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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话剧++相声相声””
欢乐过新年欢乐过新年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
2023年 12月 31日夜，一场
欢乐的“话剧+相声”跨年
喜剧专场在市艺术中心上
演。幽默的相声、诙谐的话
剧让观众们乐翻天，给新年
增添了更多“笑料”。

本场活动是由知微戏剧
和天乐祥曲艺社联袂演出
的。知微戏剧是由沧州知微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立的戏
剧品牌，全体导演和演员均
是专业院校毕业，拥有丰富
的舞台经验和创作能力。多
年来，他们专业致力于话
剧、沉浸式戏剧、环境式戏
剧、实景演出、戏剧疗愈
等。曾策划演出原创话剧
《予你》《风帆》、实景剧

《白蛇新传》《大宋女医官》
等，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好
评。天乐祥曲艺社是沧州市
五星级文化干细胞单位，秉
承“说沧州人爱听的相声，
品吃运河水长大的人情”，
扎根本土文化，传承相声和
喜剧文化。

知微戏剧的创始人、
演员李晓语介绍说，此次
演出的 《白蛇新传》 是根
据传统故事 《白蛇传》 改
编，是一部集艺术和幽默
于一身的爆笑喜剧。不断
上演的相声由本土相声演
员郎向阳携天乐祥演员倾
情奉献。人们在捧腹欢笑
的同时，也体会到了精湛
的相声和话剧艺术。

沈培岗沈培岗沈培岗：“：“：“老报人老报人老报人”””与与与“““小写手小写手小写手”””
本报记者 齐斐斐

田新刚田新刚田新刚：：：

深研国学深研国学深研国学 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经世致用
本报记者 齐斐斐

这是贾平凹的第 20本
小说，从他的《浮躁》、商
州系列到 《秦腔》、《暂
坐》，一直是断断续续地
买，有的喜欢，有的也就
是读过。

“河”是洗河，一个长
得奇丑的人，两只脚还是六
趾。他是西安北 100公里外
崖底村人，他的村前有条淤
泥河，平时很浅，河两岸堆
满垃圾，“这一次水涨得
大，河里装不下了，把两岸
的堤全决了，村人都说这是
河洗了，他爹就给他起名叫
洗河”。

“山”是罗山，一个从
农村走进城市，在机缘巧合
中，赚下了财富、成为市里
的大老板。

《河山传》就是这两个
人的传，从 1978年到 2020
年，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
四十年，恰好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四十年。

《河山传》的故事很简
单：洗河进西安给罗山打
工。罗山在城南的秦岭里
为自己建了别墅，村子里
的人称为“花房子”。罗山
派洗河去做保安。别墅里
还有一个保姆梅青，照顾
罗山的爹。保安洗河和保
姆梅青在那里生活，日久
生情，两人结为夫妻，并
生下一女儿鸽子。罗山意

外被自杀的女人砸死，儿
子罗洋从海外留学回国，
继承家业，成了新的老板
娶了鸽子。

《河山传》以合传的编
年方式记载了四十年的变
迁史，农民工进城安家的
故事。曾经的苦难辉煌和
人生命运都浓缩在书中。
以 洗 河 为 代 表 的 农村青
年，以自己的聪明、善良、
忠诚、能干，历练成为新城
市人。以罗山为代表的民营
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
中，凭着智慧和勇气，创立
了自己的企业，实现了人生
的价值。他们代表了中国改
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发
展 进 程 。 个 人 奋 斗 的 过
程，展现了光怪陆离的社
会景象，浓缩了中国四十
年的变革和重要事件。

70 年 代 出 生 的 这 代
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中
国巨大变革的见证者和实践
者，逐渐脱离父辈艰苦的生
活，要么靠考学，一步步融
入城市生活；要么靠苦干，
抓住机遇，走进城市。拼搏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主旋律，
同时也是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的舞台，《河山传》就是这
样一部小说，揭示了社会发
展的深层动力和内在规律，
同时也对世风有深刻的反
思。

《《河山传河山传》：》：
浓缩四十年变迁史浓缩四十年变迁史
杜书恒

读我想读的书，这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经常觉
得走过了漫长的路才到达可
以从容读书的境地。2023
年，心中的马尔克斯湖伴我
一起阅读过十部作品后愈显
沉静。沉静，这十部书的阅
读价值就在于此。比如《鳄
鱼》，是莫言先生获得诺奖
之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莫
言终归还是莫言，他始终用
一己之力触碰坚硬的现实，
他没有变。聚斯金德曾是我
的写作偶像之一，但今年重
读发现他并不能并入一流作
家阵营，这一发现让我一度
难过，又为自己窃喜，我变
了。之所以叫甄读，是有原
因的。我特别想说 《道德
经》，早年读过，今年找了

9个版本同时重读，才发现
传统文化之深幽，身为“60
后”，我的阅读走了弯路，
所幸我回来了。跟大家推荐
《书到今生读已迟》，我读了
3 遍，几年前读过。得承
认，一本好书是一个人出发
的路口。

2023我的书单：
《鳄鱼》莫言
《鸽子》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索德格朗诗选》索德格朗
《传习录》王阳明
《道德经》老子
《书到今生读已迟》黄德海
《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
《十一种孤独》理查德·耶茨
《人生不过如此》林语堂
《论语》孔子

作家王秀云作家王秀云的的20232023书单书单：：

一本好一本好书书
是一个人出发的路口是一个人出发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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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药 以治学为乐

59 岁的田新刚，自称书生，谦
逊儒雅，多年的书斋生涯，已是头
发花白。回顾自己“辛苦”学习的
几十年，却似酿一坛陈年老酒，由
开始的沉迷到现在的历久弥香。

他出生在吴桥的乡村，是恢复
高考后第一批步入大学校门的人。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系毕业后，到沧
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工作，与中医
中药也打了几十年交道。

工作之余，他没有停下过学习的
脚步。他遍访名老中医，辨证学习，
取其精华。为深入解析古代中医医
理，他多年研读《易经》，从周易入医
理，认为“易医相通”；同时研究天文
历法，悟《五运六气》奥义；由《伤
寒论》《金匮要略》考《桂林古本伤寒
论》，证“伤寒论”“金匮”为一体；
由张景岳、李可、彭子益、黄元御悟
人体气机的升降开合，入郑钦安的

“一气周流”；由《辅行诀》明各个经
方的方阵。

在研究中医药的同时，田新刚还
结缘了中国古文字学，或甲骨文、金
文；或汉简、章、隶；羲、献、张、
怀；颜、欧、柳、赵；无意中由文字
进入历史，对史学进行考证，不但练
得一手好书法，同时也为理解古文打
开了门户。

田新刚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涉猎也
是从研究中医学开始。在对中医学的
研究中，经深度观察，他认为有些病

症和人的认知、心智、文化根基、知
识体系有关，由此启发了他对医门心
法、儒门心法的探讨，特别是一些国
学大家对儒释道的通识性讲解，引发
了他与圣贤文化的机缘。

田新刚认为读书首先是明理，明
天地自然运行之理，明社会变革、人
际生存之理，而这些，可以在历史人
文或经史子集中找寻出痕迹。

研读经典 与先贤对话

田新刚认为，做学问的根本就是
以问题为导向，寻找解决方案，建立
学术体系；做事就要坚持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探求修身立命的基础；修
身就要不断加深家国情怀，用所知所
学为己利他、奉献社会。

多年来，田新刚遍读经典，以儒
学经典为核心，旁及《内经》《道德
经》等；深研儒学的精髓和心法，与
圣贤对话，梳理了儒学的延续框架。
从 《五经》 到 《十三经》，从 《周
易》《春秋》《礼记》《诗经》 和孟、
荀诸子著述到董仲舒的 《春秋繁
露》；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再到宋
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二
程遗书；从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
之辩，到明代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与心
学兴起；从明末王船山的 《读通鉴
论》，到晚清曾国藩的调和汉宋一统
礼学；从梁启超、钱穆，再到马一
浮、冯友兰的新儒学，多有涉猎。

田新刚研究阳明心学，探寻王阳
明的心路历程，从“一念动处”入

手，知本心就是初心，做每一件事都
是由心而发，在存养本心、知行合一
的路上不断修习。他认为，大家都应
该坚持走君子路线，都应该不断深厚
家国天下的思想。

他多次举办公益讲座，讲《阳明
心学的现代解读与现实路径》。通过对
阳明文化交流、各家评价、王阳明生
平、龙场悟道解读等 30多个选题的详
细讲解，多视野展现阳明心学，让在
场人受益良多。

他为大家推荐图书，朱熹的《朱
子全书》《近思录》、王阳明的《王文
成公全书》《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他认为《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
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儒学史上有
着重要的地位。黄宗羲的 《宋元学
案》《明儒学案》；钱穆的《宋明理学
概述》《阳明学述要》等也是重要参
考。

王阳明少年时就立下成圣之志，
最终悟道弘道，成为一代宗师，并以
在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方面
都有突出建树而闻名中外。王阳明重
视实践、境界高远，知行合一，心学
的核心即是回归良知。致良知，圣人
可学而至。

对龙场悟道的解读是田新刚日思
夜想之事。他博览古籍，研究王阳明
生平及所经历的沉浮史事，沿着他的
思想脉络、情感脉络，借鉴百家著
述，引经据典、精研思考、深度分
析，对“良知说”的“道德良知、原
始欲望、认知能力、本体”四重结构
分析全面且透彻。

讲解名人家训 提倡和
谐家风

田新刚认为，想要在浮躁迷茫的
社会练就一个强大的内心，不可不读
王阳明；在复杂纷乱的社会中，想要
实现自己的理想事业，不可不读曾国
藩；要汇通中西，不可不读梁启超。

田新刚研究曾国藩的《曾文正公
全集》、梁启超的 《饮冰室文集全
编》，从曾国藩、梁启超的治学、家
训、修身进行多维度探讨与思考。对
世界历史、文明史、文化史，从洋务
运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等角度对曾
国藩、梁启超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
深度感悟士人在大变革时代的责任与
担当。他讲《易经》《颜氏家训》《曾
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首先讲给
自己听，使自己有所感悟；再讲与别
人听，共同研讨，与当今政治、经济
生活相结合，与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家庭相结合，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才有所得。

文化自信首先要实现文化自觉，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文化系统。为
了推广优秀国学，田新刚收藏了大量
的国学丛书和资料、电子书籍，包括
各家文集，影视资料，也购买了大量
的相关书籍。

目前，他与几位友人建立了“和文
化家风馆”，意在共同打造一个系统的
国学教育平台，义务传授知识。让文化
走进每个家庭，让国学真正惠及每个
人，他认为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愿望。

走进沧县高川乡前高龙华小学，
雪晴天淡，快乐的孩子们在雪地里尽
情撒着欢儿。在几棵大雪压枝的槐树
下，沈培岗老师和几个学生正相谈甚
欢。他们谈雪，谈怎样写雪，背诵着
关于雪的古诗词……他们将以雪为主
题，书写文章，发表在《小写手》上。

《小写手》是一份纯作文小报，A3
纸大小，每张上面有七八篇学生作
文，版面设计简单，内容纯粹。就是
这张小报催生了孩子们的文学萌芽，
成了孩子们的精神乐园。这张小报的
编辑就是沈培岗，一位从教近 40年、
办过3份“报纸”的“老报人”。

“知名报人”

沈培岗是 1980年代的沧县师范毕
业生，在学校时就热衷于文学创作，
当时是学校刊物《起步》的撰稿人。

第一篇散文《瑞雪映童心》发表后，
他更是对文学如痴如醉，稿件热情地
扑向大报小报，短短几年就发表了上
百篇作品，后加入了市作协。他感觉
自己的创作热情完全是被编辑点燃
的，正是“发表效应”让他迷上了写
作。因此，当他回村工作后，一看学
校有油印机，一下子就想到用小报激
发孩子们写作文的热情。

师范毕业回村的那年，他就像刚
刚扭嘴的豆芽儿，活力迸发得无法抑
制，有个想法，“噌”地一下子就想实
现。他创办了第一份小报——《希
望》。他希望自己成为作家，也希望自
己学生的文章变成铅字，更希望自己
成为一代名师。

在自己村里教学，放学后时间充
裕得很。每天放学后，他就和几个学
习好、写字好的同学编辑稿件。大家
分工明确，有的改稿、有的刻板、有

的数纸、有的印刷。那段时间办报，
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小报不仅满足
了他的发表欲，也激发了学生写作文
的热情。

2003年，他来到高川乡前高龙华
小学。学校大了，条件好了，学生多
了，他办报的热情更高了，于是创办
了教师生涯中的第二份小报——《成
长屐痕》，还成立了“麦花文学社”。
有了电脑的加持，版面设计和配图都
显得有了档次，小报在全县都有了名
气，曾以《麦花莹莹香筑心灵栖所》
为题在全县教育领域推广。同学们的
写作热情被激发，能力也得到提高，
一批作品刊登在《读友》《沧县教育管
理》 等报纸杂志上。他的教育随笔
《发表效应让学生爱上写作》也发表在
《班主任之友》上。

《小写手》的诞生

有一段时间，学校没有了六年
级，沈培岗承担的工作也比较多，小
报停办了几年。直到 2022年，学校又
有了六年级，他教六年级语文，心中
那颗冬眠的种子又苏醒了。

其实，这些年如何提高学生的写
作水平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几年
间，他带领团队先后完成了市级课题
《利用微课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的研
究》、省级课题《依托教材开发小学
习作微课的研究》，开发了上百节作
文微课，有效地推进了学校的作文教
学。

课讲多好、话说多透，学生只能
从理论方法上增加作文的能力，“被认
可”才是学生写作的动力，才能激发
学生写作的热情。过去的经验得知

“发表效应能让学生爱上写作”。于是
他就想着再办张小报。

他把几篇写得较好的作文，进行
了认真修改，并出了期小报 《小写
手》，把那几个同学的照片放在上面。
当第一份《小写手》拿到班上后，如
蜜蜂遇见了鲜花，大家一下子围了过
来。看着大家围着小报人头攒动的
场景，沈老师觉得提高学生写作热情
找到了方向，办小报的信心更大了。

学生的“最爱”

学生的水平有限，改作文是很辛
苦的事。他经常戴着老花镜一坐几个
小时在那里字斟句酌。

他说，《小写手》的推出，不仅让
学生享受发表的快乐，还能通过改后
的作文与原文的对比，让学生学会修
改。《小写手》成了学生的“最爱”。
在小报上露脸的几个同学很兴奋，没
有露脸的也很羡慕。

五年级的张睿泽拿着发给他的小
报，激动地走到沈老师面前问：“老
师，这个我可以拿回家吗？”沈老师摸
摸他的头：“当然，这是送给你的。”
他激动得伸出手指打了个胜利的手
势，嘴里响亮地喊了声“耶”！

一天，学生李祥瑞问他：“老师，
我这次的作文可以上小报吗？我这次
作文写了整整4篇字。”沈老师说：“当
然，老师看的就是大家的态度，只要
认真写，不抄袭，都有可能上咱们的
小报。”

目前，《小写手》已经办了 14期，
孩子们的写作热情和作文水平都有了
很大提高。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执
着，所以收获。在农村一个小小的校
园里，这样一份纯纯的小报，就像一
株野草，带着孩子们纯纯的童心和梦
想，在大地上灿烂生长。

对于国学，田新刚算是一位深耕者和坚

持者。多年来，他系统梳理了优秀传统文化

的框架，对儒学传承特别是对中医医理、阳

明心学、儒家家训家教等理清了脉络。他多

次举办公益讲座，传播家国天下的思想；他

和朋友建起“和文化家风馆”，倡导和谐家

风，让国学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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