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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孤城万仞山，官衙高踞翠微间。
近司陇上牛羊牧，遥控云中虎豹关。
边徼风清鼙鼓静，市夷日照毳衣斑。
披图莫叹南溟远，且向岩疆长百蛮。
赏析：

写诗能否用前人的成句？格律
上不禁止，但现实中不常见。诗中
出现前人的成句，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暗合，二是借用。

宋人王禹偁 《春居杂兴 》：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
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
数枝花。”尾句和杜甫的“恰似春
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不
谋而合。当然，暗合的主观性很
强，这个理由有时也难以服众，
比如刘心武梦中得句“江湖夜雨
十年灯”。借用讲究有借有还。比
如元好问《论诗绝句》：“有情芍
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
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
诗。”尾句中的“渠”，即是首联
的原创秦少游。元好问的 《淮
右》：“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
事不堪论。辅车谩欲通吴会，突
骑谁当捣蓟门。细水浮花归别
涧，断云含雨入孤村。空馀韩偓
伤时语，留与累臣一断魂。”“细
雨断云”一联，是韩偓的名句，
第七句点明，算是物归原主。像
张扩庭此诗，只在开头借用一句

的也有。七绝如宋湘的《大冶县
有西塞山上有招贤馆 盖谓元真子
隐此且目为仙去也 余过之戏题其
壁》：“桃花流水鳜鱼肥，绝唱人
争地是非。若果樵青夫妇在，此
间合作钓徒归。”七律如元好问的
《过三乡望女儿村追怀溪南诗老辛
敬之》：“万山青绕一川斜，好句
真堪字字夸。弃置泥途岂天意，
折除时命是才华。百钱卜肆成都
市，万古诗坛子美家，欲就溪南
问遗事，不禁衰落满烟霞。”二诗
题目已经做好了铺垫，因此诗中
径用成句，便不觉唐突。

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借用名人
名句，因为家喻户晓，也就无须标
明版权。即如此诗借用王之涣的

“一片孤城万仞山”，又如很多人借
用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如
果作者名不见经传，诗句也非脍炙
人口，竟而悍然不顾、久假不归，
未免夺人所爱、掠人之美。诗坛文
抄公大有人在，每每以“暗合”为
托词，一句相同或属偶然，两句全
同，天下哪有如此凑巧之事？不怕
借用，就怕不还，明乎借用之规，
庶免抄袭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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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散文高峰的通向散文高峰的通向散文高峰的“““路口路口路口”””
———读史丽娜散文集—读史丽娜散文集《《散步的路口散步的路口》》
张国中

清晨，当红日悄然升

起的时候，张志军和国学

基地的老师们就开始了一

天的忙碌。通过线上线下

带领大家同学一首诗，吟

诵、赏析、互动，深入地

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和历

史典故。

这是南皮子衿堂国学

基地开展的活动之一，自

2018年建立以来，子衿堂

通过开展近千场体验式的

公益文化活动，带动了万

余人参与学习，在古城南

皮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

围。

一个梦

张志军是子衿堂国学基地的发
起者和组织者。53岁的她，温文尔
雅，谈吐不俗。这份淡雅的气质是
从小就培养出来的。张志军的父母
都是教育工作者，家庭读书氛围甚
浓。母亲从她会说话起就开始教她
背诵诗词古文。到上小学时，她就
已经能背诵几百首诗词了。父亲是
个文史爱好者，经常在书店借书回
家读。那些书极具吸引力，在父亲
看累了睡着时，张志军就偷偷拿来
读。那时候，她的最大愿望就是，
能埋头书海，当一名图书管理员。

带着对诗词古文的痴迷，张志军
结婚生子后，以父母同样的方式培养
自己的孩子多读书，特别是读国学经
典。不只是教育自己孩子，她还热衷
于研究家庭教育，带动上千名中小学
生学习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她发
现，孩子们通过大量阅读，理解能力
不断增强，很快就能抓住重点，学习
效率也不断提高，这对孩子成长和性
格的形成都大有好处。

于是，一个国学基地的梦开始
在她心里有了雏形。怎样把文字和
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怎样解决低龄
孩子们课堂坐不住的问题？怎样让
学习更有效率？……带着一系列问
题，张志军确定了国学基地的教育

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
学习，为孩子们铸魂培根。

三个书馆

2018年，张志军的子衿堂国学
基地在南皮县城开馆。6年以来，
她和20多位老师研发制作了上千个
教学课件，线上线下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千场读书活动。在南皮县文广
旅局的指导下，托管了王蒙青春万
岁书院和狮城书房·信和城馆。三

“馆”齐下，书香如流。
除了清晨的“诗时间”，共读

名著是孩子们喜爱且互动性强的活
动。子衿堂老师们按照中小学年级
的划分，以不同的方式与孩子们共
读共享。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老
师们以生动的视频图片等为载体，
加之绘声绘色的讲解，寓教于乐。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老师们则是从
文字的书写、故事的脉络、人物的
塑造、矛盾情节的制造等方面深入
分析“名著为何为名著”。

中国的节气里，有着中国人特
有的文化底色。二十四节气加之春
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三个学馆
都会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孩子们
身着汉服，从古诗古文里体会自然
规律和为人之道。

张志军说，去年，几十场共读
苏东坡活动从十几个角度分析了苏

东坡和“三苏”文化，带动了老中
青几千人共同学习。他们与古人

“交朋友”，寻找书中的先贤，根据
情节编排了舞台剧，让大家体会更
深、受益匪浅。

南皮是诗祖尹吉甫的家乡，为
了推广诗经文化，张志军每年都会
举办“万人颂《诗经》”活动。把
《诗经》寓于舞蹈、朗诵、演唱等艺
术形式中，让孩子们演绎各种角色，
体会来自千年前的诗经之美。目前，
通过这种方式，一大部分孩子已经
能背诵几十首《诗经》里的诗。

今年，南皮县开展了“千年古
县 万家书香”全民阅读活动。张
志军作为主要阅读推广人，采用

“家、校、馆”相结合的方式，调
动学校、家长、书馆合力开展线上
线下读书活动 100多场，在全县营
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

万人读书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南皮县迎
宾小学的师生们是在书香中度过
的。他们诵读古诗词，琅琅书声回
荡在校园里的角角落落。学校信息
中心主任刘文艳说，从去年 3月，
迎宾小学和子衿堂开展“家、校、
馆”读书联建以来，举办了数10场
互动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孩子们的
阅读量和写作水平，带动了几千个

家庭共享书香。
学校和子衿堂共同开展“我与

图书馆的故事”征文大赛，其中有
80多篇文章上报给县教育局作为范
文推广，提高了孩子们写作的积极
性。在南皮县第一届古诗文大会
上，经过子衿堂老师们的指导和精
心编排，迎宾小学取得了团体冠亚
军、个人冠亚军的好成绩。

朱桐瑶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
生，从上小学起就在子衿堂国学基
地学习，受益良多。她的学习成绩
在班里名列前茅，这都源自于爱读
书的好习惯。“孩子们现在识字量
很大，视野也不断开阔，思维能力
和沟通能力不断提升，孩子每天都
是信心满满。” 朱桐瑶的妈妈说，
现在她也跟着孩子一起亲子共读，
已经把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所有诗词
古文都背过了。这样的读书习惯，
更激发了孩子探索新世界的好奇
心，对她的成长大有裨益。

王梓爱的姥姥高保成热爱读
书，从外孙女上幼儿园就带着她参
加了子衿堂的家庭课堂。4年来，
王梓爱已经背诵诗词几百首。她们
共同读书、挖掘历史，家庭的书香
氛围也越来越浓。

张志军说，让所有人都爱上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是她坚持的信
念，她将继续带领更多人与书交
友，共享学习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读史丽娜惠赠的散文集《散步
的路口》，立即沉浸在她营造的文
字迷宫里。她的散文，先前读过一
些，感觉文字清丽。清丽的文字
里，又闪现着她的奇思妙想，加之
那不时闯进眼睛的妙词佳句，读之
颇让人心爽。这次，收到她的签名
本，集中读来，更加验证了我的感
觉，也让我能比较全面地感受她散
文的创作艺术。

散文的价值在于它的美。语言
美、意境美、思想美，这是它的基本
要素，因此散文又称美文。史丽娜的
散文，是具备这几个元素的，堪称美
文。然而仅仅把她的散文定位在美文
上，似乎还很不够，她的散文是美
文，更是大散文。这表现在她作品中
营造的意境、思考和格局方面。史丽
娜散文中的意境是美的，思考是深入
的，也有一定的格局。这很为她的作
品增色。

这几个特点，在她的散文《硌
疼生命的日子》里，就有着具体的
表现。这篇作品副题是“纪念唐山
大地震四十周年”。单单从题目和副
标题上，就能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
疼痛。应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话
题，是一个生与死的话题。作者亲
历了那次震惊世界的地震灾难，她
是亲眼所见“太阳似乎也被吓坏
了，第三天才怯生生地露出头，窥
探这片大灾后的土地。尸体一车车
地运走，哭声一路连绵……”而在
参加会议的父亲，其下榻的宾馆也
正处于震中。这让幼小的作者很是
担心父亲的安危。正在一家人几乎
绝望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一家人
的喜悦是不必言说的，尤其是经历
了大难。作者写道：“此时，最宝贵
的财富就是：你还活着！最欣慰的
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真好！”

两个感叹的句子，看似简单，却
是对生命的顿悟，是千言万语凝成
的。我想，这是作者经过了四十年的
沉淀和思考的结果。只有经历了，才
会这样慨叹生命的重要与宝贵。作者
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成就了这篇
两千多字的散文，字少意深，文短情
长。因此，我在读这篇作品时，才会
随着作者的笔触，或悲或喜。每一个
文字，仿佛都触疼了我的眼睛乃至灵
魂。

写作是思考生命的过程。史丽娜
的散文正是用自己的缜密思考，饱蘸
一腔炙热的情愫，用淡淡的忧伤的笔
调，写下一个个“硌疼生命”的文
字，比如《月在清明遍地伤》，比如
《母亲的方式》，与《硌疼生命的日
子》可谓同工异曲，都是在发出对生
命的呐喊和喟叹。她这类的篇什在集
子里所占比例并不多，但足以支撑起
她对生命的思考。这三篇作品倾注了
作者太多的情感，华丽的文字后面，
笔下千钧，是对生命意义的拷问，也
为本书增加了分量。所以，作为读者

的我，心魄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地震撼
了。

史丽娜更多的散文，笔调是轻
松的，文字是美丽的，有的篇什也
有一定的幽默感，比如《与壁虎纠
缠》。几番折腾，几番纠缠，几番
与壁虎的斗智斗勇，到最后“我又
看到了那只壁虎，慢慢走近，却发
现它根本就没注意我，而是全神贯
注 地 盯 着 我 书 架 上 那 一 摞 摞 的
书。”原来是一场“轻喜剧”，二者
又相安无事了。这类文字，选择独
到的视角，读起来让人会心地微
笑，感觉很轻松。

感受最深的是 《我叫它时光
墙》。那年，《沧州日报》组织一些
作者去老虎头山采风，我和史丽娜
也去了。在山西与河北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小山村，叫桃花界。这个美
丽的村名引起大家的兴趣。我只是
感觉村名很美，暗自思忖小村必定
有一段神奇的故事。但感受完了就
扔在了脑后，史丽娜却不。正所谓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她发现了一面“时光墙”。这
个意象很迷人，也很独特。这个叫

“桃花界”的小村，给了她许多启
迪，更给了她许多奇思妙想。她

“忽然觉得，这面墙便是一把打开时
空的钥匙，它衔接着八千年中华文
明的中枢”。一朵秋天的小花，居然
让她对春天有了深深的期待。有人
说，作家首先是一位思想家。读史
丽娜这篇散文，让我对这句话深信
不疑。

读史丽娜的散文集《散步的路
口》，深深感到，无论是叙事、抒
情、写景、状物，都记录了她生活的
足迹和心迹，都是她充实人生的注
解。她的散文不仅文笔优美，文本时
尚，且有思辨色彩，富有历史感，这
都有赖于她的才情和独有的审美视
角。她的散文正在形成大气象，因为
她具有深厚的生活积淀和知识储存，
也是由作者的气质决定了她散文创作
的风格。她是诗人，对古体诗词有着
较深的造诣。这对她的散文创作颇有
裨益。我认为，她正是具备了这种优
势，既可以写出诸如生命这类沉重话
题的声势，也能写出小桥流水的神
韵。

史丽娜是一位由诗而文的散文
家，她的散文充满诗意。在她沉静的
表象下，是对生活充满的激情，她对
文字质感的把握和开拓，且善于思考
和发现，使之成为沧州最有潜力的女
散文家之一。她的这部散文集叫《散
步的路口》，我更愿意把它想象为

“通向散文高峰的路口”。我有理由相
信，史丽娜的散文创作会有一个质的
飞跃。我们期待着。

日前，在东光县新华书店举
办的“全民阅读·周末读书分享
会”上，企业退休职工汤延光分
享了题为 《坚持读书和文学创作
相结合，做文艺百花园里的一片

“绿叶”》的心得，他深有感触地
说：“只有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读精品，才能使文学创作的热情
越燃越旺，才能使文学创作的素
材越积越多。”

40多年来，他一边读书、一边
创作，作品经常在省市文学期刊和
主流媒体上发表并获奖，先后加入
了沧州市作家协会、河北省散文学
会、河北省采风学会、中国微型小
说学会。

汤延光说，读中学时他就喜
欢读课外读物，但由于过去农村
条件差，除了小人书之外，其他
书籍很难看到。有一年暑假，他
去东光县城，在书店看到中篇小
说《闪闪的红星》。那时，他只听
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什么是小说、
如何写小说，但平时却很少能读
到小说，于是，就用准备买鞋的
钱买下了这本书。

回到家后，他一头扎进书本，
被书中的人物以及作家朴实的文风
深深感染了，那时他就暗暗发誓：
要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将来当一
个像李心田那样的作家。

他边学边写，作文经常让老
师当范文读。后来上高中进了县
城，新华书店和图书馆成了他周
末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读了
陈忠实的《白鹿原》、杨沫的《青
春之歌》 等文学书籍，不仅开阔
了视野，也更浓郁了他对文学的
痴爱。

参加工作后，他开始尝试着
给报刊投稿。当多次投稿石沉大
海后，他也一度产生过放弃文学
创作的想法。有一次，他看了著
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写作经
历，被对方的执着和坚持深深打
动了，于是重新振作起来，更加
刻苦地读书和写作。小说 《酒
菜，没有上席》《最后的渴求》
《今夜，她约他到大堤》等作品也
先后发表在《沧州日报》《春潮》
等报刊上。从此，他文学创作的
信心更足了。

在发表了几篇作品后，汤延光
喜欢上了小小说。他觉得小小说具
有“短平快”的特点，茶余饭后、
闲遐之余，读起来方便，被称为阅
读的精神快餐。但是，小小说写好
了也并非易事，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在文学创作之路上，汤延光更
加努力。

开始由于上稿心切，他只顾
写作，忽视了读书，一度陷入

“没东西可写”的低潮，创作也进
入“瓶颈”期。在这种情况下，
他沉下心来开始读书，并购买了
《怎样写小小说》《小小说是平民
艺术》《中国最好看的微型小说》
等文学书藉；订阅了 《微型小说
选刊》《小小说选刊》 等文学期
刊，研究名家名作，同时，走到
群众中去挖素材，提高观察和感
知生活的能力。后来，先后创作
了《朋友》《邻居》等小小说。

汤延光的伯父是革命烈士，在
淮海战役中牺牲。为了写好伯父的
故事，他特意购买了 《红色家
书》，学习和了解革命烈士的爱国
精神，书写了文章《红色家风永不

褪色》。
汤延光说，伯父小时候没有读

过书，生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影
像资料，当兵六年给家里只写过一
封信，还是让战友代写的。在信
中，他一再嘱咐他的母亲，要让孩
子们好好上学读书，将来做对社会
有用的人。

奶奶记住了伯父的话。父亲到
了上学的年龄，因为家里穷，上不
起学，奶奶就给父亲借来别家孩子
读过的课本，让他在地里放着羊看
书学习。几年工夫父亲竟自学完成
了小学的全部课程，还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了中学。

父亲因为喜欢读书，擅长写
作，参加工作后不久被调到东光县
政府从事文秘工作。当时县里刚刚
成立县志办公室，父亲用了 8年时

间，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光县
第一部县志。汤延光的儿子受良好
家风的影响，积极应征参军入伍，
在部队通过自学，取得了燕山大学
毕业证书，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大
学梦”。

40 年来，汤延光把读书明
志、历史文化、红色家风写进作
品里，用文字表达着浓浓的家国
情怀。2014年，在中国小说学会
组织举办的“文华杯”全国短篇
小说大赛中，他的短篇小说 《朋
友》 荣获三等奖；在第五届河北
文学艺术彩凤奖评比中，他的散
文 《运河岸边是家乡》 荣获散文
组优秀奖； 2009年，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文学作品集 《岁月流光
集》， 后 又 出 版 了 《难 忘 的 岁
月》，受到读者好评。

汤延光汤延光汤延光：：：做文学百花园里的一片做文学百花园里的一片做文学百花园里的一片“““绿叶绿叶绿叶”””
本报记者 齐斐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