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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豫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他的主要作
品有长篇小说 《生命原则》《画地为
牢》《百年恩公河》《红色劳改营》《扶
贫记》《家族荣誉》等，中、短篇小说
集《皇天后土》《小和尚拆庙》等，其
中《日出日落》《生死较量》被拍成电
视连续剧曾在央视一套和八套黄金时
段播出。他的作品曾获河南省政府优
秀文艺成果一等奖、河南省“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莽
原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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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漯河作家南豫见的新书

《包青天》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包青天》 全书共 75 万字，分

上、中、下三部。上部《青天现世》，
中部 《深宫喋血》，下部 《宛丘天
案》，共55个章节，讲述了包宅换子
案、科场舞弊案、定远两县令失踪
案、宛丘皇后行宫案等故事，情节跌
宕起伏，文字行云流水，塑造了一个
接地气的包公形象。

这部历时多年才完成的作品背后
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1月3日，记者
采访了南豫见。

1952年，南豫见出生在南阳市唐
河县一个普通农民人家。1961年，母
亲带着南豫见兄妹三人投奔亲戚，来
到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农场。初中
毕业后，南豫见留在农场工作。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作家白危曾在
黄泛区农场体验生活10年，写出了一
部长篇小说《垦荒曲》，在社会上引起
了很大反响。不甘平庸的南豫见也想
进行文学创作。他从写表扬稿、短消
息着手，慢慢地成了单位小有名气的

“笔杆子”。1974年，南豫见调入黄泛
区农场宣传部门工作。1988年，他进
入我市文联工作至退休。

到市文联工作后，他开始了小说
创作，由短篇到中篇、长篇，成为一
名专业作家。谈及新书《包青天》的
创作历程，南豫见说，写作时间越
长，他越发领悟到由《西游记》《红楼
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组成的中
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经典。2008年，他
开始研究四大名著。历时11年，每一
本他都从作者生平、出书经过、社会
生态、民风民俗、作品影响及后世评
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它
们成为经典名著的三个要素，即社会
环境因素、作者个人因素及与民间社
会情绪的融入程度。

北宋名臣包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
传奇人物。他以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赢得了世人
的敬仰，人称包公、包青天。几个世
纪以来，他的故事以戏剧、书籍、电

影和视觉艺术等各种形式传颂于世、
经久不衰。围绕成就四大名著的三个
要素，南豫见反复思考自己的创作方
向，于是决定创作包拯的故事。

“确定主题后，我就开始收集有关
包拯的各种素材。从2019年开始，我
查阅收集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等形式的资料百余种。之后，对这些

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并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南豫见说，之后他开始创作
《包青天》一书，2023年完稿。

“当厚重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发生交
融与碰撞，并由此生发的艺术构想迸
射出的刹那，创作灵感油然而生。我
的心狂跳不已。”南豫见在谈到关于
《包青天》的创作时说。

南豫见：塑造接地气的包公形象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

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义。”1月7日下午，郾城区龙塔街道金
牛社区二楼活动室传出了阵阵诵读声。
十余名孩子和家长在王丽君老师的带领
下，一起诵读、学习《三字经》。为了

方便孩子理解、记忆，王丽君设置了故
事环节，声情并茂地作进一步讲解。她
不时和学生互动，并对举手回答问题的
学生给予赞赏。学生专注听讲、踊跃发
言，气氛十分活跃。

自2023年12月起，传统文化公益
读书班每周日下午都要开展读书活动。

传统文化公益读书班发起人王丽君是郾
城实验高中的一名语文老师。“我一直
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文学类的书。”
王丽君说，2021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吸引，
并为之痴迷。她购买书籍、聆听教学课
程、查阅相关资料，每天晚上都要花两
个多小时读书并将学习内容进行总结，
同时联系实际生活写出个人感悟。“宁
静的晚上，我仿佛穿越到古代和圣人对
话，感受文字的力量。我常在朋友圈里
发表一些感悟，想影响、带动更多的人
学习传统文化。”王丽君说。

随着对经典文化的深入学习，王丽
君也萌生了带领孩子读经典的想法。
2023年8月，王丽君无意中参加了漯河
经典读书会。“得知我想成立传统文化
公益读书班的想法后，漯河经典读书会
会长李惠民和老师吴佩霞都很支持。他
们帮忙联系读书场地并提供教材、课
件、教案等，这让我非常感动。”王丽
君说。最终，大家确定公益读书班的学
习对象为4岁到12岁的孩子，实行亲
子共读的教育模式，主要围绕《三字
经》《千字文》《帝鉴图说》《天工开物》
《笠翁对韵》《说文解字》等深入解读。

同时，王丽君的想法也得到了家人

和朋友们的支持——同事丁玲、崔爱梅
和张慧敏组成教师队伍，爱人和朋友主
动“变身”志愿者。他们有的维持现场
秩序、有的负责孩子签到，还有的为家
长和孩子提供帮助。

传统文化公益读书班成立后，每次
上课前王丽君都提前备课，并在家反复
练习。几场活动举办下来，公益读书班
受到了家长和孩子欢迎。“我很喜欢在
公益读书班上课。老师讲的课很有意
思，尤其是讲故事环节，让我深刻体会
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9
岁的闫航菲说。“很开心能有这样的机
会和孩子坐在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在
课堂上我能学到家庭教育知识，增进了
亲子关系。孩子的读书热情非常高。希
望通过读经典能培养孩子良好的读书习
惯，让传统文化根植于心。”黄文卓的
妈妈说。

家长和孩子的认可更加坚定了王丽
君将传统文化公益读书班办下去的决
心。“我已经跟家人商量过了，以后要
将家里进行改造，在家里开办公益读书
班。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必须大力传承弘扬。同时，希望读书班
能带动更多的人爱读书、读好书，享受
读书的乐趣。”王丽君说。

传统文化公益读书班：带动更多人诵读经典

■李书明
我读过不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其

代表作《呐喊》《彷徨》及杂文集更
是读过多遍。最初，我对《鲁迅日
记》的第一印象是记流水账，简单而
无味，因此就没有再涉猎。十余年前
读《鲁迅全集》时也有意跳过这部分
没有阅读。临近花甲之年，看到书架
上的《鲁迅全集》，我不由得想弥补
当年的缺憾，谁知一读竟是另一番感
受。《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
部分 （1981 年版） 的 900 多页内
容，我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读完
了。

掩卷遐思，鲁迅先生的形象确实
平凡而伟大。从“日记”的点点滴滴
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宽广胸怀、博爱之
心和责任担当。他不再单单是我心目
中横眉冷对、疾恶如仇、同情弱者、
伸张正义的勇猛斗士，更是一位有人
情味、重情义、有担当、富有情趣的
可敬长者。

鲁迅先生是个家庭责任感很强的
人。他“日记”中不间断地记录着往
家里寄钱的事。刚迁居北京时，生活
艰难，先生一月也就五六十元钱的收
入，后来定居上海则是每月一百元。
无论收入多少，先生就算暂借也要保
证家用。尤其是其二弟周作人刚回国
时，其三弟周建人也在上学，家庭开
支巨大。鲁迅担负起了长子的责任，
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支援家里。后来，
购买八道湾房产时鲁迅先生出了大部
分钱，花了几千银圆，也因此欠下了

不少债。但他宁肯自己节俭，也要无
私支援两个弟弟。

鲁迅先生是个博学的人。且不说
他曾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国文教授，单
说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
要》《古集序跋集》《译文序跋集》这
几本学术论著，也是至今文学研究方
面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他对古砖
拓、古碑帖、画像石拓片的收集研究
可谓大家。他购买的书籍不仅有大量
古籍，还有很多俄文、日文、英文、
德文书籍；兄弟之间相互交流书籍以
及友人之间赠送书籍、碑帖拓片的情
景几乎伴随他的一生。鲁迅先生对我
国木刻事业的支持体现了美术家的眼
光和修养；鲁迅先生的大量译作、对
青年作家在翻译方面的指导，显示出
翻译家的胸怀和作为；鲁迅先生的书
法高雅古朴、独具一格。鲁迅离开北
平定居上海期间从事大量编辑出版工
作，经常为北新书局、未名社和《语
丝》《奔流》等审阅稿件，推荐优秀
作品，培养文学新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重情重义且有生
活情趣的人。鲁迅先生有过不少朋
友，交友众多，在“日记”中也记录
了和朋友之间的交往趣事等。他是个
美食家，经常与朋友下馆子、品佳
肴、享美味，无论在北平还是在上
海、厦门、广州，都有不少这样的记
录。他喜欢吃甜食，尤其在北平期
间，隔三岔五就要到商场买糖果。因
此，鲁迅先生经常牙痛，看牙医也成
了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内容。闲
暇时，他同样也与家人一起看电影、
吃冷饮，享受着家庭生活的美满幸
福。

读《鲁迅日记》，我对鲁迅先生
的理解和认识更具体、更实在、更真
切了——好像先生就在自己面前。他
的喜怒哀乐、他的交往起居、他的人
格品质，使他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
晰。读《鲁迅日记》，我也“认识”
了更多的人，如蔡元培、高阆仙（高
步灜）、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傅
斯年、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读
《鲁迅日记》，我对有些著名事件有了
更全面的了解。读《鲁迅日记》，我
认识到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自己
不懂的地方还有很多。只有不断读
书、思考、创新，才能够悟出新意、
读出乐趣。

平凡中见真情
——再读《鲁迅日记》

■赵 瑜
作家冯杰好玩。他看《清明上河

图》时间久了，夜里做梦大概是进入了
图中，和里面骑驴的人坐在一起吃了一
碗宋朝的羊肉汤；梦醒之后，他将梦里
和那些人聊天的内容记录下来，于是便
有了这本《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
册》。

阅读冯杰的方式有多种，但我认为
这本书适合在晚上读。夜深人静，手机
上的短视频都看完了，需要静下心来和

冯杰对话。
《清明上河图》 上有一家店铺叫

“王家罗锦匹帛铺”。铺子的生意不知做
得如何。冯杰大概在梦里路过的时候看
到那店铺里的生意相当冷清——的确，
在冯杰生活的中国当下，电商把一些服
装店的生意抢走了。冯杰心地善良。于
是，他把《水浒传》中的史进找了过
来，让史进家里的门客到这家店铺做衣
裳。不仅如此，冯杰还派晁补之采访了
这家店铺的主人王复春，并根据店主人
口述出版了一册《裁云过眼录》的书。

冯杰把研究《清明上河图》的行为
称为在一张图画中“闲逛”。逛得久
了，人会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比如，
冯杰会对比《清明上河图》中的猪肉价
格——冯杰根据苏东坡的一则玩笑推测
出宋朝的猪肉价格是一百二十文一斤。
原因是苏东坡有一次和他的朋友顾子敦
开玩笑——因为顾子敦很胖，趴在桌子
上午睡时姿势像一头猪，于是苏东坡就
在他午睡的桌子上写下“顾屠肉案”四
字，并扔出三十文钱，对着顾子敦说：

“快片批四两肉来。”三十文四两，而宋
朝时一斤相当于十六两，所以一斤肉的
价格是一百二十文。

别人看《清明上河图》大多在意人
物的造型、工笔的街道和房屋，而冯杰
研究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生活和饮
食概要。逛得久了，冯杰研究得出这样
的结论：苏东坡在图中只能吃到十二种

蔬菜和水果——菠菜、莴笋、西瓜、黄
瓜、胡豆、大蒜、芫荽、葡萄、石榴、
小白菜、卷心菜和胡萝卜。而苏东坡吃
不到的菜蔬有番茄、红薯、青椒、玉
米。

冯杰最厉害的，是他在逛《清明上
河图》的时候，查清楚了这张著名的画
作上一共有多少个人。据冯杰细查，
《清明上河图》上一共有人物824人、
牛马骡驴95头。但也有人说曾有一个
日本人考证出《清明上河图》上一共有
1643人，而在这些人物中，女性人物
仅仅只有15人。

《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
一书是冯杰的读书笔记，又或者是读画
笔记。冯杰将阅读苏东坡、《水浒传》
以及所有与宋朝生活有关的经验全都录
在了这部作品中。翻开这本书，在冯杰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之外，我们也得以了
解宋代的生活常识。比如图中最为著名
的孙羊正店。为什么叫正店呢？因为在
宋朝，除了正店还有副店。只有在正店
才有酒喝，副店是不能卖酒的。这是官
府的规定。

冯杰熟读苏东坡。除了关心苏东坡
能吃到什么样的食物之外，他还考证了
一下苏东坡在东京城生活时最喜欢在哪
条街巷上散步。果然，冯杰找到了证
据。因为苏东坡有诗一首，标题叫《送
颜复兼寄王巩》。这是一首长诗，诗中
有这样两句：“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门

但觅王居士。”王居士便是王巩，当时
居住在东京曹门外的牛行巷。所以，冯
杰据此诗推断出苏东坡的散步路线图。

这是一部亦庄亦谐的散文集。作者
冯杰人到中年，有了打通时光流转中的
变化与不变——变化的是我们生活的用
具、看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而不变
的是人性中永恒的风骨与幽默。

阅读《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
册》时，我总会想到我在开封念书时遇
到的人，也想到了冯杰在《清明上河
图》里闲逛时遇到的图中那些忙碌的
人，他们的后代一直就生活在东京城
里。他们遇到黄河泛滥时外出逃生，等
到灾情缓和又都一一返回。这就是河南
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恋家，一代一代地
在一个贫穷的地方赓续着自己的人生和
故事。而我也是这张图中某一个人的后
代。这样一想，便又觉得，冯杰没有写
完的故事将来我也可以续写一下。

冯杰在一张图画中的“闲逛”几乎
是给这张千古名画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而所有阅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
所喜欢的领域，比如穿衣打扮，比如饮
食癖好。

而我最喜欢的，是冯杰将一张平面
的画作解说得有声有色，还将自我的生
活与千年之前的东京建立了联系。我甚
至觉得，他在数图上的人时，会不会把
自己也数了进去？因为，他本来就在这
张图里“闲逛”呢。

一本有意思的书 ——冯杰《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读后

■赵 娜
当年，因为家贫，为减轻家庭负

担，母亲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虽
然没能继续上学读书，可母亲心中的
文学梦从未熄灭，一直对读书怀有无
限向往。

“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为
了使我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母亲将
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她经常
督促我好好读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
用的人。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我从
不敢虚度光阴，抓紧点滴时间读书，
汲取知识营养，不断提升自己。

在我看来，世间最幸福的事情
唯有读书。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比
读书更好的娱乐、更持久的满足
了。”在心中一遍遍默念这句话，我
深以为然，心中无比温暖：读书可
给予人生最重要的营养，使灵魂得
到真正的滋养。

童年时光里，我曾阅读过很多课
外书籍。这些书大都是跟小伙伴用交
换的方式读完的。最开始我们交换最
多的是连环画，如《三国演义》《水
浒传》《地道战》《洪湖赤卫队》等。
后来，大家开始交换 《童话大王》
《少年文艺》等。再长大一些，我和
班上的同学便交换着看武侠小说、历
史小说——只要有书、双方愿意，都
可以交换着看。那段以书换书的时光
无比美好，让人怀念。

上高中时，因为喜欢看文学类书
籍，我时常买一些书回家。母亲见我
买了新书，就极其小心地包上书皮。
随着买回来的书越来越多，她还特意

请村里的木匠打了一个书柜，使我的
宝 贝 书 籍 有 了 一 个 非 常 整 洁 的

“家”。多年来，我醉心于阅读，买了
更多的书籍和杂志，母亲将它们安置
得妥妥当当，连一张纸都没有弄烂
过。

参加工作后，我在市区买了房
子，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面积不
大，一柜、一桌、一椅、一灯、一台
电脑而已，质朴而简洁。每当有空闲
时间，我就捧起书来仔细阅读。如
今，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是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偶有所
感，我还会写几篇小文章，充实每一
个如约而至的日子。

星云大师曾说过：“在等待的日
子里，刻苦读书，谦卑做人，养得深
根，日后才能枝叶茂盛。”确实如
此。漫漫人生所走的每一步路都算
数，读过的每一页书也是一样。它们
如同吃下去的饭，不知不觉中融入精
神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
多彩！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
愿意在书中探寻文字的魅力。读书让
我们生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种力
量足以支撑一个人的一生。

在静谧安详的时光里与书为
伴，和一段美妙的文字缠绵邂逅，
去感受春天的生机勃勃、去收获秋
天的累累硕果，或是体悟夏日惬意
的清凉、邂逅冬日阳光下的温暖。
日复一日，那些曾经读过的书终究
会化为灵魂的养分，成为提高生命质
量的汩汩清泉。

在书中探寻文字的魅力

传
统
文
化
公
益
读
书
班
正
在
开
展
读
书
活
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