沉下心来好
好看闲书。踏上社会后，
扑面而来的职场竞争压力
又让我喘不过气来，结婚
生子、养儿育女、柴米油
盐的琐碎生活鞭子样抽
动、催促着我，如陀螺般
匆匆忙忙停不下来。直到
事业走上正轨、女儿考上
大学之后，我才慢慢沉静
下来，拥有闲暇时光做自
己感兴趣的事，比如阅读
文学作品，捡起尘封多
年、锈迹斑斑的笔，向心
仪已久的文学之路进发。
为弥补若干年前的遗憾，
我买了约百万字的长篇小
说 《四 世 同 堂》（上 下
册），总算完整细致深读了
老舍先生自认为“写作时
间最长、最好的一本书”。

《四世同堂》刻画了抗
战时期北平百姓屈辱、悲
惨的众生相，在那个国破家
亡的危难时刻，老舍苦中寻
甜，沉重中寻幽默，故事是
这样讲的，中国人也是这
样熬过了那段煎熬日子
的。在全书整体比较沉重
压抑的大前提下，我总算
能够理解到一点儿“在苦
日子里咂摸出一点儿甜
来”。今非昔比，旧社会的
苦难一去不复返，尽管人
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
我们仍可从 《四世同堂》
中得到指引和启发，以阳
光的心态、幽默的方式，
更有韧性、更加积极、更
多勇气去拥抱生活。我也
是一直这么践行的，正如
有金句说，“多讲点笑话，
以幽默的态度处事，这样日
子会好过一点。”《四世同
堂》的叙事结构、写作风
格，也进一步奠定了我的写
稿特色，让我的文学创作不
断小有收获，不少人都觉得
我的文笔诙谐细腻、生动接
地气。

如今这套厚重的《四
世同堂》安放在书柜的最
醒目处。每当我构思作
品、推敲词语或文思受阻
时，都会不自觉地凝望
它、摩挲它，冥冥中希望
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不竭的
灵感和力量。

《《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塑造着我塑造着我
胡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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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读
的不是“正经书”，而是人
见人爱的小人书。就是那
种图文并茂的小画书让我
着了迷，把我引上了“歧
途”。课堂上我总是低头偷
偷看小人书，老师都讲了
啥内容，脑子里一塌糊
涂。放学后，不急着回
家，跑到书摊上贪婪地翻
阅着眼前那些种类繁杂的
小人书。

上了初中，我对读书
又有了新胃口，开始啃起
大部头。说起来可能还有
些好笑，啥叫名著？名著
都有啥特色？这些问题对
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并不是
很清楚。读完四大名著，
却讲不出书中的子鼠寅
卯。就这样不求甚解、无
有所求，竟然又开始读起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图书
《青春之歌》《林海雪原》
《红旗谱》……

尽管几十年读了不少
书，却讲不出爱读书的缘
由。古人为什么说“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凭

什么要对人们说“书中自
有黄金屋”？诸如此类话
题，我统统抛在脑后。直
至今天我才明白，我的后
半生之所以活得有意义，
能走上人间正道，都是因
为少年读书打下了基础。
读书是知识的积累，书本
的知识可弥补自己社会经
验的不足。只有多读书、
读好书，才能学会“做
人”，才会悟出生活中的学
问。只有读书才会知道什
么叫作“知书达礼”，知道
为什么人们常说“书到用
时方恨少”。

退休后我参加了夕阳
红读书会，从此便开始了
有计划、有目的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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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也觉得手到擒来。更令人高
兴的是我竟踏上了文学创作
之路，迄今为止，已在全国
各级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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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添了生活情趣，让我享受
着“黄金屋”般的美好时
光。

享受享受““黄金屋黄金屋””的美好时光的美好时光
胡书森

读书启蒙遇良师

举止优雅，文采斐然，言传身教，
形象与气质俱佳，回想起上学时的语文
老师，赵丽赞不绝口。“我将来也要当一
名人民教师！”梦想的种子在中学生的
心中悄悄萌芽。赵丽勤奋读书，奔着目
标一路前进。

她以老师为榜样，在书中遇良师，
不断汲取力量。跟随李清照，过着梧桐
细雨、渔舟唱晚的生活，品味生活的闲
适与惬意，感受宋词的清新脱俗、婉约
优美。与三毛邂逅，徜徉撒哈拉沙漠，
感受爱人间的两情相悦。羡慕三毛的洒
脱和随性，她能把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付
诸于实际行动。走近张爱玲，在兵荒马
乱中，体会那人世间的一点真情，走出
感情的泥潭，开心优雅地度过余生。与
曹雪芹会晤，为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感
到心酸，也为主人公的伟大爱情而感
动，同时也感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功名利禄、过眼云烟。撑上余光中的
船，远望海峡体会荡漾的乡愁。

审视过去，定义现在，期待未来。
1998 年，赵丽如愿成为语文老师的样
子。20多年来，深耕教育，她从未后悔
过当初的选择。她始终保持着对孩子真
诚的爱，为使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养成良好品性，她创编了《植于心 践于
行》弟子规校本教材；创编弟子规韵律
操、手指操作为“阳光下成长”课间操。

如今，43岁的赵丽穿行在校园中，
一阵阵朗朗读书声传来，一句句稚嫩的

声音响起，赵丽的脚步也更加坚定。时
光如白驹过隙，周边的景色让她忘却时
间的束缚，赵丽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读书路上风景美

生活的代名词似乎总是忙碌与喧
嚣。无论是工作中的压力，或是家庭的
琐事，生活时常被拥挤充满。大块的阅
读时光不再，即使碎片化时间下的读
书，对赵丽而言，也是极好的。

书页依次翻动，散发独有的墨香。
匆忙之间，赵丽会快速翻阅，了解事情
大概，闲暇时再细品。书籍里那富有哲
理的语句、引人入胜的意境、真挚动人
的情感，都深深地打动着她。《雷锋日
记》使她明白人生存在的最高意义，明
白奉献的一生最美丽，明白要成为祖国
的栋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老人与海》中那位不屈服于风暴、勇于
抗击的老者让她肃然起敬。她读出了生
命的强度，品出了重压下优雅而坚韧的
形象，悟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行
动本身。《人生》让她明白社会现实，道
路曲折，总有太多的人生路口需要选
择，内心足够强大，在困难面前才不会
被压倒，在选择面前才能勇于面对、敢
于抉择。《平凡的世界》里有一群平凡的
人，却有着一颗颗不甘平凡的心，去努
力做不平凡的事情、过不平凡的人生。

在众多名著中，赵丽更钟情于《活
着》。她感叹主人公命运的坎坷，震撼于
人的强大的生存能力，逝去的人已经消
失，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要珍惜活着的

每一个瞬间，因为活着才是一切的希望。
三年疫情，她没有荒度光阴，没有为

“懈怠”找理由，她一直在路上。赵丽喜
欢茶艺，2021年，通过学习，考取了高级
茶艺师；2022年，她着手准备家庭教育相
关书籍，2023年开学前一天，她考下了高
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开展家庭教育讲座，
为家长和孩子提供科学、专业、高效的家
庭教育指导；组织亲子诵读活动，增进亲
子关系，让孩子们爱上读书，为学校发展
起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她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成为身
边人一道璀璨的光芒。

读书收获人生智慧

一本本书翻至最后的结语，思维殿
堂中成千上万的抽屉一点点被填满，这
是读书的智慧密码。一句句良言佳句，
她细心地摘抄下来，汲取知识的营养，
输入、记忆再输出，蓄积成生命的能量。

孔子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而亲不待”，她懂得了岁月无情催人老，
要以反哺之心孝敬父母，以感恩之心回
报亲人。与父母交流，多些耐心，及时
行孝，莫留遗憾。当董卿说“一个成功
的女性离不开独立和自爱，做你想做的
人，想做的事”，她懂得了作为女性要自
信、独立，为自己而活，活出尊严。在
繁琐的生活中坚持自律的生活，滋养自
己的身心，才不会受到岁月的摧残而保
持女性的魅力。当朱熹说“少年易学老
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她懂得了岁月
匆匆而行，切莫虚度光阴，应该珍惜自

己美好的年华，不负时光，生活才会充
满激情。当鲁迅说“哪里有什么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工作
上”，她懂得了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努力
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奋才是通往
成功的最佳途径。

她将这些“懂得”讲给家人听、讲
给同事听、讲给朋友听，坚持给身边人
作好表率，成为一个出色的人、让人尊重
的人。赵丽的儿子从小痴迷读书，夜晚该
熄灯休息时，为了能多看两眼，常常躲在
被窝里去看，人文地理、百科全书……没
有不涉猎的。当大家遇到生活或者学业、
事业上的难题时，常常与赵丽分享、请
教，每次她都会给予真诚的回应。

她读书内容不固定、形式不限定，
但每一种她都能读出自己的味道。古诗
宋词承载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传承了
优秀的传统文化。清新质朴的现代诗赋
予她灵感的翅膀。笔锋犀利的杂文是战
斗的利器，在和平年代，也能起到赞扬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喉舌作用。文笔
细腻的散文将情感融于文字，朴素、真
实，让人读来深刻隽永、乐此不疲。委
婉动人的小说能提供对于世界和人生最
真实、最深刻的认识。赵丽说：“所有阅
读过的书都会融进灵魂，沉淀成智慧。”

一本本精彩的书籍，陪伴她左右，
成为她生命中不离不弃的伴侣，成为她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成为她工作中
重要的精神动力。让她感受到大千世界
的精彩，品味出不同的人生滋味。它们
在赵丽心中燃起了一团火焰，这是一团
催人奋进、给予力量的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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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了一天，夜幕降临，赵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

家。浅酌一杯清茶，手捧一卷书，透过墨香，一字一句中，

感受生活，品悟人生。屋内极静，赵丽的心也静了下来。

在职场，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是泊头市前不久评选出

的“十佳百星”；在家里，她是妻子、母亲、女儿。无论人生

哪种角色，她都在默默耕耘，并在耕耘中变得越来越好。一

路走来，鲜花与掌声离不开赵丽孜孜不倦的学习与读书。在

书籍的海洋中，她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寻找与身边人最

舒适的状态，不断丰盈着自己的人生。

翰墨书香，丹青七彩，在一笔一画
中，体会书画的沉静，传承中国文化。日
前，在河间市时村书画协会活动室，稚子
孩童和白发老人在一起共书共画的场景，
构成了一幅带着浓浓书香的“传习图”，
这位老人便是83岁的孙天璞。

孙天璞一生爱好书画，是河间市书画
协会时村分会会长。多年来，老人坚持利
用周末及节假日等闲暇时间，义务为乡域
内青少年培训书法和绘画，已累计培养学
生300余名，均在参加各级各类书画比赛
中成绩均名列前茅。

老人介绍说，自 2010年开始，他就
在村书画协会活动室免费教授孩子们
学习写字、临摹国画，时至今日，已近
13个年头。在教学过程中，他注重在书
画内容上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史
学习教育等主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字作为学生必学内容，让学生们在学
习书画的同时，思想得到潜移默化的升
华。2020年 10月，河间市关工委把时村
乡书画协会设为河间市青少年教育工作

室，由孙天璞负责各项工作。
赵紫晨家里姐妹五个都是孙天璞的学

生，从小学到中学，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
在享受书画的熏陶。“孙爷爷义务教我们
书画，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色彩，也
增加了我们的文化底蕴，现在在学校，我
们都是书法小达人，不论走到哪都特别自
信。”赵紫晨说。

“孩子跟孙老师学习 5年了，在学校
组织的书画比赛上，拿了好几个奖。孩子
要有天赋，就让她当个书画家。”孙乐怡
的家长说。

“孙老师还经常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
和村史，在孙老师的带动下，十里八乡的
文化氛围也比较浓，村风也越来越好了，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啊！”村民赵增中
说。

头发花白但热情洋溢，耄耋之年却余
温不减，孙天璞用热情传承着优秀文化，
用实际行动构筑起“老有所依、幼有所
教”的坚实堡垒，成为关工委工作的带头
人，被孩子们称为“热心爷爷”。

“““热心爷爷热心爷爷热心爷爷”””乡村义务乡村义务乡村义务131313年教书画年教书画年教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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