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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日前，
市档案馆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举行

“品读沧州史书 共建书香校园”赠
书活动，向市第十四中学捐赠《沧
州市志》《沧州市大事记》《沧州地
区大事记》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沧
州档案史志编研成果和沧州党史读
物，扎实推进馆校深度合作，让更
多的优秀文化成果走进校园，浸润
广大师生心田。

市档案馆向第十四中学捐赠的
这批沧州史书都源于真实的档案
史料，涵盖了沧州档案、党史、

地方志等多个类别，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从不同角
度、不同年代展现了沧州历史上
一段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和重
大事件，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可
读性。

市档案馆负责人说，中小学
生要学习科学文化，也要学习历
史，其中包括沧州历史。希望学
生们能通过这些红色历史图书认
识沧州、读懂沧州、热爱沧州，
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好少年。

市档案馆向市第十四中学捐赠沧州史书市档案馆向市第十四中学捐赠沧州史书

韩爱华韩爱华韩爱华：：：

散文解读诗经故事散文解读诗经故事散文解读诗经故事 讲堂传承千年之美讲堂传承千年之美讲堂传承千年之美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师生缘成就诗经缘

55岁的韩爱华与《诗经》的缘
分并非一见钟情。爱上诗经与他的
一位老师有关。这位老师就是董
杰，是河间一位有名的传经人。韩
爱华第一次接触 《诗经》，是在
1984年上高一的时候，当时董杰老
师教语文，正好课本上有《伐檀》
和《硕鼠》两首诗。初次读诗，韩
爱华只觉得生僻字较多，感受到古
代劳动人民生活如此艰难。

再一次接触《诗经》，已经是
30年以后了。2015年，由于工作调
整，清闲些的韩爱华第一次认真地
拿起 《诗经》 仔细研读。等读到
《野有死麕》的时候，他的心忽然
间被触动了，眼前浮现出情景交融
的美好画面。这种美来自少男少女
对爱情的渴望和羞涩，那么自然淳
朴的，让他沉浸其中、浮想联翩。
终于忍不住拿起笔来，按照画面细
细描摹，写下一首诗：温暖的阳
光，抚慰着空旷的原野，和煦的微
风，亲吻着寂静的森林。美丽的姑
娘，轻唱着动人的歌曲，心里牵挂
着年轻的猎人……自此《诗经》彻
底走进了韩爱华的世界。

此时，董杰老师在河间办起了讲
经班，韩爱华又一次成了董老师的学
生。

时隔30年，师生缘成就了诗经缘。

散文解读《诗经》受欢迎

韩爱华说，董老师讲《诗经》
是颇受群众欢迎的。听了几次董老

师的课，他忽然产生一个想法：能
不能将他的讲座写成文章，分出注
释、翻译和赏析，让更多人阅读、
受益。于是，他听起课来更认真
了，随即着手整理、写作。

真要动手写，才知道并不容
易。首先要查阅资料，特别是确认
生字、生词的读音及解释。而有些
字词在不同版本中的读音和解释是
不同的，这就要结合历史及文本的
实际情境，按照自己的理解作出选
择。韩爱华的做法是尽量采纳本
义，少用通假字。例如，《周南·樛
木》 中有“乐之君子，福履绥
之。”有人将“福履”解释成谐音

“福禄”，这样虽然能讲得通，却改
变了原文的意思。如果将“履”仍
按本意“踩”来解释，则有了拟人
的修辞味道，意思是说“福禄吉祥
将一直跟随你的脚步，并在旁边确
保你的平安”。

翻译也不容易。如何让译出的
文字通俗易懂，符合现代人的阅读
习惯，且尽可能与文本的真实情境
保持一致，是需要精心打磨的。采
用散文形式翻译？还是采用诗歌形
式翻译？韩爱华动了一番脑筋。最
后决定采用前者，因为散文的形
式，一方面摆脱了句子在字数和韵
脚方面的牵绊；一方面还可以根据需
要，灵活机动地加进去自己的一些描
写和表述，让原本具有跳跃性的文
本语句在逻辑上变得完整起来。

最后就是赏析了。这一步是在
前面注释、翻译基础上的总结、提
升和拓展。韩爱华说，赏析 《诗
经》既要从历史学的角度介绍时代
背景、人物关系，又要从美学的角

度分析写作手法、修辞手法、文章
结构等，以帮助读者更好、更全面
地理解文本，从而实现由读懂《诗
经》到读美《诗经》再到爱上《诗
经》的跨越。

不易是不易，但其中的妙趣，
韩爱华体会很深。他觉得自己就像
设计师兼加工匠，不仅把董老师的
解读变成了自己的文字，还能产生
新的理解与发现。每当这时，他就
会不由自主地高兴。例如，《丘中
有麻》中有句：“丘中有麻，彼留
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历代经师都将“留子嗟”解释为一
个人的名字，他总觉得有牵强附会
之感：姓“刘”的很多，姓“留”
的倒是不曾听过。后来经过仔细琢
磨，把“留”作动词“挽留”讲，
把“子”作代词“你”讲，把

“嗟”作叹词“啊”讲，便能讲得
通顺且富有情趣。所以韩爱华认为
解读《诗经》，既要尊重历史，积
极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能
顾忌太多，被前人的思想所束
缚，要敢于合情合理地提出自己
的观点。

解读《诗经》，韩爱华起初是
无规律零星进行的，后来越写越
多，便产生了按照篇目章次系统开
展的想法。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
是可以发现不同篇目之间的内在关
联，有利于对文本主旨的准确把
握。例如《秦风》中的《蒹葭》，这
首诗写得比较朦胧，到底是一首什
么诗，经师们有多种说法。如果联
系前面的《小戎》再作分析，就不
难看出：《蒹葭》是一首相思诗，但
其意涵远都不止“相思”二字。

走上讲台传《诗经》

韩爱华本是一个不善言谈的
人，可对《诗经》的痴迷和独特的
见解让师友们推崇，在大家的鼓励
下，他终于走上了讲台。

他讲的第一首诗是《卫风》中
的《淇奧》，颇受好评。殊不知，
台上30分钟的讲解，他从查阅资料
到写成 5000余字的讲稿，花了 20
多天的时间。

就这样，经过不断摸索、总
结、实践、修正，一年下来，韩爱华
的讲课水平和口才都有了很大提高。

学习《诗经》让韩爱华付出很
多，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
花费在学习研究诗经上。他从《诗
经》中得到了很多智慧的启迪和前
所未有的愉悦，对个人、家庭、工
作大有裨益。

学习《诗经》让他树立了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懂得
了如何做一个更受欢迎的人。在生
活中，韩爱华一旦有了新的感悟，
就会讲给妻子听，理解了其中的含
义，二人感情也越来越和谐。针对
工作中出现的实际情况，他还结合
《诗经》 给同事们讲解礼仪、理
想、工作方法等，大家都很受益。

韩爱华说，在学《诗经》、讲
《诗经》的过程中，发生过很多令人
感动的故事。有一位退休老人听说他
们要举办诗经大讲堂很高兴，自愿捐
出退休金买来教材，提供给《诗经》
爱好者。还有很多孩子，自从听了诗
经课后，变得懂事、知礼、好学了，
这让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本报讯（齐斐斐 韩中清）“绿
树环庄接彩霞，高楼雅室竞豪华。
春光洒满农家院，燕子归来不认
家。”“炒菜煲汤烹饪忙，歌声飞出
小厨房。天然气体火苗旺，不见炊
烟饭菜香。”……这是昨日上午，记
者在青县上伍乡小许庄诗词广场的
图板上见到的诗句。来自全市的文
化爱好者齐聚这里，给这个邻近大
运河的小村庄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
围。

小许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丰富，邻近大运河，北排河从村
中穿过。村中自古多出文人雅
士，村戏剧团多年来传承着梨园雅
韵。近年来，小许庄村还成立了书
画协会，村民们耕闲书画，定期
在 《金海文苑》 发表诗歌、书
法、绘画作品。

今年6月初，村干部与上伍乡党
委商定，建造一处诗词文化广场。
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诗词、对联稿

件，请书法家写下来，镶嵌于本
村广场南北两侧的图板上，打造独
具特色的诗词文化广场。

据诗联广场策划负责人韩中清
介绍，4个多月来，诗词征稿得到
北京、上海、天津、新疆、重庆等
26个省市的诗人和书法家的积极响
应。共征得诗、词、曲、联 500首
（副），经专家审定，180幅作品入
选镶嵌广场之上。

“盛誉沧州小许庄，经营百业乐
农商。诗声联韵迎宾客，绿水田园
幸福长。”青年农民宋华说，“这些
诗词文字贴近农村，描写真实，通
俗易懂，合辙押韵，意趣心生。庄
稼人看得懂，记得住。”

诗词、楹联进农村是浓厚乡村
文化氛围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诗词
广场的建立，将进一步丰富乡村百
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朗朗上口的诗
词楹联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文化真
正落地生根。

诗词广场诗词广场
浓厚乡村文化氛围浓厚乡村文化氛围

盐山县红色文化进校园盐山县红色文化进校园
让红色教育让红色教育““红红””起来起来

本报讯（齐斐斐 王武超 石雨川）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舞台上，学生们头戴棉帽，身披雪
衣，辗转腾挪，精气神十足。这是
日前盐山县泰安路小学师生彩唱表
演《林海雪原》选段。

“我们学校始终坚持红色教育，
在编排节目时，小演员们演得活灵
活现。孩子们‘飙演技’的同时也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红色教育。”泰
安路小学校长闫国英说，“教学中，
我们经常为孩子播放红色影片，让
学生了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
史背景，然后通过歌曲、舞台剧等
形式，在寓教于乐中演绎红色故
事。”

这是盐山县各中小学开展红色
文化进校园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盐山县教育局主动探索创新，
精心组织“红色文化进校园”活
动，将红色基因融入中小学生血脉
传承中。紧扣“红色教育”这一主

题，依托县关工委“五老”讲师
团、县教育局关工委高职教师讲师
团、县总工会关工委劳模讲师团、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关工委老兵讲师
团，通过进校园举办报告会、座谈
会等形式，宣讲国家安全形势、国
防政策法规、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
等，着力强化师生“强国必须强
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思想意识。
在各个节点，他们组织各学校举办
大型活动，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珍爱和平。

各中小学校还将红色文化教育
纳入课表，定期组织学生到红色基
地现场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每周
开设一堂45分钟的红色文化课。分
年级选出“红色少儿读物”系列丛
书让学生学习观看。建设红色文化
角、红色文化长廊，开设红色校园
广播，让红色文化渗透到校园每一
个角落，处处可以看到，时时可以
听到。

他出生在农村，中学、大学都
是学生干部，走向社会一直从事党
政工作。他爱好诗词，几十年业余
写作，退休后，更是潜心钻研，用
诗词歌颂祖国，传递着爱和力量。

他是86岁的孟繁彪，一位与诗
词相伴了几十年的读书人，已经书
写诗词400余首。

看“闲书”看成大学生

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特别
是讲起诗词，就像春风吹开了原野
的花朵，每一个故事都带着新鲜的
书香气。

孟繁彪是南皮县刘八里村人，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孩子。他从
小爱好诗词，上完小时，语文老师
让学生自己命题写作文，他写了一
首赞美新生活的诗，老师在班上朗
诵并表扬了他。这次鼓励就是他爱

诗学诗写诗的开始。
初中的时候，每天下午只要没

课，他都去图书室看书，小说、散
文，巴金、鲁迅、茅盾……一篇篇
经典伴随着他成长，为他的文学功
底打下了基础。

那个年代，考高中是非常不易
的，孟繁彪凭着“满腹诗书”，考
上了泊头一中，又走进了河北大
学。

出版第一本诗集

诗词在孟繁彪的生命里开了
花。无论在24年的党政工作中，还
是在退休后的岁月中，读书写作给
了他太多力量和乐趣。

在沧州市委党校主持工作期
间，他曾发表过 30多篇党政论文，
主编的《党的建设》《函授教学方
法》《邓小平文选讲座》等丛书得

到了各级专家的认可。
政治理论之于诗词，在孟繁彪

看来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
诗词是政治理论文章里的花朵，理
论是诗词的根基和沃土。他的作品
多力求拙朴真挚，用朴素凝练的语
言表达真诚热烈的情感，独特的风
格，得到了众多诗友的认可和赞
赏。

20世纪 80年代末，孟繁彪曾
担任沧州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沧州诗词》副主编，后相
继加入了河北省诗词协会和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从此开始比较系
统地学习、研究和创作中国传统
诗词。

2000年退休后，孟繁彪更是沉
迷于诗词，购买了大量诗词书籍。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研究学习
格律韵调，作品水平逐渐提高，多
首诗词在国家、省、市报刊上发
表，在国家大赛中获奖。

2018年，在诗友们的建议下，
孟繁彪出版了第一本诗词选，收集
了他多年来书写的 150余首诗词作
品。这本诗词选面世后，得到了众
多诗词爱好者的好评。

400首作品心系民生

“万里江山红遍，几多鲜血凝
成？浩荡雄师齐捣蒋，辽沈平津淮
海赢，过江又点兵。抗美硝烟滚
滚，凯旋震世人惊。了却台澎天下
事，钢铁长城誓请缨，归来兮月

明。”在八一建军节，孟繁彪写下
了这首《破阵子·八一抒怀》，激荡
的情感直抒胸臆。

在孟繁彪的作品中，鲜见儿女
情长的小情小调，他的诗韵律天
成，充满着时代的生活气息，倡今
知古，既掌握了古诗词的格律，又
在不断实践新声韵的写作。

母亲节，他流泪写下了“思往
日，最忆母怀亲。千里路长娘嘱
咐，无常风雨与谁云？也只梦中
人。”一阕小词，直白诉说，却言
出肺腑，情发心底，让人感动。

他追求的是一种气韵充沛、和
谐畅达的艺术效果。如《退休吟》

“在职闲时少，书斋夜赋多。退翁
无限好，把酒对长歌。”从容、洒
脱、简洁、明快，展现了生动的画
面和豁达的心境。

得知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
后，他深夜写下了《悼袁隆平院士
诗词二首》。咏叹沧州风物，他陆
续写下了 20首诗词。赞美新农村，
两首七绝振奋人心。

他关心“三农”工作，夏日的
清晨写下了《喜雨》。黄骅仙庄旱
碱麦丰收在望，创作了“仙庄盐碱
变良田，千顷丰收麦浪翻。忆史思
今君莫忘，三农常记挂心间。”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如今，
孟繁彪已经四世同堂，和谐美满。儿孙
们传承了老人的精神和品格，在各个岗
位上努力工作，刻苦读书。

一辈子的诗词缘，沉浸在诗词
的世界中，孟繁彪甘之如饴。

秋日的午后，被阳光包裹的

河间小城，诗意惬意。韩爱华的

书房里，一篇打完草稿的诗经故

事映照在阳光里。

河间是诗经之乡，在诗词沁

润中长大的韩爱华，读 《诗

经》、学《诗经》，近些年开始用

散文诠释诗经，走上讲台讲解

《诗经》，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

《诗经》里的千年之美。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日前，
一场主题为“双争有我 诗韵沧州”
诗词雅集活动在沧曲书舍开展。

来自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的诗词
爱好者们，以沧州为灵感创作了一批
优秀的诗词楹联作品。他们通过歌
舞表演、诗词朗诵、评书演讲等形
式，描绘了日益发展的大美沧州。

在这个多彩的舞台上，每一位
表演者和创作者都在努力展现自己
的才华，传递着对家国的热爱。77

岁的张文仲书写的 1.2米高、6米长
的书法长卷尤其引人注目。他以独
特的艺术手法和精湛的书法技艺，
将诗词作品书写其中，为人们呈现
了一幅美丽的诗韵画卷。

沧曲书舍是一座充满书香气息
的文化交流中心，沧州市诗词楹联
学会为沧州市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二者将继续
开展多种活动，为狮城百姓奉上丰
富的诗词大餐。

诗韵歌咏大美沧州诗韵歌咏大美沧州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八旬老人和他的八旬老人和他的400400首诗词首诗词
本报记者 齐斐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