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骝山西下水漫漫，
东望沧溟眼界宽。
客马升巅霄汉近，
佛灯高照火星圆。
沿途百草藏山药，
忘饵游鱼吞钓竿。
借问老僧馀古迹，
向予北指七龙滩。

赏析：
骝山即现在的海兴小山，这

首诗，小时候就听大人背诵过。
可见其在海兴小山一带影响之
深。首联，交代了骝山的地理环
境。西下骝山，月角湖水漫漫无
际；登上骝山东望沧海更叫人眼
界大开。颔联，描绘了骝山朝晚
的景象。白天，客人骑马行在古
老的盘龙道上，渐登山巅愈近云
天；夜晚，佛灯高照空中，山林
间荧荧的星光明净浑圆。需要说
明的是，这里的佛灯又称圣灯，

不是佛家夜里的灯火，而是一种
自然现象，类似于磷火。所以这
星光没在天上、在林间。骝山自
古多庙宇，所以有佛灯之说，也
并不新鲜。颈联，写骝山的风
土人情。物产丰富，生活闲适。
百草藏山药，此情不虚，山上多
有药材。山腰曾有药王庙，相传
孙思邈在这一带行医，多用小山
的药材。游鱼吞钓竿，忘饵的岂
止游鱼，山间的生活让人们忘记
了太多的烦恼事。尾联，七龙
滩，在七龙口西。传说月角湖中
有七龙，冲开山口，鼻向东海。
此处曾有石桥，称作“仙人桥”。
行文至此，诗人回溯骝山历史，
把读者的神思引向深远，叫人欲
罢不能，真好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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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书多读书，，多活好几辈子多活好几辈子
多读书，读好书，生命就会

产生复利，人家活一辈子。你就可
以多活好几辈子。你说这事儿有多
划算？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只
有在阅读中（至少是最有效的路径
之一），我们生命的宽度与厚度，
才可以在有限的时空中不断拓宽与
延展，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与富足。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只有
处于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
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是
卑微与渺小，懂得什么是宽厚与
广博，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知所从来。《铁皮
鼓》中的奥斯卡，像个先知，异常

冷静，用苍老的语气讲述，揭示了
一个无比广阔、无比漫长、无比繁
杂、无比颠倒、无比荒诞、无比可
笑，又无比真实的世界……阅读
让我们了解更多自身以外的“世
界”和众生相，获得更多生命体
验。《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东
北鄂温克族，他们尊重生命、敬畏
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死
亡在他们那里，呈现出一种特殊
的美感，面对万物的深情和慈
悲，能治愈人的从来不是其他，
而是自然和你自己。生命能够影
响生命，在生命的叠加中，我们
便拥有了更丰盈的人生。

我的书单
《资治通鉴》 [宋] 司马光 编著
《了凡四训》 [明] 袁了凡 著
《西南联大丛书》陈寅恪 等著
《莫言全集》莫言 著
《故事咖啡馆》李浩 著
《源氏物语》紫式部 著 王烜 译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著
《我与地坛》史铁生 著
《铁皮鼓》 [德国]君特·格拉斯 著 胡其鼎 译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彭发胜 译

刘秘莲刘秘莲刘秘莲：：：看闲书看闲书看闲书 管管管“““闲事闲事闲事”””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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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小城的街道，一辆电动车，载

着笑容满面的刘秘莲，车筐里的一束鲜

花，在阳光下灿然生香。70岁的她，整

个人都是淡然舒缓的，她与书的故事，

也绕不开一个“闲”字：看闲书，有了

生命的丰富与厚度；管“闲事”，有了

对红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对于读书生涯，刘秘莲说
自己是幸运的——她幸运地生
在新中国，幸运地成长在一个
崇尚文化的家庭，幸运地有一
双开明的父母，还有两个有敬
有让的哥姐。虽然当时物质匮
乏，而在他们的五口之家，刘
秘莲却是备受宠爱的“小公
主”。地里的活儿，家里的事
儿，首先是父母，再就是哥
姐，对于她来说，几乎没什么
压力。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
成全了她上学读书之外的另一
个爱好，那就是看闲书。

所谓看闲书，在村里一些人看
来，拿得动打草刀子的孩子，就该去
地里干活，像她这样，坐在教室里跟
着老师读课本，已属奢侈，除此之
外，再看别的书的，都是“不务正
业”的非分之举。

无论别人怎么认为，刘秘莲却是
乐此不疲。那时候，放学回家没作
业，在帮助大人做家务的同时，她总
要想方设法抽空看书。烧火做饭的时
候，一手拿着烧火棍，一手拿着书；
烧煤拉风箱时，把书放在腿上，边拉
风箱边看书；推磨的时候，磨棍横在
腰上，一边走着一边看。

当然，最惬意的还是晚上，当一
家人都疲惫而安静地入睡后，她就可
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书里描画的意境
中。有一次，看曲波的《林海雪原》，
不知不觉到了天亮，只感觉煤油灯的
亮度越来越不给力，起先以为是眼睛
疲劳，抬头一望，窗户纸已经麻麻发
白。她唯恐被母亲发现，赶紧吹灯闭
眼补睡一会儿黎明觉。

《《骝山骝山》》
明·海丰 李永寿

四十多年来，他执笔绘画，立志
用一生做一个画马的民间匠者。他的
绘画表现了马最朴素的真善美，用匠
心给予平凡日子更多色彩。

孔维建是中华画马学会理事、河
北省工匠名师。虽然拥有这些荣誉，
但他的性格志向却不止于此，不服输
的他在对生命意义发出叩问的潜行
中，常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的感悟。他认为如果用一个词形
容他的所作所为，那就是“坚持”。

孔维建从小就喜欢画各种小人书
插图，上小学时，常用铅笔在草纸上
画，夜晚在煤油灯下练习。初中时，
他的绘画作品荣获全年级第一名，班
主任高兴地鼓励他:“学习别耽误，可
以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画画，你很有天
赋，一定要坚持，将来一定会成为一
名画家。”老师的这句话让他更加坚定
了信心、明确了方向。也正因为这句
话，他有了当画家的远大梦想。

他曾拜师学习内画，所画《一百
单八将》堪称佳品。

说起画马艺术，孔维建与马的故
事可谓鲜活。首先从养马开始。他小
时候，正赶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华
夏大地，农村响应党的号召实行生产
承包责任制，他的家乡献县陌南乡孔
中旺村也不例外，村集体的牲口也分
包到户。当时孔维建家里条件不好，
没能力养牛马，父母就和邻村的三舅
家合着养了一匹枣红马。

孔维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匹马
的外貌：水汪汪的大眼睛，枣红色的
毛色，腿修长健壮，体长适中，是一
匹很不错的能役能骑的“宝马良驹”。

孔维建说：“我爱马、画马就是从
这匹马开始的。”

有一次，他使唤马耕完地，还需
要耙平，当时他蹬在耙上不小心一只
脚滑到了耙橕下。当时如果马不停
下，继续往前走，他的脚裹在耙下，
就会被耙齿划伤。他心一紧，有点慌
了，就在千钧一发时刻，马儿停住不
走了。“可能它也感觉到了什么，回
过头来还瞅瞅我，好像在说：没事
吧？我感激地看看它，心里无限感
慨，马——君子也！”

自此，孔维建更爱它了，闲暇
时，就用手中的画笔画它，各种角
度、各种姿势。多年后这匹马病死，
孔维建非常难过，昔日的亲密伙伴在
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那个时候，他
就下定决心，把马作为自己今后艺术
创作的主要方向，讴歌它，再现它的
真善美。

学习的过程中，他没少吃苦。有
一回，为了夯实自己的基本功，他外
出求学，回家途中身上已无分文。寒
冬腊月，大雪茫茫，自己背着学习用
具和被褥生活用品几十斤重，只好徒
步回家。行程几十公里，路上滑了不
知道多少个跟头，才蹒跚到家。

2004年，孔维建有了闯荡北京的
想法，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来到北京
农学院落脚，暂住在一处闲置的房子
里。一天，院长一行人来巡视，发现
了他这个不速之客。朋友在旁帮着介
绍，院长看到了桌上的内画大瓶，先
是一惊，没说话，而是转来转去，看
了又看，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一身土
气的农村人，然后才说:“这东西是你

画的？”孔维建点了点头。院长回头同
众人商量了一会儿，哈哈笑着说:“还
到处找呢，没想到好东西就藏在咱校
园里头。”原来，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
庆，作为下属学院的北京农学院正为
送什么礼品发愁着。这下可好，得来
全不费功夫。院长高兴地对孔维建说:

“这对艺术精品我们收藏了。”这对大
瓶内画作品在校庆典礼上让许多领导
大饱眼福，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沧
州农民画家。

时光回溯到 2008年，孔维建受北
京农学院老师邀请，担任该院美术编
辑策划任务。其间，他打听到徐悲鸿
大师的再传弟子、中国当代画马大家
宫春虎功底深厚，于是就萌生了拜其
为师的想法。几经周折终于拜在宫先

生门下研究其画马艺术，从此他把国
画与鼻烟壶内画结合起来进行创作研
究，内外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
风。

近年来，孔维建作品多次在画展
上受到同行和收藏爱好者们的高度好
评。2017 年开办个人工作室，斋号

“集骏堂”又名“孔维建艺术画馆”。
位置就坐落于中旺村和县城工作室，
追随孔维建学画者达百人之多。

他的理想是将来经济能力允许的
话，就筹建一个绿树成荫、环境优
雅，有古典风情及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的艺术画院，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
契机，培养中国画、内画、国学、书
法等几大科目，为传承文化艺术、培
养艺术人才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乡村画马者的乡村画马者的乡村画马者的404040年匠心年匠心年匠心
———访河北省工匠名师孔维建—访河北省工匠名师孔维建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蔡更存

““东坡足迹东坡足迹 河间雅集河间雅集””活动活动
在河间举办在河间举办

本报讯 （记 者 齐 斐 斐） 日
前，“东坡足迹 河间雅集”活动
在河间市举办。苏轼的长子苏迈
曾任河间令，苏辙曾到任丘，赋
诗赠友人，苏东坡与沧州的情缘
较多体现在他与东光人刘挚和盐
山人李之仪的友谊上，他的很多
诗中都有沧州的典故。

本次活动由市文联、河间市委
宣传部主办，河间市诗经文化研究
会、东坡足迹文旅研学团、市文联
文艺宣传中心承办。东坡足迹文旅
研学团是由原籍黄骅、现居北京的
东坡文化研究者刘金彪发起的全国
性行走苏轼之路的团体活动，此次
河间活动是他们自二月二在北京出
发的第二站。

活动中，参与人员参观了河间
文庙、瀛州书院、河间府署，实地
调研了诗经文化在当地的历史传承
与发展，以及由此厚植出的文化基
因对“四苏”文化的影响，了解到

当地典籍文化、庙宇文化、廉政文
化与民俗文化的多种文化相融合。
在河间府署“诗经斋”，大家对诗经
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共同感受诗
经文化与“四苏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后，在河间市光明剧院召开
了圆桌论坛，参会人员争相发言，
对诗经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对后世的
深远影响进行了梳理与探讨，对

“四苏”与《诗经》的文脉、血脉
关系进行了论述与交流。大家纷纷
表示，河间市文化底蕴深厚，诗经
文化作为当地文化的源头活水，有
着多种典籍和史料，对“四苏”血
脉中的文脉影响很大，值得不断解
读与品味，大家将在此基础上不断
加深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探索。

据悉，东坡足迹文旅研学团将
用3年时间以“边走边读、边拍边传
播”的方式，结合一定的创意策划、
宣传，到各地开展一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提升有亮点的文化品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徐福东
渡的故事，你知道来自哪里吗？与
《诗经》有关的丱兮古城，又在何
地？原来，它们都与如今的黄骅有
关。近日，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黄
骅风貌系列丛书”，包括《城迹》《阜
熙》《雅风》《翰墨》《乡愁》5册，从
不同方面阐述黄骅风貌，带领读者深
层次了解黄骅、感知黄骅，突出思想
性、普及性和可读性。

《城迹》聚焦黄骅的历史、遗迹
等，编者试图从黄骅地名历史文化
内涵、徐福东渡考证、海丰镇的兴
盛与衰落、黄骅盐区的历史等多方

面来破解黄骅这片土地的历史密
码。《阜熙》描绘了新时代黄骅的发
展成就，湿地、经济、教育无不展
现出一个蓬勃向上的新黄骅。《雅
风》分为古邑遗风、雅韵新词、长
歌颂今三部分，将有关黄骅的古今
诗词收入其中。《翰墨》选编部分黄
骅籍艺术家的作品配以理论文章、
艺术评论、创作随笔，带读者读黄
骅人文，赏黄骅翰墨风韵。《乡愁》
分经舆行览、流年物事、风迹稗
录、辨音寻乡等几部分，读者可以
多角度、多方面体味黄骅这片土地
上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黄骅风貌系列丛书黄骅风貌系列丛书””出版出版
彰显黄骅历史脉络彰显黄骅历史脉络、、城市样貌城市样貌

刘秘莲说，那时候家里穷，
能够上学读书已属不易，花钱买
闲书更是痴心妄想。贫穷让她养
成了精打细算的好习惯，直到现
在，她也很少买书，所看的书，
基本都是借来的。

说起借书，有个有趣的现
象。那时候，书的主人，为了
督促借书人及时归还，往往在
书 的 扉 页 或 者 背 面 空 白 的 地
方，除了标注书主的姓名，还
会写上：“勤借勤还，再借不

难”等此类警醒的文字。因为
刘秘莲家没书与人交换，她就
设法借了这个人的，抓紧看完
再转借给另外一个人，以求其
他人也能把书借给她。书到手
以后，她就抓紧时间看完，以
便匀出时间来转借他人，以此
既换来了人情，同时，也扩大
了闲书的流通资源。

日复一日，她的遵时守信，
赢得了书友们的认可。所以，尽
管在那个贫乏的年代，她也有幸

除去连环画小人书外，还读了一
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以及五花八
门的新旧书籍。此间，她印象最
深的是反映抗战内容的纪实小
说，比如：《平原枪声》《野火春
风斗古城》《雁翎队》《战斗的青
春》《滹沱河边》等。其间，有
的书破烂不堪，丢失了书皮和扉
页，甚至没头没尾，更不知道作
者的署名，但这并不影响刘秘莲
的兴致，缺失的部分，反倒给了
她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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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秘莲回忆说，小时候看
书，只是觉得有意思，书里面
刻画的正面人物，简直神一般
伟大，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崇
敬之情。后来，随着年龄的增
长、知识的积累，她对抗战时
期的人和事，慢慢有了越来越
清楚的认知，再结合身边长辈
们 口 述 的 一 件 件 亲 身 经 历 的
事，终于领悟到：原来看的那
些闲书里的故事，不是作者随
意杜撰的，也不是远在天边遥
不可及的，有些就真真切切发
生在脚下这片土地上。书里面
那些神一般的英雄，其实就生
活在父辈们的身边。

认识到这一点，刘秘莲产
生 了 一 种 冲 动 ： 对 英 雄 的 崇
敬，不能只埋在心里，要为他

们做点有意义的事。于是，她
利用退休后的时间，开始重访
儿时给她讲抗战故事的老人们。

她把老人们的口述，一字字
记录下来，反复核对故事发生的
确切时间、人物和地点，务必求
真求实，最后编撰成文。由肃宁
县政协统一刊印成册、正式发
表，并长期存留档案，使抗战英
雄的事，得以弘扬和传承。

通过她的反复采访、整理
记录的有地下党员王万森 《赴
日劳工》 的悲惨经历；有由白
求恩亲自手术治疗的老八路刘
福 增 的 《齐 会 战 斗 记》 回 忆
录；还有村妇救会主任杜文秀
舍身救助县抗日人员 《舍生忘
死救亲人》 的故事；还有 《硬
骨 头 六 连 连 长 边 福 祥》 等 文

章，在 2021 年，由市委党史研
究室与市政协联合刊印发表。

为了挖掘记录，她每天奔
走于城里乡间。有人问她，写
一 篇 文 章 得 多 少 稿 费 ？ 她 笑
答：分文没有。那不是白管闲
事儿？一句无心之语，她方才
悟到：“在某些人眼里，我是个
爱看闲书、爱管闲事的人。”

对此，她却不以为然。
这闲事，虽然对她来说，费

心费力不进分文，但是，通过她
的努力，能使抗战英雄们的事迹
弘扬光大，上对得起前辈、下对
得起后代子孙，她觉得这是她一
生所为中最有意义的事。

“闲书没白读，闲事没白
管，此生无憾。”刘秘莲坚定且
洒脱。

管起英雄的“闲事”

书非借不能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