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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来临的时候，我这个文化劳动者
在写第四辑《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后记。微
山湖5A级景区的达标，穿越“四线”的高速路
横连公路，修到了微山湖景区窗口的旅游码
头，使美丽的“北方珍珠”微山湖成为国人向
往的旅游目的地。有情有义的《微山湖文化
系列丛书》的水师良将们，潜心三载，苦劳千
日，终于创作出第四辑共八册的“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的“湖文”专著。

我们无心辩论微山湖的属水属金，而是
举全市文学队伍之力，将微山湖流域3万平方
公里的各类文化集其大成，纳入深不见底的
微山湖文化宝库，被贤士称为“文化战略之争
取”的“大文化”概念。亲临战阵的水师良将、
水师先锋，又一次亮相，展示的是更加可夸的
阵容，创作的是鸥鹭翻影与水银泻湖般风姿
绰约、莹明剔透的华章。

孔祥林是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儒学研究
的国家级专家。我与孔君在省市政协的交情

20余年，也因是微子—孔子的后裔而互称本
家。他的大著是引经据典、查证寻章写成的
《微子与孔子》，他依据以《孔子世家》为主的
大量资料，完成了这桩祖以孙贵、孙以祖荣的
历史宝典，使殷微子为孔子十五世祖的定位
成为权威结论。

另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是龙鸣教授，他因
为家近微山湖，又因我的前任文联主席龙敦
聚，他又因担任我同时期的青年作协主席（我
为作协主席）而过从甚密（挂职时尤甚）。他
从湖之历史人文掌故写到文化童年、文学少
年、文化文明导师、历史变迁，作出了文情盎
发的创作体验，作品题名《大湖鱼龙》，亦是亮
彩纷呈之兆示。

秦臻是省作协会员、市作协副主席、县作
协主席。60岁的年纪，写作近50年。不足10
岁闯关东，10多岁爱文学，敢找作家牟崇光问
道。17岁与我相识至今，酸甜苦辣几乎传染
于我。他要写微山湖的古人、贤人、名人、达
人、英雄、豪杰还有好人，这一身正气所著的
《湖乡人景》定有他理想的影子。

我认识史丰磊一家是在52年前的县水泥
厂，他父亲是副厂长，母亲是工人。不足10岁
的他跟我学胡琴、学篮球乒乓球。后同进县
城，未想他又学起了创作。去年他告诉我，响
应《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约稿，编写成了《微
山湖的传说》。他的整体文化素质，决定了这
本书向善向美、惩恶扬善的艺术倾向。

《渔佬湖聊》的作者是5位岛上土著，一位
是大槐树下我姥姥家的老表哥，85岁的李光
尧。一位亦是古槐树下我幼时的伙伴、初中
同学，74岁的小外爷李明社。他是“赴京代
表”，见过毛主席，先当中校军官，后任县水利
局副局长，军界的大文人。第三位是我58年
前的初中同学赵慎鱼，在校有“小作家”之称，

写作不服气我。第四位是一生为渔的陈忠
凯，1981年到郗山（我家）找我看稿子，60多
岁的今日，还找我看稿子，是“湖人书屋”的忠
实守望者。第五位是压阵人物殷宪恩二叔。
1981年始，他写作小说、渔歌、散文、古诗文成
名，为早期的省作协会员，早期的微山岛旅游
公司总经理，后被企业家奉为“师爷”坐镇赤
壁，被武汉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五渔佬合力成书，可想湖味之正宗，湖
气、地气之充盈，艺术张力之雷人了。

题《湖西芳华》书名的是资深美女作家姚
艳华。40年前，她随嘉祥作家队伍30人来微
山湖找我，我为她一本书的题字是“请喝湖
水”。她以为不吉利，船都不敢坐了。而今的
她已是文化馆馆长，著名作家，却在大湖的西
畔写湖，自称为“水兵队伍”之一，实在是可亲
可维。她为文纤细，审美意识微妙亦堪称道，
毕竟她是在《诗刊》《诗潮》《人民戏剧》和《山
东文学》频发作品的名家！

仲伟帅所著《三湾撷英》文气饱满、文意
深远、涉题浩繁。这位市人大代表与我相识
于人大会议，他的创作潜力巨大，而为文洒
脱，此书可赏，早读为快！

我年逾古稀，舞文弄墨50年矣！想起做
一湖人的百般快乐、幸福与幸运，便以《枕月
说湖》为题，方显恣意。我向是以苦为乐之
人，何况有了真乐？

看今日湖景湖情，乃水银泻湖、芙蓉荡漾
的晴明。而5A级的天赐称谓，又催水师先锋
们文采飞扬，飞花满棹，壮歌咏言，诗情画
意。丛书四辑八册，包罗万象，加之文朋有
车，诗友拥船，鼓高歌猛进之气，正是做大湖
文章，天下文章！

《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 殷允岭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湖文四辑歌
殷允岭

由周凤森、萧枫历时5年共同创作的纪实文
学《英雄王杰》，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清
新质朴而富含张力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血肉丰
满、感人至深的英雄战士——王杰的形象，同时
描绘出上世纪鲁苏交界华北平原的乡村、学校
和基层部队30多年的风貌，奏响一曲蓬勃向上
的青春之歌。

王杰，是上世纪60年代与雷锋、黄继光并
提的英雄人物，是从鲁西南金乡县一个乡村走
出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于1961年参军，于1965
年为保护民兵兄弟，将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青
春年华，集中诠释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
血誓言。

59年来，王杰“生如雷锋之光辉，死如黄继
光之壮烈”的精神魅力和高尚品格，深深影响了
几代人。《英雄王杰》应势而生，具有极强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平视”角度的采用

作者并没有以“仰视”的角度来写，而是采
用“平视”，以伙伴、同学、战友的身份，来见证王
杰的成长。比如，刚当上副班长时，他为争第
一、受表扬，提前打背包做准备。后来又因说话
太直、太难听，引起个别战士的不满而被告。当
然，这些缺点错误在部队领导的帮助下完全改
正过来，并使他形成正确的荣誉观：“虚荣的人
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
业。”

不久，王杰又给自己定出“三不伸手”“两不
怕”的做人准则，直至走完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读着这些质朴生动的故事，能清楚地看到，王杰
如何由一块“铁”，经过冶炼、锻打、淬火，去除渣
滓灰尘，最后变成一块闪亮的纯钢。

细节描写的运用

可以说，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英雄王杰》
有大量生动的细节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烘托
环境气氛、揭示主题思想方面，均起到重要作
用。

“王老汉领着另外两个儿子和乡亲们一块
扫硝淋盐，整天是烟熏火燎，尝尝今年熬出的盐
巴，还是咸中带苦，苦中带涩，真不是个正经滋
味！”这里写动作，写场景，写味道，用双关语“真
不是个正经滋味”，表现王杰的爷爷王俊亭对贫

困现状的不满和对造成这种现状的恶势力的愤
恨，对刻画王杰形象有烘衬作用。

“耩子摇晃起来像筛箩一样，王杰浑身的骨
头都在跟着一块晃。”写王杰驾耩子种高粱的生
动情景，用两个“晃”字和“浑身的骨头”，写出驾
耩子这活的劳累与技术要求，表现王杰对战友
的关爱之情。驾耩子的活，领导本来指派给了
孙西朵，王杰看着不忍心，就提前抢了耩子自己
驾。

李文禄趁机问道：“‘五好战士’，累不累？”
王杰回答：“不累！活动活动关节，松松筋骨，真
是舒服”。通过战友间的幽默对话，表现了王杰
吃苦在前、关爱战友、风趣幽默的一面，以及战
友间的团结友爱。

“赵英玲蓦然起身奔向自己的小屋，一头趴
到床上，使劲咬着牙，痛苦的眼泪奔涌而出。”写
赵英玲听到王杰牺牲消息时的极度痛苦与悲
伤，又写她怕有心脏病的婆婆抗不住痛失爱子
的打击，故意压抑自己，只能默默无声地流泪的
懂事与善良。

叙事节奏的把握

文学作品都有内在的叙事节奏，《英雄王
杰》张弛有度、缓急有致的叙事节奏，形成翕张
自如的内在律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

王杰所处的时代是火热的奋进时代，人们
有使不完的劲儿，歌声笑声不断，过着快节奏的
生活。王杰和战友的军事训练、施工劳动，尤其
是长途拉练，更是紧张。这些，都极考验作者对
行文节奏的把控能力。本书作者却能利用铺陈
历史故事、描写自然环境、摘录日记、静心谈话、
反省反思，以及轻快悠扬的笛声来舒缓节奏，更

好地服务于人物刻画和主题表达。书中有一处
情节结构的调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杰意外牺牲，故事达到最高潮。这时，作
者没有接着写部队战友的震惊、悲痛，以及对王
杰后事的处理，却宕开一笔，写此后10多天，部
队领导去到内蒙古王杰父母处抚恤，之后再回
头补叙部队。

为什么做这种情节先后的调整呢？是为了
照顾情感节奏的和谐。如果按故事的时间顺序
来写，则是：王杰牺牲—战友的悲哀痛哭—全连
为王杰开追悼会—王杰家人得知消息后的痛
哭。如果这样写下来，读者的情结会受不了。
再说，描写过几个悲痛的场景，再写王杰家人特
别是未婚妻的悲痛，就有点过气，艺术效果如下
行的抛物线，将大打折扣。

从情理上讲，王杰是父母家人的望眼欲穿，
是未婚妻的朝思暮想，他牺牲了，肯定家人最痛
苦。所以作者故意调整情节顺序，先写王杰家
人，再写部队，并且铺陈部队领导在路上的沉重
心情，以及刚到王杰父母处表达时的闪闪烁烁、
冗长拖沓，意在拉缓情感节奏，给读者留有震惊
后的平复时间，且为即将到来的情感风暴蓄势。

王杰形象特有的
崇高美和悲壮美的体现

王杰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有坚定崇高的信
仰并为之勇于牺牲，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国家
利益、民族感情，他的形象自然笼罩着崇高之
美，令世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此外，王杰这一人物形象，又具有深沉的悲
壮美。他短暂而美丽的生命和高洁无私的德
操，可用杨经元校长的题词来概括：剑胆琴心。
气概胆魄如寒剑，爱心才情似雅琴。王杰的形

象，于崇高美之外，又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悲壮
之美。

悲在——青春正盛忽陨落，父母白发送黑
发，连理未接思无凭。

壮在——大爱之心昭日月，德洁勇毅贯长
虹，精魂不死神以灵。

“什么是英雄？英雄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
神坛人物，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
心，一颗无私奉献的心。战争时代，信仰坚定、
英勇无畏、流血牺牲是英雄，而和平年代，每一
位爱国敬业、品质高尚、默默奉献的人也是英
雄。王杰，从未走远；王杰精神，依然照耀着我
们前行。”这正是《英雄王杰》一书给予我们的深
深启示。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没有英雄
的民族是不幸的，有了英雄却不能把英雄精神
弘扬下去则是悲哀的。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英
雄，并且在不断地孕育新的英雄。

王杰，是历史的折光，是时代的缩影。作为
英雄精神载体的《英雄王杰》一书，定会流传下
去，永驻世人案头。

《英雄王杰》周凤森 萧枫 著 山东城市出
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什么是英雄
吴淑荣

《坚 守 十 八 亿 红
线》，是著名剧作家黄世
英先生根据梁守德长篇
小说《蝴蝶湖之夏》改编
的电影文学剧本。故
事围绕湖东市蝴蝶湖
岸旁一块千亩良田的
非法征用，通过农民与
奸商、国土卫士与腐败
官员之间的斗争，在步
步展示一对对矛盾演
变的过程中，完美地述
写了美与丑、正义与邪
恶进行的生死较量这
一千年不衰的命题，同
时，更用浓浓的笔墨揭
示了土地与人心的深
刻内涵。

当代剧作的一大
特点，就是让可疑的经
验成为越来越多的活
跃旋律。很多剧作家，
都在书写经历性的生
活，并把这种经验加以
神圣化，希望它具有不
容侵犯的真实面貌。
于是，对经验的迷信成
为当下影视界的流行色……私秘的，大胆的，
肉欲的，黑暗的，变异的……通过挑起消费者
的窥视欲，而“隆重”进入消费文化流通领域的
经验类型，便轻易登上霸主的舞台，并获得隆
重威严的书写地位。相反，那些孤独的个人的
经验类型，似乎注定只能继续孤独、寂寞下去。

而《坚》剧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真正“时
尚文化”的又一缕圣光，特别是在国土资源题
材影视剧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下，这一点显得
尤为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世英的《坚》
剧，不仅仅是一部阳光的表达经验的剧作，更
是经典的反经验的重要作品。

在经验层面上所提供的国土资源职业生
活中特有群体形象的生活细节，使整部小说肌
理丰满、纹路清晰。无论是对权力社会微妙关
系的洞察，还是对人物心理细小变化的把握，甚
至对生活细小情节的捕捉，《坚》剧都堪称典范。

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将自己这种琐细具
体、不动声色、丝丝入扣的写作精神贯彻始
终。通过耐心地叙事，一点点地建立其特有的
黄氏影视作品的丰满而温润的元气。而同时，
作者对语言反复的提炼，通过语言、故事、时尚
元素的甜蜜结合，来弘扬文学精神、凝聚文艺
元气的做法，又是反经验的最好展示。

从《坚》剧厚实的语言功夫中不难看出，此
剧表面看是在描绘密实的经验和喧嚣的现实，
其实，作者真正渴望触摸的依旧是人性的核
心，这才是黄氏作品的内核之所在。这部《坚
守十八亿红线》，就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提供
了生动、准确的注解。

剧中的稽查大队大队长毛乌素、队员夏小
雨，是全剧贯穿始终的一、二号人物。毛乌素
的刚正不阿，夏小雨的质朴纯洁，局长秦朝仁
的理性冷静，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等，都
在剧中一个接一个的素描故事里得到圆满地
展现。

强烈的现实性和浓厚的浪漫与理想主义
色彩，让置身于政治职业生活中的特有群体形
象跃然纸上，给读者以强烈的时空感和现实
感，而这种恍若发生在读者左右的人和事，却
更加深了观者对作者展现的人性内在本质和
土地与人心、人类固有的土地情结等文化内涵
的印痕和理解。

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瓦
尔特·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
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
致”。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敬
的写作精神，黄世英的写作精神正是如此。那
种通过燃烧生命之火，用凝练的笔墨展现生活
体验本貌的劳作，当是时下应当提倡的文学艺
术精神。

国
土
卫
士
的
恢
弘
赞
歌

胡
红
拴

阅读是一种打开。打开的是身体里的仙
境，我对阅读有一些讲究，这讲究是我认定的
仪式感。阅读是自我的，没有人逼你。逼你的
是一颗心，触及文字后久未能静的心。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对于生活
也是一样，我们无法同时做两件重要的事。阅
读的可贵，在于庸常之外对精神的浸润，对思
想的进化，对世事的洞察。我的阅读，在碎片
化的工作之外，难能可贵，却常常不能做到全
神贯注。但我努力坚持着自己的仪式感，让阅
读的时光不至于徒劳无获。

第一道是“离机”。离开手机，不把手机拿
在手上时时翻看。把手机调成静音，或者设置
成“飞行”状态。碰上周末，时至夜半，万籁俱
寂，干脆关了机，把手机一丢。这样就了无牵
挂，即使睡不着，也能翻上几页书，享受独有的
快感。

第二道是换衣。换上睡衣，进了书房，安
然落座，是我迫不及待的时光。心想着，好不
容易到了一天中能稍微安静的时刻，得尽量珍
惜。要不然，一折腾，明天又要来了。往椅子
上一靠，随心翻着书，身上是轻飘飘的，心灵也
是轻飘飘的。这样的轻装有利于阅读时的轻
松、随性和代入感。

第三道是喝茶。为了更持久地安坐，晚饭
吃得极少，对零食也无好感，喝茶倒是不讲究，
绿茶居多。一杯热气满满的清茶，伴随着我在
文字的世界里遨游，时而兴奋，时而惆怅，时而
抬头思索，待入口水凉，才惊觉时光已然万籁
俱寂，只得恋恋不舍地合上书本。

阅读也像人生的旅途，前路很远，成本挺
高，既看心情，更见心性。然而不要怕，记得带
上自己的仪式感，这样一路上就不会乏味。

打开仙境
郑凌红

那年冬，我举家到湖北工
作。所有身外之物，都打包从
铁路运走，包括我的那些书。

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我去
的时候，效益还不错。我是作
为管理人才引进的，担任厂长
助理兼任办公室主任。

企业派了一辆车，跑了
300多公里，帮我从汉口火车
站将北方发来的家私拖运回
来。到了宿舍，等候已久的员
工们热情地帮我往屋里搬。
厂长也去了，还一个劲儿地嘱
咐大家要小心仔细轻些搬，别
把贵重物品弄坏了。

当我把成箱成包的物品
打开时，大家都愣住了。除了
必需的生活用品，哪里有什么
贵重的东西，全是书啊。厂长
感慨之余，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真不愧是个读书人，这么
远能搬来好多的书，我还真是
头一次见到。”

爱读书、好读书，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精神支撑，
也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力量。1996年，我顺利通过录
干和公务员考试，最终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是书
改变了我，又是书让我从北方走到了3000多公里
外的南方。当时曾跟妻子开玩笑说，若再多读一些
书，自己还能走得更远些。

儿子3岁，我给他买了很多儿童读物。这小子
随我，也喜欢看书。小小年纪，喜欢各种图画书，喜
欢背诵唐诗宋词。在我们辅导下，这小子能将上万
字的《新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

母亲在电话中有些生气，“孩子这么小，你也忍
心让他跟你似的挨累看书啊？”多年后，这小子一上
初中就开始阅读大量的课外书，直看得影响了正常
功课。我开始还半是鼓励半是默许，后来一看不对
劲儿了，就发现一次没收一次。

没收次数多了，我就气急败坏，只要发现他看
的是小说类的书，不管他怎么解释，就是一个撕。
儿子上的大学，是汉语言专业。我看着他那录取通
知书，不知是喜还是忧。

我跟儿子说：“不管你学什么专业，都要认真去
学。另外，平时也要多去图书馆看看书，不可荒废了
时间。”儿子说：“老爸，现在很少有人再去看纸质书，
都改在手机上阅读了。您哪，再也不用撕书了。”

我喜欢读书，不怕折腾，更不怕花钱。为了买
到一本好书，甚至从千里以外负重携带。1999年
春，我回北方探亲在北京中转，正值北京地坛公园
春季书市，我足足买了30多册图书。因为书太重，
来回倒车挨了不少累，别的东西都没敢买。

有一段时间，我特喜欢读萧红的作品。这不仅
因为她是我的老乡，更主要是她的作品清新自然，
无任何粉饰。读萧红的书，心灵都像被洗涤了似
的。我有萧红的几个单卷本，但都不全。

2000年春，在荆州市开会的闲暇，我又情不自禁
地踅到了新华书店。转着转着，忽然发现了一套精装
的《萧红全集》，这套书还是由冰心题写书名，哈尔滨
出版社出版的。我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在湖北工作的那段时间，经历了异乡诸多艰
辛，可每当烦闷之时，躺在床上捧来一本喜爱的书，
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烟消云散。这种阅读，不仅将
异乡的生活点缀得恬静而充实，也使自己在艰难的
岁月中不留一丝俗尘；这种阅读，让我在异乡痴心
不改，生长出茂盛的希望；这种阅读，似故乡的雪
花，拂去疲惫，获得圣洁与力量。

从南方调回北方时，对着满书架的书我毫不迟
疑。凡是未读完的，凡是有价值的，我都整齐地把
它们装进箱子，让它们安全地陪我从南方回到北
方。我知道，我舍不得它们，它们更舍不得我。我
可以变卖我的家私，但绝不能丢弃我的书。

拍着一箱箱厚重的书，我说：“伙计们，我们上
路吧。”

我
的
贵
重
物
品

朱
明
东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但如何开卷，因人而异。

对我读书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人，当然是
凌老师。

我的小学，是在广西老家一个偏僻山村
读的。那里至今未通高铁，出入除了私家车
就是大巴车。在村小读书的小孩，差不多都
是留守儿童和家庭条件“差些事”的，条件稍
微好一点的人家，都会把小孩送往县城或市
里读书。

凌老师原本在县城的小学执教，我们学
校有个老师休产假了，要从县城学校抽调一
个老师。别的老师嫌偏远都不肯去，凌老师
听说后，主动请缨来到我们小学。

凌老师本来是教语文的，但我们村小缺
老师，一个老师要教好几门课，除了语文她还
给我们上道法课。要说跟其他老师有什么不
同，那就是她除了上好自己的课，还在课后

找时间给我们讲故事、读课外书，引导我们的
阅读。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讲的美国儿童文
学作家莱曼·弗兰克·鲍姆写的《绿野仙踪》。
勇敢善良的多萝西和她的小狗，冲破险阻，最
终如愿回到家乡的故事。凌老师声情并茂地
给我们讲多萝西的冒险故事，在她的讲述中，
我们就像跌进了多萝西面临的险境，时刻感
受着惊险和绝望、行动和希望，并从中汲取勇
气和力量。每次我们听完一章还不过瘾，就
缠着她给我们再讲一章。凌老师笑眯眯地看
着我们，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又继续讲起来，
直到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

在凌老师的教导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爱上了阅读，会自觉找一些课外书来读。
讲故事已经不能满足我们越来越强的读书欲
望的时候，凌老师就想办法淘来几十本适合
小学生读的课外书，甚至还会把她自己家里

的藏书也贡献给我们。
虽然凌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学期，但她培

育和锻造了我们的阅读习惯，也给我们传播
了阅读的方法和要义。她教给我们的快乐阅
读，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财富，更是让我们一生
受用。至今，阅读仍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成了我的日常。必须承认，我的阅读
习惯，始于凌老师。

毫无疑问，凌老师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上了开卷第一课。因为这一课，我们爱上读
书学习；因为这一课，我们有了在人生路上追
风逐浪的勇气；也因为这一课，我们才有了建
造自己家园的力量。

■毛毛 摄影

阅读第一课
包日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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