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根蒂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位富豪，他

对富人的境界颇有体会。
有一回，他问老师：“贫而无

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虽然
富足而有地位，但从不为此骄傲，
对贫穷且不谄媚的人也很尊重，他
认为这两类人都是很高尚的。孔子
赞同了他所谓的这两种做人的境
界：“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
礼者也。”但是也提出还有提升的
空间，虽然贫穷，但是仍然致力于
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乐于提高自
己的修养；虽然富有，但是进一步
严格要求自己，爱好礼仪礼节，孜
孜以求，那就更完善了。

子贡是个聪明人，立即醒悟过
来，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与？”老师啊，原来您的
意思是品德也要如工艺品一样反复
打磨才能达到更高境界。

一个人贫穷时，仍能保持尊
严，不巴结奉承权贵期望得到照
顾，已经很不错了，李白“安能摧
眉 折 腰 侍 权 贵 ， 使 我 不 得 开 心
颜”、孔子宁渴而不饮“盗泉之
水”、齐有饿者不食黔敖“嗟来之
食”、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
腰”。他们都保持了虽身处困境，
却坦然面对诱惑，不改变自己的气
节。而富贵之人，也不因自己在物
质名誉上收获多一点便禁不住得意
洋洋，唯恐天下不知。晏子身为齐
国宰相，出行时谦和谨慎，没有丝
毫居高临下的表现，他的车夫反自

以为足，觉得为宰相驾车是件很了
不起的事情，以至于每次出行都趾
高气扬。幸被其妻所劝，方收拾起
傲气，做事勤勉谦虚起来。这是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体现。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贫而乐，

富而好礼”，那就是一个非常人达
到的高度了。孔子的学生颜回勤奋
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贤
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
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
也！”当他居陋巷，一箪食，一瓢
饮之困境时，大家都为他忧虑，可
他“不改其乐”，像这种苦中求乐
的人才弥足珍贵，这样的人才能居
困境而不馁，反而孜孜以求，终成
就也!

中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
室里连电灯还没用上，蜡烛都是奢
侈的，晚自习大家都点着自制的煤
油灯，一到晚上教室里灯火闪烁、
烟雾缭绕，一屋子的煤油气，昏黄
灯盏下一张稚气的脸却坚定而执
著。为节省开支，我尽量不在学校
吃饭，早上时间短不能回家吃饭，
二两粮票多付二分钱买一个蒸油
卷、一碗稀汤就解决了。家里也买
不起自行车，都是步行上学，来回
路上就默默背着课文。平时连件像
样的衣服都没有，后来考上中专开
学时，哥哥把正穿的毛衣脱给了
我，姐姐给我买了一件草绿色的军
褂，这都是很珍贵的礼物。多少年
以后回想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没
觉着苦，只觉着心中有梦，穷苦也

是开心的。
同 样 ，“ 富 而 好 礼 ” 中 的

“礼”与“贫而乐”中的“乐”，同
属一个“道”，好礼乐道是不分贵
贱的。当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经
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
道德修养要跟得上，所谓“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现实中，很多人
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道德的标杆。
他们富而不忘回报社会。被誉为

“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一直致力于
慈善事业，他把公司一半以上的
利润都拿出来用于慈善捐赠，他
认 为 ： 富 人 的 所 得 ， 其 中 有 国
家、社会、他人的贡献，因此财
富不完全是你的，应该拿出一部
分回馈，做慈善帮助他人是崇高
的事业，为此他愿意殚精竭虑、
精打细算以赚取更多钱来捐赠。
还有一些人虽称不上富豪，但所
作所为却感动着每一个人，他们
虽普普通通，没有成千上万大手
笔的付出，但他们应该也符合孔子
所谓的“富而好礼”，遵循的是与
那些富翁一样的“道”，这是新时
代贵族的风范。

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清贫时我们做到

“贫而无谄”，苦中求乐，拼搏向
上。发达了我们不骄傲，而是“富
而好礼”，善行天下。孔子也可以
放下心来曰：“赐也！始可与言

《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你
真正明白了贫与富的道且举一反
三，现在可以与我继续谈诗了。

《论语》之贫与富■■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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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味经典回味

凤姑
我十七岁时插队落户的村子，有一

个很诗意的名字，叫西画楼。村东，有
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对岸便是东画
楼。

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下着鹅毛大
雪，队里死了一个人。

死的这人是村里的老姑娘，村里的
晚辈，有叫她凤姑的，也有叫她凤姑奶
奶的。

凤姑七十多岁，无儿无女，是队里
的“五保”户。

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老三
篇”，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里有
一句话，大意是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
悼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开追悼会，当然得念悼词，于是队
长便找到我说，小张啊，你是知识青
年，有文化，劳你大驾写几句悼词吧。

我说，我又不了解凤姑的生平事
迹，咋下笔？

队长说，莫慌莫慌，等我抽袋烟，
慢慢说与你听。

原来，凤姑有过男人，结过婚。那
男人是一个手里拿着拨浪鼓、肩上挑着
百货箱子、一年四季走村串乡的货郎
担。

货郎担姓李，村里人都称他李货
郎。李货郎来路不明，起初，谁也不知
道他姓啥名谁，家住何方。后来，混熟
了，他自己说他姓李，所以大家才叫他

李货郎。
凤姑是独女，人老实且又矮又丑。
李货郎常到西画楼来摇拨浪鼓，一

来二去，经人说合，便被凤姑爹娘招
赘做了上门女婿。但是，李货郎不喜欢
凤姑，所以她一直没有生育。

有一次，李货郎一去不回头，三年
多音信皆无。

西画楼往东四十多里，便是繁华之
地河上街。村里人到河上街买牲口，有
人遇到了李货郎。那人说，老李啊老
李，你也该回去看看了。你岳父岳母，
都过世了，剩下凤姑一个人，孤苦伶仃
的多可怜啊……

李货郎良心发现，便连夜挑着担
子，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西画楼。

夜里，李货郎搂着凤姑随口问了一
句，凤姑，我三四年没回来，想我不？

凤姑说，也想，也不想；你回来也
中，不回来也中……

李货郎松开手，背过去身子，沉默
了很久很久。半夜，李货郎下了床，挑
上自己的担子，连夜出了门。

李货郎寒了心，这一走，再也没回
来过。

晚景
左右邻居里，秦大妈和付大妈的老

伴儿都先行一步，撒手而去了。
秦大妈才小七十，乐观健康，生活

好像没起多大变化。
付大妈则不然，虽然她比秦大妈还

年轻两三岁，虽然老伴儿去世已经三年
多了，但不定什么原因，比如灯泡烧了
需要换时，付大妈便开始伤心难过：唉
哟……俺的那个人呀！你要是还活着，
那里还用得上我作难呀……

其实，秦大妈和付大妈，都有儿有
女，但两个大妈图清静，都不愿意随子
女生活。

秦大妈开朗泼辣，比如家里有点儿
小活，出点小麻烦什么的，自己能解决
就解决，不能解决找物业，再不行打儿
女的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晚辈儿们
一个个都跑过来了。

付大妈却不行，面皮儿太薄，别说
找物业，连给自己的闺女儿子打电话都
觉得不好意思。

有一次，一连好几天，不见付大妈
的人出门儿。秦大妈坐不住了，叫上几

个大婶大妈，去敲付大妈的屋门。一边
敲，一边喊，好长一阵子付大妈才打开
了屋门。

原来，付大妈病了，披头散发，一
脸憔悴。秦大妈一摸她额头，烫手，发
高烧，赶紧拿出手机拨打“120”急救
电话。

付大妈不让，怕花钱，说她二儿子
没本事，日子过得艰辛，她的退休金每
月要分出一大半儿留给二儿子。

秦大妈说，不看病，熬不过去牺牲
了便没有退休金了，你儿子也就没有一
点儿指望了。

付大妈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顺从
了。以往，付大妈嫌弃秦大妈们没文
化，不爱与秦大妈等街坊邻居掺和。大
病一场后，平时赶集买菜回来，遇到秦
大妈她们坐在大院里闲聊，也不由自主
也放慢了脚步，互相说些黄瓜多少钱一
斤、中午吃啥饭呀等。后来，付大妈也
加入秦大妈们的阵营了。

如今，付大妈气色好多了，人也比
以前开朗多了。

小说二题
■张国绍

■张乃千
张国绍自言：“我没有什么学历，

却酷爱写作，写得不好，偏又十分执
著。”说得很中肯。他的小说，几乎全
是微型骨架，个别也有篇幅稍长一点
的，但够不上丰满。说也怪，他的“骨
架式”小说，只要发表，我几无漏看。
既然编辑愿发，读者愿看，那就说明他
的“骨架”小说一定有肉可啃。

不错，国绍的微型小说还是很有味
道的。其一，他的笔锋扎到了最底层，
反映的是市井小民的生活。众所周知，
文学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而社会生
活有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有变化的乡
村和灯红酒绿的都市风情，有官场、商
场中的欲望纠葛，当然更有市井小民的
喜怒哀乐。作者瞄准了市井生活这片天
地，以敏锐的观察，写出了普通百姓

“蚁群式”的生活状态。就今天的文学
创作而言，在笔者看来，写乡村、写市
井，也许更能听到历史前进和社会变迁
的足音，因为它反映的是最广大、最有

密度的人生。其二，作者笔下的市井生
活丰富多彩，涉及经商、教育、保洁、
爱情、孝道、宴请、夫妻关系、邻里关
系、人与动物以及善良与欺骗、理想与
欲望等，从而展示了市井生活中的人情
世态。而这一切都烙有鲜明的时代印
记，作者并没有刻意去表现改革开放以
来的变化，但他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是
时代变化的窗口。其三，作者钟情于小
人物，写的全是汤水人家、升斗小民。
有大妈、大嫂、老汉；有大姐、小媳
妇、拖拉机手；有悍妇、钓友、犟筋
头……这清一色的小人物，个个都打喷
嚏有响声，站住了腰板。小说创作讲究
的是塑造人物，作者虽没有密描细写，
却也使内中人物有影有形，让读者闻到
了人物的气息。

那么，张国绍的小说在创作上有哪
些特点呢？前文说过，他的小说是“骨
架式”的，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情节
的铺陈，甚至没有正儿八经的心理和肖
像描写。他较多地运用了白描手法，写
的是市井人，说的是市井话，语言朴朴
实实，无雕饰、不矫情，活脱脱的小街
风情、线条明晰的素笔白描。白描，历
来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虽比不上通
过典型环境去塑造人物有张力、有看
点，但运用得好，同样可以使人物立起
来。在《温暖》中，作者这样写那位卖
菜大姐：“她一脸憨厚，没生意的时
候，便两手上下握在一起，木呆呆地站
着。”等到众人得知她要过生日，纷纷
祝她生日快乐时，“她仰起脸，泪光闪
闪地说，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啊！”
这两处的笔墨，简练无华，却把卖菜人
的清苦生活与期盼温暖的内心情感表达
了出来。在《女保洁员》中，作者先写

女保洁员工作时“从六楼到一楼，将楼
梯扫一遍拖一遍，接着自下而上，从一
楼到六楼，一层一层擦门擦门框，擦楼
梯栏杆……”、“一听见脚步声或开门
声，女保洁员便停止工作，谦卑地闪在
一旁，红着脸恭恭敬敬地给人让道”，
接着又写看到女保洁员一家三口一次在
外吃饭，“她穿一件粉色连衣裙，人干
净了，也好看了许多，让人眼前一
亮”。这一前一后的两相对照，让读者
看到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自谦与纯朴、
辛苦与快乐，不由地让人内心“一阵
热、一阵欣慰、一阵感动”。像这样的
简笔素描，在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可
以看到。值得提及的是，作者颇善于抓
住对比性的“节点”，以此凸显人物的
思想性格，在《寻父记》中，作者把那
些索要高额酬金的人与那个送父回家的
拖拉机手进行了对比，彰显了拖拉机手
的义举；在《认怂》中，作者写了从劳
教所出来的吴征。一次，吴征去钓鱼，
一个钓鱼者羞辱了他，在即将要与人发
生冲突时，他想到了妻女对他的提醒与
关爱。一方面是眼前的羞辱，一方面是
妻女的爱，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两相
对比，吴征对眼前的羞辱选择了“认
怂”。作者在这里不仅只是表现吴征这
个人的转变，更是在展示爱的力量和善
的美好。

鲁迅先生曾说，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者，谓之世情之书。张国绍的小说就是
反映了人间世相。《大头与老李》 就表
现了市井中夫妻关系不忠的一面，而

《朋友圈的故事》 则较为深刻地表现了
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母亲秋云为
支持在南方工作的儿子与女朋友买房，
省吃俭用，把辛苦积攒起来的50万元钱

拿了出来，结果却发现儿子与其女朋友
天天与朋友一起出入高档酒店，喝红
酒、吃牛排、拼阔绰。一面是家乡的老
父母节衣缩食吃低廉的菜，一面是儿子
那里的灯红酒绿，这种尖锐的对比，折
射的正是价值观的错乱和孝道的滑坡。
母亲秋云不仅倍感挫败，还有一种上当
受骗的感觉。但小说没有止于此，而是
写秋云窝火生气，立马买回了鸡、鱼等
细菜，毫不犹豫地提高了生活标准。这
是小说很深刻的一笔，使我不期然地想
起了高晓声的小说 《陈奂生进城》，陈
奂生自感受骗后，采取了陈氏独有的报
复行为。那么秋云呢？她也在“报复”
儿子与未来的儿媳妇吗？是的，她没有
在“窝火生气”或者“自我哀叹”中停
留，而是以改弦更张的决然方式表达了
对儿子及其女朋友的否定。如果说陈奂
生的报复方式还带有阿Q的痕迹，那么
母亲秋云的做法则是当下一种全新人格
的展示，她否定和批判的正是那种自
私、忘恩而又麻木不省的生活态度。这
样评价秋云，并不是说作者已经把这个
人物写得很好，而是秋云这个人物很值
得开掘，而作者仅仅是点到而已，他触
碰了光点，却没有让光点灿烂发光。

正如“秋云”没有灿烂发光一样，
作者笔下的许多人物虽然站了起来却终
于没有丰满坚挺。他还缺乏筛选素材、
打磨素材、编写故事的能力，因而他笔
下的人物得不到情节的滋养，作品也就
呈现出骨架式而显得粗糙有余、张力不
足。不过，我们也感受到了作者丰富的生
活积累和很强的观察能力，年过半百，一
直孜孜不倦地坚持创作，这本身就令人钦
佩、值得文友们学习。假以时日，相信
他一定会有力作问世。

张国绍笔下的微型小说■■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王坤山
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乍寒还

暖。多数人穿上了夹衣，那些少数
穿单衣的人，在漯河许慎文化园大
门外的舞台前显得格外亮眼。

每逢这一日前后，无论阳光明
媚，还是乌云蔽日，无论秋风习
习，还是阴雨绵绵，都是这里的盛
大节日。园子里谈文说字，游人如
织；园子外摩肩接踵，锣鼓喧天。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前的这一
天，东汉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
农历九月二十，许慎的儿子许冲将

《说文解字》 和 《孝经孔氏古文
说》献给了皇帝。这一天，也就成
了这里的盛大节日。

许慎带着自己心爱的《五经异
义》，回到家乡，开门办学，积累
声望。学生云集，书声琅琅，过了
几年，许慎声名远扬。汝南郡太守
请许慎去当功曹。“功”的意思是
考核功绩，“曹”相当于如今的
局、处、科、室，“功曹”相当于人
事局长，是太守的股肱心腹，需要请
有声望的人担任。许慎担任功曹，讲
究“义”和“宽”，忠于上司，又不
盲从；宽以待人，又不放纵。

大约三十岁那年，因为政绩突
出，许慎被察举为孝廉，经过考
试，入朝为官，担任郎中，相当于
科员，成了“国家干部”。

汉代的科考，隋唐科举制度的
雏形。东汉对孝廉的考试分为四
科，一是德行，二是经学，三是法
令，四是刚毅有略。许慎少年博学
经籍，五经无双，当为第二科。第
二科里年过五十的，可以担任博
士。许慎当不成博士，一是年龄不
足五十岁，二是太学没有开设古学
课程，许慎精通的是古学，只有从
事秘书之类的工作了。

再次来到京城洛阳，许慎的感
觉不一样。上次来洛阳，为的是求
学，觉得这里不属于自己，只是个
过客。这次来洛阳，为的是工作，
这里是自己的新家，已经是这里的
一员。

上了班的许慎，休息日仍是读
书，偶尔会到老师贾逵那里去，顺
便学习、请教一些问题。有一天，
谈起了人们胡乱解释文字的问题。
有人说，“手”拿着“十”，就是

“斗”；“中”的下部弯曲，就是
“虫”；“馬”的头，就是“長”。

这怎么能行？许慎突然灵机一
动，向老师贾逵提议说：“朝廷能
编经学方面的 《白虎通》，我们就
不能编文字方面的书吗？把正确的
解释告诉人们，不是很好吗？”

贾逵说：“好是好，这么多的
文字，将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许慎说：“世上无难事，只怕
有心人。”

万事开头难。这么多的文字，
分类是个大问题，有籀文，有小
篆，有隶书，有草书。朝廷最重要
的公文用的是小篆，就以小篆为正
体吧！

仅仅这样分类，眼前的文字仍
然是漫天飞舞，杂乱无章。许慎陷
入深深的苦闷，吃饭看的是文字，
休息想的是文字，走在洛阳的大街
上，看到那一个个走着的、坐着的
人，就像一个个文字，不知道他们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
文字，神出鬼没，毫无头绪。

有一天，许慎细看 《尔雅》，
突然，眼前一亮：《释水》 收录的
字，大多带“水”；《释草》收录的
字，大多带“艸”；《释木》收录的
字，大多带“木”；《释虫》收录的
字，大多带“虫”，如此等等。好
极了！能不能把这些具有相同部件
的字放在一起，归为一类？一类的
字叫一部，能够统领这些字的部件
叫“部首”。这些部首，最简单的
是独体，起名为“文”；用“文”
合成的，起名为“字”，将来这本
书，起名为 《说文解字》。许慎试
着做做，可以。

他买了些酒菜，兴冲冲地找到
老师贾逵，边吃边喝边说自己的发
现。贾逵听了说：“很好，说不定
还名垂千古呢！”

应该设多少个部首？这么多部
首，按什么顺序排列？每个部首里
的字，按什么顺序排列？许慎又犯
了难。

“六”是最大的阴数，“九”
是最大的阳数，“十”是终数，

“六”、“九”、“十”的乘积是五百
四十，阴阳兼备，十全十美，就设
五百四十部吧！道法自然，部首的
排 列 由 “ 一 ” 开 始 ， 终 结 于

“亥”；仰观象于天，从天干“甲”
而至“癸”；伏观法于地，从地支

“子”而至“亥”。大衍之数五十，
数字类部首按“一、三、八、十、
二、四、五、六、七、九”排列。
每个部首里的字，由贵而至贱，由
实而至虚，由美而至丑。“秀”、

“庄”、“炟”、“肇”、“祜”，这些皇

帝的名讳，排在部首用字之后的首
位，以示尊敬。

就这样，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实在想
不起办法时，许慎想过放弃，放弃
的想法还不止一次。这时，就会想
到那些随意解释文字、给子孙后代
读书识字带来无穷后患的事情。

这些文字，是伏羲、神农、黄
帝、仓颉、周文王等先人们辛勤劳
动的结晶，蕴含着先人们的汗水和
智慧，是后人认识先人留下的知
识、技能、智慧的载体，神圣的文
字，岂能任人亵渎？

就像攀登神圣的高山一样，许
慎跋涉不已，突破一个又一个障
碍，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伴随着
时光的推移，经过两次晋升，朝廷
任命许慎为洨县县长。

去不去当县长？当县长，意味
着远离京城，资料匮乏，消息不
灵，对撰写 《说文解字》 极为不
利。不去当县长？皇命难违，何况
加官晋爵，不也是人生的追求吗？
就这样，许慎一步三回头，离开京
城，去了洨县。

公元100年，永元十二年。这
年大年初一，官员都不放假，召开
年度工作大会。这一天，许慎郑重
写下“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
之月，朔日甲申”。

用干支纪年，这一年是庚子；
用岁星纪年，子年就是“困顿”。
东汉，通行皇帝年号纪年，如果想
用岁星纪年，也是附在皇帝年号纪
年之后。远离京城，资料缺乏，消
息不灵，编写 《说文解字》，无疑
困难重重；贾逵于公元101年去世，
享年七十二，在“人生七十古来
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
自己去”的时代里，想必贾逵这一
年已经病重。许慎略去“十二”而称

“困顿”，实际在写艰难的处境。
公元101年，恩师贾逵去世。按

照当时的规矩，弟子应为恩师服丧
三年，辞去官职，赶到恩师家乡，
坟旁结庐，粗茶淡饭，极尽哀伤。
闲来无事，教授弟子，传承经典。

三年期满，许慎又被请到京城
洛阳，到太尉府担任南阁祭酒。如
果不是总领尚书事务，太尉实际是
个闲差，偶尔出席一些重大祭祀、册
封、丧葬等典礼，南阁祭酒，就是充
当礼仪顾问，兼顾府内教育事务。

汉安帝即位之时年龄尚小，邓
太后临朝听政，白天处理政务，晚
上读书，发现朝廷藏书有诸多谬
误，下令征召五十名大儒，校订五
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许
慎，也在应召之列。在这里，许慎
见到了不曾见到的皇家藏书，对撰
写《说文解字》、《淮南子注》、《孝
经孔氏古文说》等，帮助极大。

在这里，许慎受命教授小黄门
孟生、李喜等。小黄门是级别最低
的宦官，邓太后希望他们做一个有
文化的服务生。

在向皇帝献书之前，许慎患了
重病。不得已，委托儿子许冲去做
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急迫？一是邓太后
去世，读书人风声鹤唳的环境有所
改观。邓太后虽然酷爱读书，但她
对不听使唤的读书人往往施以极
刑。邓太后去世，等待了十四年的
汉安帝亲政，忙着找邓太后的家人
报仇雪恨，无暇顾及读书人，学术
环境比较宽松。二是原任司徒刘恺
担任太尉，刘恺是诸侯王的儿子，
父亲去世后应当继承王位，而他坚
持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弟弟，外出流
亡，皇帝下令捉拿他，许慎的老师
贾逵向皇帝建议，免除刘恺罪过，
让刘恺到朝廷任职。对贾逵的得意
门生、“五经无双”的许慎，刘恺
当然知道。刘恺担任太尉，降低了
向皇帝献书的政治风险。即便如
此，许冲上书时反复说“顿首顿
首，死罪死罪”。在君叫臣死、臣
不得活的时代，这绝对不是客套
话。

非常可惜，朝野上下只把文字
学当作小学，没有认识到《说文解
字》的巨大价值，皇帝的奖赏仅仅
是四十匹布，当时，不仅是最低的
奖赏，这里面，还包括《孝经孔氏
古文说》。

只要是真金，总会闪耀灿烂的
光芒！如今，各种各样版本的《说
文解字》风行于世，里面的文字告
诉我们文字的历史、文字的类型、
造字的方法、文字的作用及每一个
字的字形字义字音甚至出处。

仰望许慎文化园汉字大道，那
不只是汉字的历史，也是许慎探索
汉字的历史。文宗、字祖、宗师、
圣 人 、 孝 廉 、 洨 长 、 祭 酒 、 校
书……这些美誉之词，已不足以表
达对许慎的敬意，他已经化作汉字
大道，化作流淌的文字，许慎墓，
只是他的归宿，他，永远流淌在探
索汉字的路上！

许慎，流淌的文字

张国绍，男，漯河人。在行政单
位待过，也天南海北做过生意，曾在
沙澧河边钓过鱼，也在路边小摊喝过
酒。性格耿直，不绕弯子，爱好很
多，唯读书写字不曾撂下。虽已年过
半百，仍对文字充满敬畏，尤爱用手
中之笔记录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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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
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
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
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
化不遗余力；更要在这个过程中推出
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
备足后劲。因此，从本期起，我们将
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
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
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
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
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

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