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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生计复何如，土锉烟寒扬子居。
囷廪曾无八口粟，缥缃那惜数函书。
漫劳听漏销银蜡，犹忆薰香散蠹鱼。
插架牙签看渐减，闲窗兀坐独踌躇。

《《卖书卖书》》
任丘 边汝元（清）

赏析：
藏书是一种癖好，张岱曾

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
情也。”司空图“亡书久似失良
朋”，厉鹗鬻书“墨卿别注有情
痴”，和所有藏书成癖的人一样，
边汝元对图书也有着特殊的感
情。边汝元为人和易端凝，持身
斩斩不苟。前期随父宦游，别无
玩好，唯好积书。中岁归故里，
与邑中名士十二人结还真社，日
饮酒赋诗，不预外事。他十赴棘
闱，屡荐不受，遂绝意仕进，以
授徒糊口。

此诗前四句写卖书的原因，
后四句写卖书的后果。原因很简
单，为饥所驱，卖书糊口，这可
能是很多落魄文人都有的经历。

后果很严重，诗人彻夜难眠，念
念不忘，想着当年新书到手，满
心欢喜，精心呵护，生恐被蠹鱼
侵毁，如今已转属他人，再见为
难，这份落寞悲愁，简直就像悼
亡的鳏夫，挥泪对宫娥的亡国之
君。

爱书之人，往往沉浸其中，
整天与古人对话，向圣人看齐。
现实中无暇奔竟，耻于钻营，于
是穷困潦倒，自怨自艾，这是古
代读书人的悲剧。当代读书人应
该引以为鉴，学以致用，让自己
活得更有尊严。

潘洪斌 齐斐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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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读立读立读”《”《”《论语论语论语》》》走进经典走进经典走进经典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当中草药邂逅美术当中草药邂逅美术
本报记者 齐斐斐

“这是蒲公英，可清热解毒”
“这是小蓟，可止血抗菌”“这是青
蒿，随处可见的草，却治疗了传染
病疟疾”……

这不是一堂中医课，而是朱凤
艳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上的一
堂美术课。

49岁的朱凤艳是一名中医药文
化研究者，2019年之前在北京一家
中药厂工作。多年沉浸在百草的香
气中，让她一直对中医药有着浓厚
的研究兴趣。她认为中医药文化不
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孩子们如
果从小就能学习中医、认识中草
药，那将会使孩子们的视野更加开
阔。

2019年，与丈夫回到沧州后，
她办起了专门教授中草药绘画的美
术班。从此，在美丽大运河边、郊
外的旷野里、葱郁的树林间、乡间
的小路上就多了一小队快乐的小小

“书画家”。
不识物怎能画出物的神韵？朱

凤艳的课上，有文化、有色彩、有
技巧，但更多的是通过中草药给孩
子们打开更加开阔的世界。在讲每
一种草药时，她都会带领孩子们到
野外“望闻问切”，看每一片花叶的
样子、每一条脉络的走向；深嗅植
物的味道，给孩子们讲述草药的功
效和相关的历史典故。

接触大自然，明白天地的规
律，才能有更多感悟，才能创作出
更多有灵魂的作品。朱凤艳带孩子
去牡丹园观牡丹、芍药，在多姿多
彩的百花丛中穿行的时候，深藏在
底部的一片片黄色的蒲公英，姿态
万千、恣意生长。她通过给孩子们
讲述蒲公英的功效，再延伸到每一
个生命的不平凡。“苔花如米小，也
学牡丹开。”孩子们回来的创作也由
此有了更多生命的思考，一幅幅涂
鸦的蒲公英，更显独特的光彩和坚
强的状态。

最平凡的桔子，浑身是宝，桔
皮放置两三年可作陈皮入药，桔瓣
上面的白丝放置后，可去火祛痰。
而桔子瓣食用过量却可引起上火。
这样两种完全不同功效的东西居然

出自一物，这就是自然的魅力、造
化的魅力。这样的讲解，在朱凤艳
课堂上常有，她教给学生们的不只
是知识，还有知识背后的规律和分
析问题的思维。

一株草改变了世界，这株草就
是青蒿。在画青蒿的时候，朱凤艳
给大家讲屠呦呦，讲这样一种平凡
的草药却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
疟疾。孩子们听得心生敬佩，笔端
的青蒿也仿佛高大起来。

除了平时的教学，朱凤艳还把
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与中草药结
合起来。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
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在
小满节气，她和学生们来到田野
上，看着繁盛的苦菜、即将枯死的
细软小草、快要泛黄的麦浪，孩子
们对节气有了更深的认识，作品里
也有了更远的天空、更细小的花
朵。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朱凤艳讲
粽叶。这种生长于水中的蒲苇，自
然清香，加之糯米理气温中的功
效，才有了粽子这样传承千年的美
味佳肴。

朱凤艳说，接下来，她还会梳
理课程，按照不同年龄，给孩子们
讲述不同的知识，开展不同的活
动，为弘扬中医药文化尽自己的一
份力。

朱凤艳带领孩子们观竹朱凤艳带领孩子们观竹

日前，省非遗泊头三痴斋泥塑传承人宋长峰走进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与师生们一起制作泥塑粽子，让师生们感受非遗的魅力。

寇洪莹 摄

在“立读”《论语》 里，一开
始我把他称“孔子”。称“孔子”
是因为尊重，那么远，那么古，而
且名气又这么大。后来改称他为

“夫子”。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个
学习委员，喜欢读古书、唱京戏，
一作起文来就喜欢“之乎者也”。
他的外号就叫“夫子”。不知为什
么，我一读《论语》就想起这个学
习委员来，认真、执着、古板、爱
钻牛角尖儿，还带着那么一点儿不
合时宜。

假若 《论语》 纯粹是一部教
义 ， 到 了 我 这 个 游 手 好 闲 的 年
纪，大概我不会再去读它。我之
所以愿意进入“立读”《论语》 七
嘴八舌，其实源于各种有趣的发
现。

比如，我发现它是一部小说或
者诗集。《论语》是古人的语录体，
里面有人物，有对话，有动作，有
性格，有细节。《乡党》篇里，描写
的几乎都是孔子的起止坐卧，如何
面君，如何送客，如何穿衣，如何
吃饭，如何睡觉，甚至连他睡觉的

姿势都明明白白地写上“寝不尸”，
不要像个死人一样四仰八叉，不成
体统。

我发现《论语》的文本还有一
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内容极其主
观，叙述极其客观。叙述不动声
色，像海明威小说中的对话，70％
在冰山下面，用成语说叫“微言大
义”。这也是古人简牍书写所致，它
不仅成就了《论语》中诗一般的金
句格言，充满了古典母语的韵律
美，同时，由于语义简洁导致的不
确定性，使得后世对《论语》的注
释汗牛充栋，千奇百怪，莫衷一
是。当然，这正好给了今天的我们

“置喙”的机会。
还发现孔子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儿，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为了实
现梦想而“行其义也”的官迷。坚
守原则，直至到死。但对小事亦灵
活、讲权变，不拘泥。敢于自嘲，
端得起，放得下。孔子学院和课堂
也是很热闹的。《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华侍坐》大概就是描述了
课间这样一个场景。孔子问几个学

生各自的志向，问到了曾皙，曾皙
同 学 “ 鼓 瑟 希 ， 铿 尔 ， 舍 瑟 而
作”，慢慢减缓动作，在琴弦上最
后一划，推开琴，站起来回答老师
的问题。想没想过孔子的课堂上，
学生居然可以鼓瑟弹琴，从容优雅
地面对老师。这确实改变了我长期
以来对私塾的印象。那种印象多半
来自于鲁迅对“三味书屋”的描
写，古旧、刻板，死气沉沉。孔子
对学生循循善诱，但面对顶牛犟嘴
的学生，也会气不打一处来。最厉
害的一次应该是骂在课堂上睡午觉
的宰予。孔子不喜欢偷懒的学生，
更不喜欢嘴把式，讨厌一切喋喋不
休。

他老人家也像凡人，有老年的
无奈、悲哀。我发现《论语》这本
书和中国经典小说 （比如 《红楼
梦》） 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文化气
质，或者说都有一条长长的抛物
线，从人生的青春、向上，到繁
盛，到最后的悲情与落幕。但孔子
有过怀疑自己吗？读《论语》愈读
到最后，读到他在现实面前一再碰

壁的时候，感受那种知其不可而为
之的劲头愈加坚韧。

发言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提
到西西弗神话，西西弗明明知道把
石头推到山顶上注定还会滚下来，
还要再次把石头推上山去。这便是
一切追求理想者的宿命。正是在这
一点上，我以为《论语》比起讲空
寂、讲幻灭的传统经典文学更伟
大，这种伟大在于，它有对梦想的
执著，人性的固守以及荷担向前的
恒心与勇气。

换句话说，当我发现孔子为孔
子时，他是一个圣者，一个道德清
醒者，一个社会批判者，一个生命
殉道者；当孔子为夫子时，他是老
师，是父亲，是自嘲的丧家狗，是
执迷不悟的老人，是深深地藏在人
性深处永远不停反省着的自己。

在“立读”《论语》快要结束的
时候，想对《论语》说，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想对陪伴一年多的
师友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想对自己说，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从从从“““孔子孔子孔子”””到到到“““夫子夫子夫子”””
冯彦宁

6月 10日，端午节。下午 2时
许，网上“立读”《论语》空间像往
常一样更新了学习内容。这天学的
是《论语》第19篇第19章。刘桂茂
首先贴出《论语》原文，以及李零
和李泽厚先生的两段“名家解说”，
之后进入“读友讨论”环节，大家
各抒己见。

“我们一开始就规定，大家只阐
发观点，可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但互不点赞。这让读书保持了很大
的纯洁性。一路读下来，这里没有

‘点赞’和‘鲜花’，满屏都是‘硬
货’。”冯彦宁说，有时他会觉得，
这里的读友有点儿像春秋时期的
士，颇有些“揖让而升，下而饮”
的君子之风。

“走进《论语》，才知《论语》
的味道，其中有无限风光。”高君柱
说。

冯彦宁，市文广旅局原局长；
高君柱，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工
人。两个人生活中原本没有交集，
因为同在“立读”《论语》空间，而
成为《论语》学习路上的读友。

这样的“读友”还有很多。每
天徜徉于《论语》中，不少人感受
到经典阅读与以文会友带来的双重
快乐。

“立读”《论语》
大家和孔子是平等的

2023年元旦，《沧州日报》《沧
州晚报》原总编辑刘桂茂和朋友们
建了一个网上读书空间，选读的第
一本书就是《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编写而成的
语录文集，集中体现了孔子及儒家
学派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教
育思想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经典之一。其中一些篇章，如“学
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巧言
令色鲜矣仁”等，现代人耳熟能
详。但要说系统读《论语》，恐怕没
几个人做到。有鉴于此，刘桂茂决
定从《论语》入手，了解优秀传统
文化和古人思想智慧。

“首先是我想学，几个朋友也想
学，网上读书空间就这么建起来
了。”刘桂茂说，读书空间起名
“‘立读’《论语》”。“所谓‘立读

’，不是把孔子当圣人供起来的‘跪
读’，也不是拿《论语》当消遣读物
的‘卧读’，更不是坐在课堂上听老
师讲课那样的‘坐读’。‘立读’
者，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和孔子
也是平等的。”

果然，第一篇第一章“学而时
习之”出来后，读友们七嘴八舌，
人尽其言，讨论热烈，发言者多达
32人。不少人洋洋洒洒，下笔就是
千言。

“经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多义性。不同的读者因为有不同的
阅历、学识、经济和政治地位等，
对经典的文字做出不同的理解，是
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些讨论
当然不能说字字珠玑，却也不乏闪
烁着思想智慧光芒的语句。”刘桂茂
说。

网上读友众多，有出过多部品
读《论语》专著的学者，也有多年
讲读、践行、热爱，甚至初学《论
语》的各界人士。大家多以网名交
流，相互之间多不认识，这样反而
让“立读”《论语》空间有了自由解
读之风。

“孔子思想是包容的，《论语》
为语录体，在结构上给了我们很大
的发挥余地。网上读书空间建立时
的宗旨之一便是包容。诸多包容
性，赋予了大家思想自由的空间，
给予每个人思考的快乐。有容乃
大。每天在网上读到大家那各具特
色的见解和高论，总是喜不自胜。”
读友高君柱说。

每日一章
从听闻经典到走进经典

尽管曾出版过两部研读 《论
语》的专著，读友“丹平”依然是
这里学习《论语》最认真的几人之
一。他开玩笑说：“每天抛砖引玉，
不能随便抛块砖，总要精心打磨，
抛一块镀金的砖吧！”从《论语》开
篇直到现在，他从儒家思想、全书
总体、春秋时期的历史、社会结构
等方面，把握每章的具体内容，其
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让人读后豁
然开朗。一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
写、每章都写，至今已积累了30万
字的发言稿。“我计划把这 30万字
整理出来，作为家书，将来传给孙

子。”他说。
在 网 上 ， 冯 彦 宁 以 “ 安 且

吉”的网名出现。他说，自己之
所以愿意在这里发言，源于阅读
《论语》 过程中的各种有趣发现。
采访中，他津津有味地讲到了这
些发现——他发现，早期的儒学
涵含了很多早期文化思想的萌
芽，甚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的很多观点，在 《论语》 的片言
只语中也屡有发现。他发现，孔
子讲入世、救世，但对避世、逃
世的隐者们也怀有敬意。从这个
角度讲，夫子为后世的“外儒内
道”留下了一个后门。他发现，
孔子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的
弟子们性情各异，师生之间关系
融洽得很。在孔子说话的时候，
弟子甚至可以弹琴……这些有趣
的发现，让他愿意在网上一吐为
快。

曲炳国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的林业工程师。他说，阅读 《论
语》，首先要全面认识孔子所处的时
代。当时的社会事实是礼坏乐崩、
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孔子对当
时社会的批评，是理想主义与现实
主义的综合。在《论语》阅读上，
他提出“先学习、再思辨、再学
习、再思辨”的方法。他说：“我们
今天之所以学习《论语》，是要探求
孔子思想中的真理部分，以造福当
今社会。”

在网上发表了几次观点后，“学
易”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独特
的见解、丰富的学识，让人猜测，

“学易”到底是谁？直到3月份的一
次“立读”《论语》 线下见面会，

“学易”才揭开神秘面纱：他叫高君
柱，一名工人，多年来热爱经典阅
读。他说：“听闻经典与走进经典是
两回事。原来也读过《论语》，但没
那么走心，浅尝辄止而已。这次与
大家共读，每天一章，互相促进，
走进了《论语》，才算体会了《论
语》的味道。那真是登顶四野阔、
曲径幽处通。”

文章推送
幕后有支志愿者队伍

在网上读书空间，刘桂茂身兼
多职，也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

刘桂茂说，“立读”《论语》开
办后，大家踊跃参与、热情高涨。
这让他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将这
些讨论记录下来，整理成文，让更
多人看到。

于是，在每天撰文上千言“立
读”《论语》之余，刘桂茂开始“招
兵买马”，组建“立读”《论语》志
愿者队伍。

团队 7人均为自愿报名，轮流
负责每天的“立读”《论语》文字整
理工作，然后交刘桂茂审核，最后
通过“润农读史”公众号推送。7
个人，分属“60 后”“70 后”“80
后”“90后”5个年龄层次。

从此，“立读”《论语》 的学
习，自然而然形成了“双轨制”：一
是 195 名读友在网上每天就每章
《论语》展开学习和讨论；二是经过
志愿者团队整理、审核后的《“立
读”<论语>全记录》，以公众号推
送的方式，与更多读者见面。

刘桂茂说：“文字整理工作看似
简单，做好并不容易。大家要给每
名读友的发言起一个小标题。这一
点很考验每个人的文字能力以及对
《论语》的理解能力。大家从零开
始，一点点学习，一年多下来，每
个人都收获了很多。”

沧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老师
李卿，是志愿团队负责人。别看她
柔柔弱弱，却大有孔门弟子子路的
担当风范。谁生病了，只要说一
声，她总是说“我来”，然后就默默
担起了替补的角色。而实际上，她
自己的工作也常常忙到半夜。

志愿团队里有一对父女，尤
为值得一提。父亲叫郎文生，沧
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女
儿叫郎晓薇，沧县兴济镇寺庄学
校语文老师。郎文生先报名加入
进来，发现还少 1人后，他想到了
女儿。郎晓薇当时正教学生们朗
读《论语》，她觉得这是一个学习
的好机会，就欣然加入进来。郎
文生说，他们的收获比别人还多
一层：父女间的共同话题多了，
感情也更亲厚了。

“‘立读’《论语》全记录有一
个宝贵的地方，那就是原生态的整
理，原生态的呈现，很有古代史官
秉笔直书的味道。”冯彦宁说，现代
人已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立读”
《论语》是在用系统化的方式对抗碎
片化的阅读，这一点也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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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沧州籍军旅作
家、沧州市家庭文化研究会
学术指导韩红月，为泊头市
图书馆捐赠了100册图书。

韩红月，沧县人，中国
军事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
文学会理事，著有十几部图
书，其中《在驿动的大洋中
行走》《大国力量》等由人
民日报社出版发行，并被国
家图书馆收藏。

刘 晓 齐斐斐 摄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前，
《赵博生资料选编》一书出版发行。
此书由黄骅市退休干部郑树彬编辑，
是一部反映赵博生烈士英雄事迹的资
料集。

赵博生是黄骅人。1917年毕业
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到
1931年在冯玉祥部及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1年 12月 14日，赵博
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
军1.7万余人，于江西宁都城举行武

装起义。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代价最小而成绩最大的起义，对全
国抗日反蒋运动都起了推动作用。之
后，赵博生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参
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3年1月牺
牲，时年36岁。2009年，赵博生被
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赵博生资料选编》由中国文化
出版社出版发行，12万字。这是迄
今为止，较为详实地记录赵博生烈士
的资料。

《《《赵博生资料选编赵博生资料选编赵博生资料选编》》》发行发行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