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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然李浩然李浩然：：：文字是流淌的音乐文字是流淌的音乐文字是流淌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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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然的文字，像一首首歌，里面有

王小波的脆生、苏童的婉转、贾平凹的悠

扬，还有他自然天成的诙谐与洒脱。与他

聊天，无时无刻不是轻松自在的，夏日的

大槐树下，伴着清风，他的故事可以聊上

一整天。

李浩然是献县一名自由职业者，酷爱

读书写作，是第十六届河北省文学院签约

作家。近年来，陆续在 《北京文学》《当

代》《时代文学》 等刊物上发表小说 20余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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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朝末年
的童蒙课本一度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19
世纪末，正值中西方文
化碰撞的时代，一些民
间自发编写的语文教材
虽有局限，但其视角、
方法，对于当下的中华
传统文化教育也颇有启
发。这些语文课本之
中，有一本《课幼史略
读本》曾风行一时，直
至民国年间仍然重校印
行，备受珍视。读本的
编著者，就是河间大儒
左乔林。

一

左乔林，生于河间
大渔庄村的一个贫寒家
庭，相传自幼颖慧，3
岁识字、8岁能文。嘉
庆二十四年，左乔林到
京城国史馆谋取了一个

“誊录”的职位，一边
抄抄写写谋生，一边日
夜勤学苦读，等待考取
功名。道光十三年，左
乔林殿试高中二甲进
士，任命为“即用知
县”，意为遇有空缺即
行任命，这是很多官员
仕途的起点。

道光二十一年，左
乔林回家乡守孝 3年。
后来，他曾于保定府学
任教 5年，在肃宁翊经
书院任主讲 7年。同治
七年，因避乱回家乡，
此 时 他 已 是 71 岁 高
龄。7年后，也就是光
绪元年，左乔林经家乡
绅士邀请，到河间毛公
书院任主讲。数十年的
书院经历，使左乔林有
机缘深研国学，写下《论语古韵》《古
今诗评》《草书诗品》等著作；同时，
因为长年教授学子，他不拘泥于高深，
认为应以更为通俗的形式，让更多的初
学者研习文史、增长知识。《课幼史略
读本》即是左乔林极为用心的一册文史
课本。

当年在家乡守孝时，正赶上 8 岁
的儿子入私塾读书，左乔林想亲自教
授儿子历史。开始，他想用杨慎的
《廿一史弹词》教学，却觉得那种 10
个字为一句的文法，让童蒙者觉得绕
嘴难读；又想用王仕云的通史著作
《四字鉴略》，也觉得不适合儿童阅
读，且表述不够全面。为什么不自己
编一册历史读本呢？深厚的国学修
养，加上长期的教学实践，让左乔林
真的有这个资本去实现。于是，从儿
子开始，他边讲历史，边写教材，等
到儿子学完，一套两卷本的《课幼史
略读本》也编成了。

二

该读本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御世”
讲起，直到大清一统。上半部分以文言
文讲述历史，下半部分则由四字短语简
要概括，便于学生吟诵。如讲到秦始皇
时，《读本》中写到：“蓬莱求药，沙邱
命终；李斯矫诏，二世尊崇；指鹿为
马，赵高肆凶；遂弑二世，立王子婴；
时有陈胜，鱼帛狐鸣；又有项羽，纵火
骊宫；杀婴取宝，掘始皇陵；秦仅二
世，十有四龄。”

这种四字成句的押韵形式，文字简
练且易于记忆，概括精当又朗朗上口，
是童蒙识字的好教材。因此，这本《课
幼史略读本》不仅风靡一时，直至民国
年间，仍是颇为流行的小学历史教材。
最近，收藏界不仅发现了 1885年前后
泊头“树德堂”的刻本，还有上海江东
茂记书局发现了民国六年重新校对并印
制的《课幼史略读本》，可见其风行时
间之长。

三

值得一提的是，才子纪晓岚是左乔
林的同乡前辈，嘉庆十年，82岁的纪
晓岚病逝于京城时，左乔林才8岁。当
左乔林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儒时，浸染
儒学愈深，对纪晓岚愈是景仰。有一
年，左乔林来到乐城东北的纪昀墓地，
也就是今天的沧县崔尔庄镇北村一带。
看到这里一片青葱、碧水环绕，想到这
位被嘉庆皇帝称为“敏而好学可为文，
授之以政无不达”的纪文达公，想起他
主编的煌煌巨著《四库全书》，以及收
获了很多家乡志怪故事的《滦阳消夏
录》，不禁作诗道：“乐城东北景城南,
天设佳城碧水环；四库书成光宇宙，一
抔土起壮河山；滦阳消夏随金辇，塞外
逢春返玉关；屈指茫茫二千载，鸿儒毕
竟数河间。”

左乔林仰望的是前代文宗巨匠，感
叹家乡多出“鸿儒”，却不曾想他自己
醉心学问，传道授业，也成了后人无限
景仰的“河间大儒”。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每一位中国少年，从今天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要为民
族而立志，为国家而自强不息
……”读书交流会上，当大家齐
声宣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倡议
书》时，一字一句是那样振奋人
心。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成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委
员会，在全国倡导全民阅读，用
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与信仰汇聚
成中国精神，用每一位中国人绽
放的生命与梦想铸成中国力量。
倡议书下发后，全国各地的青少
年、教师、家长及各行业人群陆
续拿起书本，加入到阅读的行
列。

乔中林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沧州站的创始人，2021年 10月，
他和王政锋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同创建了崛起悦读读书会，
利用“线下共读分享+社区”的模
式带动更多人读书学习。目前，
读书会已在全市6个社区推广，多
彩的读书活动丰富了居民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全民阅读的
浓厚氛围。

用一束光
点亮另一束光

温婉秀丽、优雅悦目的汪
丽是一名小学退休校长。退休
后，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教育
情怀。参加崛起悦读后，在自
己所在的石化社区成立了读书
会。多年的教育经验证明家庭

教育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关键，
每个家庭都应该注重家风家教
的形成和传承。她带领社区的孩
子们学国学、读经典，还编排了
各种各样的读书节目，形成了良
好的亲子互动，为家庭教育作好
了补充。去年中秋节的一场活
动，汪丽仍记忆犹新，做月饼、
赏诗词，孩子们身着汉服，彬彬
有礼，讲述诗词背后的历史和故
事，和家长一起在其乐融融的氛
围中，收获良多。

去年，王凤云参加了崛起
悦 读 ， 便 一 下 子 爱 上 了 这 样

“众乐乐”的读书氛围。她带着
孙子参加了两场活动，看着孙子
对国学的兴趣和在学习后一天天
的变化，她很感动，决心在所在
的颐和博园社区创建读书会。每
周六的上午，她都会带领孩子们
读毛主席诗词、读国学经典、
开展悟道悟学互动活动，并学
习礼仪，在点滴中培养孩子们
的正气。“和孩子们在一起读书

学习，我的退休生活也更加精
彩了，我愿意发挥更多余热，
为书香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王凤云笑着说。

吕依婷是朝东社区读书会的组
织者，她退而不休，每周都组织社
区的孩子们读书学习。她邀请老师
为孩子们讲解《弟子规》《说文解
字》等国学经典，及时补充课堂和
家庭教育的空缺，让孩子们从小就
知理明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学习不拘泥于课堂，作为沧
州市“十佳志愿者”，她也经常带
领孩子们一起做公益、献爱心，走
访水厂等地，边走边学，寓教于
乐。

在书本中
涵养精神丰盈生命

在凤凰城小学，大部分学生
都认识孙国瑄老师。但孙老师并
不是凤凰城小学的教师，而是校
外的一位读书爱好者。孙国瑄喜

爱读书，凤凰城小区的花坛边，
是他多年来每天清晨黄昏的读书
打卡地。日积月累，久而久之，
这个默默读书的人引起了小区很
多居民的关注。在大家的要求
下，这个小花园成了凤凰城小区
的读书角。为带领大家一起读
书，孙国瑄成立了正新读书会，
举办各种读书活动，助力孩子成
长。目前，他正在重点打造凤凰
城读书基地，涵盖了周围4个小区
的 1000多个家庭。同时，他还在
策划出版一个读书刊，为各个家
庭搭好读书平台，让书香走进每
个家庭，浸润每个家庭。

23 岁的张君栋刚刚大学毕
业。上学时，他的老师引导他学
习 《群书治要》，古说今鉴，为
自己的人生作个明确的规划。自
从 2020年到现在，他日读一句，
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
怎样处理好父母、同事、朋友的
各种关系，都有了明确的态度和
效果。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君栋
参加崛起悦读读书会后，深受感
动，决心带领同事们一起读国
学，把读书会开到各个岗位。

吴英云是临风堂书画院院长，
她认为艺术和文化是相通的，想要
在书画上有所造诣，必须有文化作
基础。多年来，她开办国学经典读
书会，将书画与文化相融，互为补
充，学员们受益良多。今年 4月
份，当走进崛起悦读时，多样的学
习方式为她打开了阅读的不同空
间，一个色彩缤纷的读书会正在
酝酿。

书，是照亮进步的光，带着
更多人走进光里，崛起阅读，照
亮自己前行的路。

李浩然讲第二个影响他的
作家是苏童。他也刻意模仿过
苏童的文风，书写的一部小说
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我的曾
祖父活到81岁的时候依然身体
健壮，头脑灵光，只是到了临
终前的一个星期开始犯糊涂。
面对我的祖父，会叫出我父亲
的名字。面对我，仍旧叫我父
亲的名字，事实上，在他承载
了80多年往事的头脑里仅还有
父亲一个人的形象存活，其余
的人和事已先于他的身体死去
了。”这句话在很长时间里成了

他的得意之作。
只是这篇当时是手写的，

他原计划写一个长篇，大概写
了两万多字，却只有开头被电
脑保存了下来，手写稿早已不
知所踪。前些日子，在找东西
时，在邮箱的最后发现了这个

“惊艳”的开头，就把这篇续写
了下去，最终，变成了一篇关
于一个村庄、一个家族，粮食
和土地的短篇小说，将于 8月
刊登在一家省刊上。

就在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
中，李浩然体会颇深。这也是

他停笔15年之后再次创作的第
一篇小说。他觉得写作是个不
可间断的事，如果不坚持写，
很有可能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语
感。

在李浩然的文字中，不免
也会寻到许多贾平凹的影子，
确切说是《秦腔》的影子。他
说，从最初的模仿到现在的风
格，是多读书多思考的结果。

说到读什么书，李浩然直
抒胸臆，就是能带给你愉悦感
的书。他认为，不要太拔高文
学的价值和意义，所有艺术门

类都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
那就是是否能让人感到愉悦。
看武侠小说，能代入到主人
公，跟他一起快意恩仇，会感
到愉悦，那武侠小说对你来说
就是一本好书。看纯文学类小
说，没有故事，前言不搭后
语，但是你能从单纯文字韵律
里感受到愉悦，那这本书对你
来说就是一本好书。

还是引用王小波的话——
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
用来看的。读书要体会文字的
韵律，才能体会更美妙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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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的沧州双金公

园，花木葱茏，灯光点

点。一场精彩的读书交

流会在这里举行。孩子

们琅琅的书声响彻在公

园上空，为围观的人们

传递着读书的魅力，也

给夏日的社区增添了几

分文化氛围。

这是崛起悦读读书

会凤凰城社区板块举办

的一次活动。自 2021
年成立以来，崛起悦读

已发展到 6 个社区板

块，辐射整个沧州市

区。他们的组织者，有

的是学校退休老师、有

的是读书爱好者、有的

是爱心志愿者，参与者

多是中小学生，通过读

书受益者达上万人。

谈笑风生间，李浩然讲的故事就
像一幕幕电影，让人不由地想起昏黄
的灯光、夜半的月光，和那个窝在床
上看书的少年。在一页页流淌间，抱
着枕头傻哭傻笑起来。

李浩然的阅读并非偶然，因为姥
姥、姥爷、大舅妈和二舅妈都是教师，
家里有很多藏书。小时候一放假，他就
到姥姥家去看书，有时候一看就是一
天，因为过于沉浸其中，很多次都听不
到姥姥的呼唤，忘记了吃饭睡觉。

到了初中，李浩然就成了全校有名
的小说迷。姥姥家的小说自然成了他换
读同学小说的资本。一天，他用《西游
记》换来一本《倚天屠龙记》，那本书
已经被翻得面目全非。看着已经泛黄卷
边的书本，脑子里刀剑如梦的场景如在

眼前，就在屠龙刀和倚天剑碰撞的一刹那，李
浩然的写作灵感也由此而生。当天，老师布置
了一篇写母亲的作文，这个少年，在暖阳的午
后展开了从小到大与母亲的故事。那日，当老
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这篇作文时，老师感动
得哭了，同学们更是泣不成声。

上大学后，看书、写作，成了李浩然课
余的全部内容，为此也结交了诸多文学爱好
者。毕业后，在献县地税局给单位写材料之
余，他的小说创作也进入爆发期。但几年
后，因忙于生计，无奈“偷懒”，想着等有
时间了再继续。

可这一等就是15年。

在李浩然眼里，读书写作是
为了“好玩”，所讲的事自然也好
玩儿。他说，高中读王小波的书
时，被同学告到老师那儿，说他
看“黄色小说”，还被没收了书。

可王小波的“好玩儿”却
勾起了他阅读的“馋虫”。

“初读王小波时，惊为天
人，直呼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

之前我看武侠之类通俗小说，四
大名著，三言两拍，钱钟书，贾
平凹，陈忠实，从来没有一个作
家像王小波这样写小说！”李浩
然说得眉飞色舞，仿佛王小波横
空出世就站在他面前一样。

李浩然说，这些年王小波
带给他的，除了出奇新奇、黑
色幽默、天马行空之外，还有

从他的文字里悟到的节奏、韵
律上的美感。他不止一次地拿
王小波的 《我的师承》 举例
子，因为这本书切切实实地影
响到了他的文学观以及创作
观。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的触动，是直达心灵的沟
通，是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

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都正好
敲击到心底最柔软的情愫。

2019 年，当他再次提起
笔，还是被嗅觉敏锐的朋友嗅
出了文字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了的那股王小波味儿。当然，
那时候已经不是刻意模仿，而
是加入了自身焕发出来的不一
样的味道。

儿
时
的
启
蒙
是
写
作
的
基
础

成年之前的阅读影响一生的审美和创作

趁早形成敏锐的文字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