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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艳阳唱响收获，麦香点亮梦想。
6月4日上午，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

读书会活动在漯河文润书画院举行，十
多名九三学社漯河市委社员及我市二十
多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活动，省作
家协会会员、《漯河城乡建设》杂志主编
张德贞 （笔名张乃千） 应邀为读书会成
员作报告，分享他的读书、写作心得，
在水韵沙澧读书会成员们的心中播下一
抹抹新绿。

张德贞在青壮年时期迷恋文学，曾
活跃于文坛，他曾在《上海文学》、《天
津文艺》、《河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小
说。1984年，他在《长江文艺》上发表
的小说 《这是第一次》 被 《小说选刊》
转载，《小说选刊》发文评价这篇小说：

“乍看起来，这篇小说似乎在重复许多作
品的主题：老干部离休后立即受到冷
遇。但读完这部作品，感到他的立意要
高得多，描写的生活也广阔得多……这
是一篇在主题上、生活描写上、艺术表
现上都有新的开拓的作品。”1985年，他
的小说《剃头》获得全国铁路优秀短篇小
说奖。1990年之后，他逐渐淡出了文坛。
退休后，闲下来了，他突然心有所动，又
拿起笔来，写一些小短文，权当自娱自
乐。2009年，他接到昔日文友叶文玲从杭
州打来的电话，叶文玲也退休了，希望他
写一些回忆性文章。于是他就写了一篇
散文《千里闻“玲”音》，回忆当年与叶

文玲一起在河南
人民出版社创作
短篇小说集 《擎
天 峰》 的 日 子 ，

没想到 《光明日报》 刊发
了这篇散文，让他又产生

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张德贞真诚地向水
韵沙澧读书会的成员讲述了他的创作经
历，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文坛上的落荒
者，现在又想对文学女神暗送秋波。

文润书画院里墨香四溢、茶香氤
氲，水韵沙澧读书会的成员们专注聆听。

“要读点文学史，让自己的创作更
入流。”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张德
贞说。张德贞说，为什么要读文学史？
名家们是这样认为的，一是帮助我们提
高鉴赏力，指导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有
效阅读；二是在文学现象和创作手法的
集 中 对 比 中 ， 让 我 们 明 白 “ 源 ” 与

“流”的关系，从而使我们深入观察生
活；三是可以了解某一文学形式 （比如
诗、小说、戏剧） 的前世今生，从而让
我们掌握创作的时机和节点。卢新华的小
说《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的《文
汇报》上，刊发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并
成为“文革”后“伤痕文学”这一文学派
别的开山代表人物。而他写这篇小说时还
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认为他能写出小
说《伤痕》，与熟读过文学史有关，他预
感到文学将迎来新的发展繁荣期。1984
年，张德贞到太原参加一个笔会，路遥
也参加了此次笔会，路遥的小说 《人
生》 刚发表不久，产生很强的轰动效
应。路遥写《人生》的时候，正是“文
革”后农村发生变革的起步阶段，这篇
小说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表达出对人性
的礼赞。在谈到读什么书时，路遥特别
提到他爱读文学史，尤其是精读了欧洲
文学史。

张德贞说，了解文学艺术的前世今

生，把握文学艺术历史发展的节点，应
该是我们读文学史的着眼点。这是一种
学养，有了这种学养，我们才不至于与
艺术女神失之交臂。在他看来，现在又
是一个文学升腾的节点。有人说，不读
文学史照样可以创作，这话不错。可是
读了文学史，创作中的坐标感、处理素
材的着力点就会明显不一样，读文学史
也是作家应该下的工夫之一。

张德贞说：“要读点理论，让自己的
创作更有张力。”

他说，什么是文学艺术？车尔雪夫
斯基说：“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
映。”有这样一首小诗：经年滴苍翠，劲
节又虚心，步径多潇洒，临风若古琴。
第一句，写了竹子的本来面貌；第二
句，把竹节说成“劲节”，空心说成“虚
心”，人格化了；第三句，一个“步”字
道出了活力与情感；第四句，是对竹子
古朴气质的进一步赞美。虽是写竹子，
作者却投入了浓郁的主观色彩！所以，
车尔雪夫斯基的话并不全对，正确的表
达应该是：“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的
反映，更是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家头脑
中的反映。”毛主席讲的“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既是对文学创作提出的要求，
也是在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常有
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素材，有人写出了有
深度的好文，而有人却写得平平，为什
么？清代学者刘熙载在 《艺概》 中说：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
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者，识尤为
重。”识，就是认识、见识、眼光（当然
更与价值观有关）。人的识见从哪里来？
从实践中来，从书本中来。所以认真读
书，尤其是读一些理论书籍很有必要。

他说，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
的故事》写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
为没吃的，一些人饿死了。一个叫李铜
钟的乡干部冒着杀头的危险强行向国家
粮库为老百姓要粮的故事。小说写得催
人泪下。当时，在茹志鹃家里，茹志鹃
向他谈及这篇小说，问他如何看待李铜
钟这个典型，他说：“有责任心，有正义
感，敢于为民请命。”她说：“对，可李
铜钟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是在犯罪呀，你
怎么看？”他答不上来了。茹志鹃接着

说：“李铜钟身上有普罗米修斯的影子，
虽然是犯罪，却也是殉道者。”只有当作
者将李铜钟定位成“殉道者”的时候，
才能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让这个人物活
起来。文坛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作家
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家，必须要锤炼深
邃的思想。搞文学的不能只读文学，要
读点哲学、读点史学、读点文论。只有
这样，才能握有解读生活的利器，不
然，写的只是好人好事。

张德贞说：“要精读一些作品，让自
己的创作有根基。”

他说，读书，一是学习人家的语
言，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二是学习编
故事。看人家的小说，理人家的故事，
悟人家的章法，读得多了，也就有了自
己编故事的能力，有了创新的眼光与技
能；三是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他建议：
一是读书切忌“一曝十寒”。明代学者吴
梦祥说：“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
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
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曝十寒，
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二是贵
在“会意”。陶渊明说得透彻：“好读
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
食。”三要有需精读再精读的“看家
书”。古今大学者差不多都有1~2本“看
家书”。《离骚》是郭沫若的“看家书”，

《道德经》是黑格尔的“看家书”之一，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与汤显祖的《牡丹
亭》曾是曹禺的“看家书”，李国文的看
家书是 《红楼梦》 等。对于这些“看
家”的书，必须认真精读，从中汲取营
养。李国文曾经为《红楼梦》中三十多
个重要人物建立档案，一人一档，有的
人一千多字，有的人三四千字，通过建
档分析，探究曹雪芹是如何建构这么一
个复杂而又精致的小说王国的。功夫下
到了，当然能写出好作品。

最后，张德贞借用白岩松谈读书的
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书中，不仅有
眼前，还有诗和远方。”并将自己的《昨
天的月亮》一书赠送给了读书会成员。

“听了张老师的讲授，知道自己如何
读如何写了，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点
拨得很到位。”特意从舞阳赶来参加活动
的水韵沙澧读书会成员梅丹丽说。

播下一抹抹新绿
——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侧记

■杨晓曦
我多次参加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

书会活动，知道了阅读的重要性，时常
会找一点时间去阅读，但往往是逮什么
读什么，不仅碎片化，而且不系统。阅
读后，趁着一时的灵感或者激情，时不
时会写出来一些胜于以往的文章。但总
是很快便忘记了文章内容，更别说能让
别人记住。至今，每次动笔的时候，仍
然会有一阵子的迷茫和暂时的空洞。那
些熟悉的文字无论怎样编排总是感觉很
难排出新意。

当听到老作家张德贞老师的写作经
历和经验之谈后，我睡不着觉了，一遍
一遍翻看笔记，一次次的顿悟……老师
的话在耳边回响：怎么样才有好作品，
那就是下真功夫，功夫到了，才有好作
品；还有，不着急，慢慢走，沉淀一
下，厚积薄发。

怎么样才算是下真功夫呢？就是读
书，读好书。如果只是为了那种书卷
气，给生命镀一下光，那么可以消遣式
的泛读，读法千条万条。如果是写作，
就要做一些有效阅读。

读文学史，让自己的作品有个风向
标。在读书中努力做到学贯中西、识透
古今。弄清楚源与流，背景以及情景，
了解文字的形成，诗歌散文的前世与后
生，明白了历史的变革及其前进的时候
必将催生的一些事和物的变化，才能掌
握写作节点，抓住一点顺势而上，触及
源头，写出的作品才有厚度，有划时代
意义。像孔子、郑板桥、李白、杜甫，
路遥、莫言、马尔克斯等许多名家名
著，翻开他们的作品，就会有进入真
景、遇见真人的感受，仿佛自己也行走
在那样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之下，有着同
样的感受。这样的书，书中的人物事
迹，场景背景各有其独到之处，经得起
长时间的考验和保留。

读理论，让自己的创作更有张力。
文字反映的是社会生活，而文学艺术就
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些都是作者头脑
中的自我意识，是作者的思想和灵魂。
而这个意识反应决定着文章的可读性和
传承性，决定着你这篇文章是否经得起
推敲。学习理论知识有助于快速了解一
个陌生的领域，理论知识可以给作者的
主观意识提供一套思考问题的思路、逻
辑和方向，从而避免个人情绪的掺杂和

思维的狭窄，用正确的逻辑思维结合新
的形势去尝试和探索写作的方式。

读精品，让自己的文字有根基。当
前的形势，网络的泛滥，让书本很难有
一个标准的衡量方式。廉价不等于书本
没有价值，畅销不等于内容就好，一本
精致可读的书在于内容。这就需要我们
去选择，找到自己喜欢的、有意义、有
价值的书，揣摩文章的结构、框架和意
义所在，给自己的作品打下一个良好的
根基。但仅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毕
竟，所有的方法都是前人对自身经验进
行的总结，有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性。一
篇文章，面子再好还需要由里子撑着，
就要求我们慢下来，做一下沉淀，厚积
薄发。

几十年来，张老师给自己提了一个
要求：每月读两本好书，并坚持做好读
书笔记。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感知生
活，沉淀知识，提高写作的技艺。《剃
头》、《中秋节》、《台上台下》、《河神》
等许多小说和报告文学形象突出，文笔
轻盈独特，不仅有时代的气息，更以哲
理性的语言针砭时弊，对社会问题提出
思考。如今，在呼唤祖国文化回归的节
点上，他说：“之所以谈一下我的写作
经验，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让大家在
交流中相互切磋学到知识，在我的写作
心得中得到启发，少走弯路，有效提高
你们的写作水平。所有的这些你们做到
了，那么，无论才识、眼光、才情、志
趣还是价值观都会提高，才能以自己的
笔触把身边的生活点石成金，把我们的
国学文化发扬光大，开辟出一个新的写
作局面。”

想象着已过花甲的老人此时正履行
着对自己读书的约定，在灯下读书记笔
记写心得。这些别人偷不走的知识，这
些别人抢不跑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多么
的难得和重要。

要想长出新叶还需要名师指导。我
知道，通过这次读书活动和张老师的指
导，还有许多个读者和我一样，知道了
要怎样阅读，要读什么样的书，要写什
么样的文章，要以怎样的魄力去描述我
们脚下这方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张老师像一块钻石，每面都闪着耀
眼的光芒，在照亮我们汲取祖国优秀文
化的路上，一步步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成就最好的自己。

站得高 看得远
■侯世民
午饭时候，我在冰箱里发现

了在湖南买的酱鸭。那鸭子是先
入味后熏干的，辣味十足。当初
我是要买给岳父的，买过之后才
想到他牙口不好，就没有送去。
当时我对孩子说，给你留下点
吧。孩子说，不要啊，我想吃了
就会自己买的。

有一次逛商场的时候，我问
孩子，给你买盒月饼吧。孩子
说，不买，买了我会永远放着，
不会吃的。

孩子的话让我想起来小时
候，当民办教师的哥哥去公社开
会，回来的时候总是把发的午餐
吃一半、带一半回来给父亲，其
实就是两个白面卷子，我们称为
好面馍。父亲总是掰下一半给
我，那时候都是吃杂粮，能吃到
白面馍，已经相当有口福了。我
把馒头一层层揭下来，一片一片
放在嘴里慢慢嚼，软软的、香香
甜甜的、挺筋道的感觉成了至今
抹不去的记忆。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我的第
一个想法就是让父亲来住几天。
单位没有房子，我在外面租了一
间房，就把父亲接来了。父亲喜
欢吃羊脑儿，遛弯的时候在马路
街口小摊常常吃。后来发现街坊
有煮羊头的，就去人家那儿买羊
脑，我买了 5 块钱的。后来父亲
说，太多了，一个人吃了好几天。

第一次下乡时，乡政府有招
待餐，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我就会
想，要是有父亲一同吃，该多好

啊。后来每次出差，有好吃的我
总要带回一包两包给父亲。

有一年，我在集上买了几条
鱼赶回老家给父亲过生日。当时
是三伏天，我买的是活鱼，因为
没有经验，买后没有宰杀，回到
家时鱼都发臭了。父亲说，不能
吃了，埋了吧。我很懊悔，好在
哥哥杀了只鸡，父亲虽然没有吃
到鱼，但还是很高兴。他看中的
是我们都赶回来的心意。

从湖南送女儿上学回来的火
车上，我见到一位特别的父亲。
他带了一个 2 岁多的女儿，她好
像是有点感冒了，从我们上车嘴
就不停地吃，火腿肠、果冻吃完
了，就喝爽歪歪，再啃凤爪，吃
瓜子、吃葡萄、吃小番茄，她想
吃什么，父亲就得给她吃什么。
假如不给，就大声哭，一哭，就
一切如愿了。

好景不长。那小孩子不知饥
饱，吃着吃着吐了一地。她父亲
拿了工具清理了，小女儿才算安
生。父亲没有任何怨言的一句
话，让我们几乎晕倒：今天，这
已经是第二次了！

人生一世，吃是第一位的。
现在不缺吃喝了，缺的是那份质
朴的爱。儿时，无论贫富，父母
总是对我们那么好。而今，父母
老了，我们不能常常在堂前侍
奉，有好吃的要常常送去，或者
在公交车上“飘”过去。

《常回家看看》 那首歌当年
为什么那么流行呢？那是亲情，
那是爱，一种精神食粮呀！

一包美食几多情

用心聆听，
认真记录。

■王 剑
一条沙河
足够一生饮了

许慎，特地从
千里之外的都城，赶来
像一棵茅草
在沙河边落地生根
一钵米，一颗果，一盘蔬
不悲，也不喜
沙河张开双臂，拥抱他
就像拥抱一朵傲霜的菊花

他常常坐在岸边，思考
鸟鸣，月光，船谣，像春雨
一遍遍清洗他的心灵
风、火、雷、电
这些纷扬的天象
在他的心头轰鸣
忽然，雾消云散。阳光普照
他终于破解了天地大谜

两千年了，而我们
只能在一本宏大的字典里
与他的神秘相遇

隐居沙河。想想
就让人向往
何时，让我也变成一棵草吧！
就种在沙河边上
饮清风、明月、水声、云影
然后，绽放一朵朵
美丽的诗章

受降亭

一把倒立的利剑

把七十年的孤独和痛
攥成盐。攥成血
攥成岩石
矗成中华民族脊梁的硬度

当世界开始掩盖战争的罪恶
你便挥剑
砍向历史。然后
用一九四五年血淋淋的伤口
让那些别有用心者
闭嘴

受禅台

一座颓圮的土丘
三层，八十一级
每登上一阶
权力和欲望就抬高一层
一个人的闪亮登场
就意味着
另一个人的黯然离去

暮色中，我仿佛看见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那轮斜阳
看见曹丕按捺不住的笑容
看见灵坛下公卿将军们
那一张张兴奋的面庞
听见了朝代更叠的悲怆之吟
在岁月深处鸣响

五月的繁城
我是一名迟到的观众
四让四辞的好戏，已经收场
只有一片片麦田
还在三绝碑旁，无情地
疯长

许慎，静坐在沙河岸边
（外二首）

●诗歌

张德贞老师为参加读书会的成员签名赠书。

●
散
文

漯河日报社拟于6月25日举办水韵
沙澧读书会，我们将组织读书会成员一
起品读《道德经》，写下读书笔记，邀
请知名学者分享讲解。《漯河日报·水
韵沙澧》版面将会开辟《沙澧共读——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专栏，择优刊登优
秀作品。真切期待您的参与！

《道德经》或称《老子》或称《五
千言》，后尊称《道德真经》。相传是老
子避祸出函谷关时，应当地总兵尹喜之
邀，留下的五千言文字。它以道法自然

为核心，阐述了如何让人们的个人修身
达到少私寡欲、知足不辱；如何让人们
的处世达到以柔克刚、不求而得、天人
合一；如何让君主的治国达到无为而
治、德善德信而令百姓莫之令而自均；
以至于如何用兵、如何让天地万物各展
本性、并行不悖、即长且久，堪称哲理
第一书。

时间：6月25日（周六）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请

注明“读书会报名”字样）。

“《道德经》——超越世俗善恶的智慧”读书会

亲爱的们
你的书架上是不是落满了灰尘？
去年买的新书是不是还没有拆封？
枕边放的永远是手机、ipad而不是书？
是不是把更多的空闲留给了
上网、逛街、看电视、打游戏……
对于“读书”的美好

我们是不是都做了“负心汉”？
不要再做低头的手机控了
闻闻书香吧
欢迎加入我们
加入水韵沙澧读书会吧
让我们
一起阅读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吧！

沙澧共读——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读书会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