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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季卿宋季卿宋季卿：：：与书相伴与书相伴与书相伴 人生有光人生有光人生有光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林永香

海兴老人孙炳坤海兴老人孙炳坤海兴老人孙炳坤

九旬诗翁的笔墨春秋九旬诗翁的笔墨春秋九旬诗翁的笔墨春秋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

一本书带他走上鉴宝之路

56岁的宋季卿与书的缘分，始
于小学时代。他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对
小人书和书画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兴
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看书和
习练书法、绘画成了他最好的寄托。
到了中学时期，他的周末和寒暑假更
是多在县文化馆度过的。

参加工作后，宋季卿在县外贸局
担任绣品设计的相关工作。由于工作
性质，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书籍，尤
其是与艺术、古玩相关的专业书籍。
1993年，他赴广州参加外贸商品交
易会时，在珠江边上的南方大厦花了
32.8 元买了一本 《珠宝鉴赏》。当
时，他的月工资才 80多元，这本书
几乎花去了他月收入的一半。然而，
正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和读书的热
爱，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

这本《珠宝鉴赏》不仅成为他工作
的“充电站”，也为他打开了古玩收藏
世界的大门。通过阅读这本书，宋季卿
掌握了大量关于玉器、瓷器、钱币等收
藏品的鉴赏理论知识。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阅读的这类书籍越来越多，掌握
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他将这些知识和
实践紧密结合，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古
玩鉴赏和收藏行家。而今，全国各地的
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遇到问题难题时
都请他“掌眼”。宋季卿通过读书不仅
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也让他赢得了业
界的尊重和认可。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宋季卿来说，读书不仅是爱

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的生活几
乎被书籍填满。

起初，读书是为了工作，是为了
设计好一件优秀的作品；后来，读书
是为了经营好自己的公司，为了自己
的外贸事业蓬勃发展；再后来，做古
玩生意，买书、藏书成了他工作的一
部分，而读书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大
部分。

这些年，宋季卿买的书多为版本
好、品相好、发行量少的古书、旧
书，可是，遇到自己想读的书，他也
会毫不犹豫地去买新书。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听到了赖敏和丁一舟的爱情
故事，立即在网上购买了这对夫妇合
著的《人间很美，我们很好》这本
书。

赖敏身患绝症，丁一舟毅然放
弃一切陪伴左右。在常人眼中，这
是命运的残酷玩笑，但在他们看
来，这却是生命给予的独特馈赠。
丁一舟在照顾爱人的过程中，也重
新定义了生命的价值。他们的爱
情，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空中
楼阁，而是在苦难中淬炼成的真
金。这种爱情，让人们看到了人性
最纯粹的光芒。

“在这个充斥着焦虑与不安的时
代，《人间很美，我们很好》像一束
温暖的光，照亮了无数人心中最柔
软的角落。赖敏与丁一舟的故事，
不是简单的爱情童话，而是一场关
于生命本质的深刻叩问。他们的故
事让我们看到，在命运的裂缝中，
依然可以绽放出最绚丽的生命之
花。”宋季卿说。

读书生活不仅丰富了宋季卿的精
神世界，也为他的古玩鉴赏和收藏事

业增添了砝码。随着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读书、买书，他深刻地领悟到
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的真谛。

随着书架上和书柜里的书越来越
多，读书，在宋季卿的生活里也渐渐
从喜欢变成一种使命。

藏书几万册 留书益子孙

宋季卿永远都不会忘记 1996年
秋后的那一天。

暂住在他家的表弟，将他近 10
年来积攒下的图书全部卖给了废品收
购站。那足足的一千多册图书，就这
样被无情地处理掉了。当宋季卿得知
这一情况时，为时已晚。这次意外，
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也难怪醉酒
后的他挥毫写下“万卷成灰心未冷，
留得双目阅沧桑”的豪言。

诚然，宋季卿并没有因此放弃买
书、读书。相反，这次事件更加坚定
了他保存好书籍的决心。

宋季卿说，他买书、藏书起初
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读书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获取知识，提升自我修
养和专业水平。然而，随着藏书越
来越多，他逐渐意识到，书籍不仅
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他开始感到一种责任，那就
是要把有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留
给后人。用他的话说，就是“留书
益子孙”。

在他的藏书中，仅《红楼梦》的
版本就有十几种，关于“红学”研究
的书籍更是逾千册。这些书籍不仅是
他个人的财富，更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宋季卿深知，书籍的价值不仅在
于内容，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和文
化。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保

存那些具有历史价值和传承意义的书
籍。他的藏书范围也从最初的书画、
古玩鉴赏与收藏类书籍，逐渐扩展到
文学、历史、哲学、医药等多个领
域。

“藏书不仅关乎个人，也涉及文
化、社会和历史的传承。藏书不仅是
个人知识的积累，更是文化、历史和
社会的宝贵财富。通过藏书，人类得
以保存和传承智慧，促进学术进步，
丰富精神生活，提升社会文化水
平。”宋季卿说。

抄录《四库全书》

宋季卿不仅是一位收藏行家，更
是一位因读书而成就自我的文化达
人。他饱读诗书，精通诗书画印，成
为当地知名的才子学者。他的书法作
品笔力遒劲、气韵生动；他的画作意
境深远，充满人文气息；他的篆刻作
品更是苍劲有力，线条流畅自然，布
局疏密得当，既展现出古朴典雅的金
石韵味，又透露出文人特有的雅致与
诗意。

乾隆年间，由纪晓岚领衔担任总
编纂，360 多位官员、学者编撰，
3800 多人抄写，耗时 13 年编成的
《四库全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
里长城”。《四库全书丛编》由从事

“四库学”研究30余年的学者、国内
著名纪晓岚研究专家、作家何香久任
总编纂，以河北大学为依托，正式在
沧州成立了项目中心。《四库全书丛
编》除收纳原《四库全书》外，还收
纳了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纳的内
容，收书下限扩展到 1911 年底。
2018 年，宋季卿成为 《四库全书》
抄录者之一。

宋季卿将抄书视为自己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每天，他都会抽出时
间，静心抄录《四库全书》中的经典
篇章。在他看来，抄书不仅是对文化
的传承，更是对心灵的洗礼。通过抄
书，他不仅加深了对经典著作的理
解，更感受到了古代文人的精神世
界。

随着藏书越来越多，宋季卿开始
思考如何将这些书籍的价值最大化。
他意识到，书籍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内
容，更在于传播和分享。因此，他萌
生了开设公益图书室的想法。他希望
将自己的藏书向社会开放，让更多的
人能够从中受益。

“这些年，我从没有卖过一本
书，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藏书的
价值和对于后世子孙的意义。”宋季
卿这样说。

■
读
书
达
人

读
书
达
人

在海兴县城世纪小区一套普通的
楼房内，92岁的孙炳坤每天保持着规
律的作息。上午 9点，老人准时坐在
书桌前，开始一天的古诗词研究。退
休后，老人矢志古诗词的研究和创
作，至今已默默耕耘30年。

除了有些耳背，孙炳坤精神矍
铄，思维敏捷，腰板挺直。他抽出诗
卷，微笑着朗读自己的作品。多年
来，他既是桃李满天下的退休教师，
也是笔耕不辍的古诗词传承人。他低
调谦和，以 1000多万文字的诗词研
究文章、近千首诗词作品和几十年的
公益教学，为家乡播下了传统文化的
种子。

从青丝到白发
幸有诗词相伴

海兴县有“帝师故里”之称，
因出了清代咸丰皇帝的老师孙葆元

而闻名。孙炳坤是
海兴县赵毛陶镇北
三村人。论起来，
孙葆元还是他的同
族曾祖。

1951 年，孙炳
坤从沧南联立师范
学校毕业后，返回
家 乡 当 了 一 名 教
师，从此走上三尺
讲台，一干就是一
辈子。1956年，他
调入高湾中学任语
文教师。为了充实
自己，他托一位在
北京工作的同学帮
助购得一套中国古
典文学方面的自学
资料。那套资料包
罗 万 象 ， 讲 解 详
尽 ， 令 他 爱 不 释
手。那时，他才 22
岁，古诗词的美悄
然 叩 响 了 他 的 心
门。教学之余，他

常捧读唐宋诗卷，将杜甫的沉郁、
李白的豪放融入教案，用诗词的灵
韵浸润课堂。

62岁那年，孙炳坤退休了。当
时，有不少人想高薪聘请他。他婉
拒了别人的好意，潜心于最心爱的
古诗词海洋，将全部热忱投入古诗
词的研究和创作中。从格律平仄到
意境营造，他像匠人般打磨每一句
诗行，数十年间创作了千首诗词和
1000多万字的理论文章，笔端流淌
出他对中华文化的深情致敬。

一丁是孙炳坤给自己取的笔名。
他说：“我用这个名字警策自己，无
论别人怎样赞誉，在古诗词的海洋
里，我永远都是一个白丁。”

七十岁学电脑
千万字敲诗心

孙炳坤的书房摆放的都是老物

件，收拾得干净整洁。看屋识人，
难怪老人的别号叫不染居士。唯一
现代化的东西，是书桌上摆着的一
台电脑、一台打印机，打印机上盖
着一块白色蕾丝方巾，旁边是一只
红色的闹钟。

孙炳坤非常自律。每天上午 9
点，他准时坐在这里，开始读书。

“好汉不提当年勇喽！”他说，当初
撰写文章时，自己常熬到第二天凌
晨两三点钟，仅手稿就存了好几大
箱子。“现在体力不行了，不敢熬夜
了。白天看看书、写写诗还行。”老
人说。

令人惊叹的是，孙炳坤的诗词世
界不仅存于笔墨间。2004年，70岁
的他从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键盘的
敲击声替代了钢笔的沙沙声，千余首
原创诗词、近千万字的研究手稿被他
逐一录入电子文档。

“有一回打稿子，一下子停了
电，文档没有保存，说什么也找不回
来了。当时急得我团团转。”老人说。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笑
答：“用电脑保存诗词，才能让更多
的人看到老祖宗的宝贝。”

开办公益讲堂
赠书授课传薪火

2011 年，海兴县一个特殊的
“古诗词学习班”引起了轰动。82
岁的孙炳坤不仅免费授课，而且把
自己的两本古诗词作品赠送给学
员。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学习班
一办就是 4 个多月。耄耋之年的孙
炳坤连续四个月都会站在讲台上上
课，从《诗经》的赋比兴到唐诗宋
词元曲的美学内涵，他都娓娓道
来，令人醍醐灌顶。

其实，早在此之前，刚退休那几
年，他就经常到各个学校义务讲解古
诗词，还为中学教师做过古典文学的
培训。他总觉得自己那时没能讲出诗
词之美，他要把这些年自学的收获分
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爱上古诗词、传

播古诗词。
孙 炳 坤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 话

是：“唐诗宋词是中国人的魂，得
有人接着写下去。”多年间，数百
人因他的讲座而爱上了诗词创作，
他的学生杨景春 （已故）、王秀芝
等还成为当地有名的诗词创作者。
当地文友感慨：“孙老师填补了海
兴古诗词传承的断层。”

诗品即人品
笔墨间见风骨

“磊落丹心傲霜雪，无穷岁月碌
晨昏。”老人笔下的诗句，恰是他一
生的写照。著名诗人尧山壁说“他
的诗更接近诗的本质，他的人更接
近诗人气质”，申身赞其“‘大我’
情怀，浮荡诗上”。诗友们则从“清
贫寒士安贫贱，磊落荆门未染尘”
中读出了他的淡泊与坚守。面对赞
誉，老人始终淡然：“要学作诗，先
学做人。格调不正，文字再美也没
有价值。”

92年岁月悠悠，孙炳坤感慨，自
己最幸福的事是有书为伴、有诗为伴。
它们既像心灵深处的一面镜子，又像
陪伴一生的良师益友，滋养、完美了
他的生命。

“爸爸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写诗、
读诗。”他的二女儿说，父亲只要一
读书，脸上永远是笑的。

心中有平仄，眉间无风波。古诗
词不仅滋养了老人豁达的人生，还让
老人活得更纯粹、更通透。老人说，
诗品即人品，诗性即人性，希望更多
的人能爱上古诗词，在千年文脉中汲
取生命的营养。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
前，为了展现女性书画老师的
卓越才华和独特魅力，增强女
性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巾帼
梦 满庭芳——山水画展”在
新华美术馆举办。

此次展览展出了我市韩
旭、高丽、赵娟、张晓晴、
张金美、左明会 6 位女书画
家的山水作品，向大家呈现出
一幅幅自然与人文相交融的美
好画卷。她们均在山水画领域

深耕多年，各自形成了独特的
艺术风格。韩旭擅长表现山水
的灵秀与清新，高丽注重色彩
与构图的和谐统一，赵娟的作
品充满了诗意与遐想，张晓晴
以创新的手法赋予传统山水新
的生命，张金美以细腻的笔触
描绘山水的神韵，左明会的作
品则以雄浑大气见长。

此次展览活动由沧州市妇
女联合会、新华区委宣传部、
新华美术馆联合主办。

六位女画家山水画展六位女画家山水画展
在新华美术馆举办在新华美术馆举办

日前，民革沧州市委组织民革党员赴天津开展了“巾帼承先志，同心
筑未来”等主题活动。大家先后参观了民革党员教育基地天津广东会馆、
天津中山公园以及民革天津市河北区委经济支部党员之家，并就如何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开展参政议政工作、提升履职能力、建设书屋等话题，与
民革天津市河北区委进行了座谈交流。

张晓宸 马 红 摄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读书，且将读书

融入生命的人越来越少。在东光县城就有这样一位与书为

伴、以书为生的读书达人，他叫宋季卿。他不仅爱书、读

书、藏书，还因读书成就了自我。

扫
码
看
视
频

扫
码
看
视
频

民革沧州市委民革沧州市委
赴津交流学习赴津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