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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震
“漯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

杰地灵、名人辈出。在中华民族文明
发展史中，来自漯河或与漯河密切相
关的许多历史名人在他们所处的那个
时代建功立业，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
化遗产，非常值得后人挖掘研究。”7

月 20 日上午，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
读书会“文艺小方桌”活动在李雪书
馆二楼举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赵永胜讲述了 《与漯河相关的历史
名人——两汉篇》。40余名水韵沙澧读
书会会员参加。

“两汉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首个黄
金时期，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因
为漯河所处的地理方位，历史在这里风
云际会，英雄在这里驰骋纵横，文化在
这里灿烂辉映。”赵永胜介绍，以汉光
武帝刘秀，“云台三十二将”祭遵、王
常为代表的帝王将相，以丁鸿、许慎、
范滂等为代表的大儒名士，以及其他众
多的漯河名人或与漯河密切相关的名人
推动了漯河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
发展。

“两汉时期，漯河这片热土不仅猛
将如云，大儒名士也数不胜数。”赵永
胜介绍，大家称赞著名经学家许慎为

“五经无双许叔重”，与他同时期的还有
“殿中无双丁孝公”。丁鸿，字孝公，颍
川郡定陵人，东汉时期的名儒，道光
《舞阳县志》和民国《郾城县记》《后汉
书》《资治通鉴》 均记载其事迹。成语

“防微杜渐”“干云蔽日”均出自丁鸿的
奏表。

赵永胜结合 《后汉书》《资治通
鉴》 等典籍以及道光 《舞阳县志》 和
民国 《郾城县记》《临颍县志》，并根
据近年来的考古成果，用自然朴实的
语言重点讲述了两汉时期的历史人物
在沙颍大地的故事。讲座时长两个多
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
“今天的讲座让我对家乡漯河又有

了新的了解。”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温
媛媛说，她了解到“克己奉公”“心如
金石”这两个成语源自漯河，知道了汉
代历史人物樊哙、贾山、周子良、王
霸、祭遵、王常、丁綝、丁鸿、任延、
韩棱、许慎、荀淑、韩韶、陈寔、范滂
的故事，受益良多。在这片热土上，漯
河人既“能文能武”又有气节，让她很
是自豪。

“文艺小方桌”活动负责人表示，
与漯河相关的历史名人公益讲座每月举
办一期，本期是第二期，旨在让更多人
了解漯河、热爱漯河，以丰富的视角讲
好漯河故事、展现漯河魅力，助力现代
化漯河“三城”建设。

讲述名人故事 领略先贤风采

■本报记者 陈思盈
实 习 生 张群宜

“学生时代我读了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的长篇巨著 《约翰・克利斯朵

夫》。迄今为止，它仍是让我受益良多
的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最推
崇的书，在出现精神危机的时候，它
可以指引方向、慰藉心灵。”7 月 20
日，记者在市区泰山路南段一家酒行
里见到爱书人李季时，他如是说。

李季是“70 后”，河南固始人，
现居漯河，自由职业者，《漯河日
报·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特约撰稿
人。他的作品散见于 《人民日报》
《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散文百
家》《散文诗》《散文诗世界》《雨
花》 等。他每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文章150篇以上。

多年来，李季为生活而努力奔
波，却从未放弃对读书的喜爱和对文
学的执着。他在漯河生活了21年，做
过一线工人，担任过企业办公室主任
和职业经理人。不管走到哪里，他随
身携带最多的除了书还是书。他说：

“书是良师益友，是灵魂最忠实的伴
侣。”

上初中时李季就喜欢读书。书为
他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让他看到了
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广阔世界。他最难
忘的是初中二年级时的那个春天。每
天，他拿着喜欢的书站在船头读，河

堤上杨树的新叶在斜阳的余晖里轻轻
舞动。他的心沉浸在小说里，莫名欣
喜又莫名伤感。书本如同向上的台
阶，把他引入一个奇妙的世界。

李季最喜欢读唐诗宋词。他认为
人类所有的情感在那里都能找到归
宿。“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具有人生指
导意义和精神导向价值的作品，在人
生低谷的时候能给我们注入力量，如
《约翰·克利斯朵夫》 和 《平凡的世
界》。”李季说，这些书不仅描写现
实，还解读现实；不仅披露生活的艰
辛，还指出了走出困境的道路。“这些
书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并不平淡乏
味。通过爱和奋斗，我们完全可以让
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完全可以找到
活着的价值和尊严、感受到人生的幸
福。”

李季读的书比较杂，文学书读得
较多。喜欢的书，他会反复读。特别
是遇到喜欢的作家，他会把这个作家

的书全部买来系统地读，感触较深的
书还会写读书心得。“我认为读书人
最大的体悟在于‘知行合一’，否则
不如不读书。”李季说，世界上大多
数人是平凡的，但能把平凡的人生过
出诗一样的感觉，这更让他欣赏、敬
佩。生活需要文字和梦想。李季每年
购买图书的花费都在4000元左右。因
为读书进而喜欢写作，是自然而然的
事。看的书多了，经历的事多了，心
里的酸甜苦辣自然就倾注于笔端，不
写出来就有坐卧不宁的感觉。

作为一名个体经营者，平时只要
不外出跑业务，李季都会待在店里安
安静静地看书、写作。“读书不为千钟
粟，不为黄金屋，也不为颜如玉，只
为灵魂的安宁。”李季说，“著名作家
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天堂应
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书籍可以让我们
的灵魂升华。有书的地方，最贴近心
灵。”

李季：有书的地方 最贴近心灵

爱书人李季 图片由本人提供

■郭彩华
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不管工作多忙，我每天都会抽
时间看书。这个习惯的养成得益于我的小
学老师高老师。他讲的那些故事成为打开
我阅读之门的“金钥匙”。

小学一年级时，高老师每有空闲就
给我们讲 《岳飞传》。记忆中的小学生
活就是在高老师的故事中度过的。高老
师的家就在学校的后面。有时，我们嫌
在学校听高老师讲故事不过瘾，放学后
就聚在高老师家门口不回家。师娘嗔怪
道：“家里一大堆活儿呢！”我们七嘴八
舌地说：“我们会干活儿，我们干！”师
娘就笑眯眯地说：“那行，让老师给你
们讲故事，你们要把这一堆玉米剥干
净。”

切莫小瞧了我们这群孩子。年龄稍
大的孩子手持玉米搓，熟练地将玉米棒

上的玉米粒每隔几行推掉一行。年幼的
孩子则争先恐后地抢夺处理过的玉米
棒，快速地剥下玉米粒。高老师则安坐
于一把破旧的藤椅上，手捧一只白色的
大搪瓷茶缸，悠然自得地跷着二郎腿，
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故事，引人入胜。
在我们心中，高老师宛如岳飞的恩师周
侗先生一般令人敬仰。我们幻想着能成为
岳飞的结拜兄弟张显、汤怀或王贵。高老
师讲得生动有趣，我们听得入迷，仿佛身
临其境，周遭的一切渐渐模糊。“哎呀！”
一声惊呼打破了宁静，原来是一名同学不
慎被玉米搓划伤了手指。师娘急忙过来查
看伤势。受伤的同学将手指伸入口中用力
吮吸，随后捡起一片玉米叶缠绕在伤口
上，挥舞着手中的玉米棒，轻松地说：

“没事，没事！老师您继续讲，金兀术是
如何被气死的？”

至今，高老师讲述的《岳飞传》《三

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
等仍记忆犹新。那些听故事的时光成为我
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也正是这些故事，
引领我走进了阅读的殿堂。

高老师的家是一间土坯房，墙壁上凿
有一排排的洞。在这昏暗的房间里，最引
人注目的便是墙上那些厚重、泛黄的线装
书籍。我们仰头望着，眼中满是羡慕，恳
请高老师允许我们翻阅。高老师眯着眼，
微笑着说：“你们识字不多，看不懂这些
书，等你们上了初中再来借吧。”于是，我
们转而恳求师娘。在她温柔的坚持下，高
老师小心翼翼地取下一本书，叮嘱我们要

倍加爱惜，读完即刻归还。
我们如获至宝，几个人挤在一起

看。书中的字真像高老师说的，全是密
密麻麻的繁体字，大部分都不认识，但
丝毫不影响我们阅读。我们用手指点着
字，不认识的跳过，只读认识的字，惊
奇地发现这些故事情节高老师都给我们
讲过，于是读得更起劲了，饭都顾不上
吃。

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阅读。读书的
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书读得
多了，你会发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智
慧、更加自信。

打开阅读之门的“金钥匙”

■池玉枝
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讲述了

核心人物奶奶季瓷的一生和孙女章西
芳的前半生，文笔细腻而温柔，情感
真挚而饱满。

季瓷出生在书香之家，是北乡小季
湾季先生的二闺女。父亲的学识和开
明潜移默化影响了她。她对人情世故
有着自己的认知，打理农活儿、当家
管物、迎来送往、养育后代，折射出
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使在最苦难的日子，遭遇动荡不安的
乱世，生而为人，她也要端端正正，
为尊严而活。

章家一贫如洗，一摊子烂事，外债
累累。季瓷用娇小的身躯、柔弱的肩
膀扛起重担，撑起章家的天空，引领
着家族走向兴旺。一个家族艰难跋
涉，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摆脱贫困实
现生活富足。从农村到城市，从一门
心思计算吃穿用度到追求内心情感和
精神品质，章家人齐心协力抱团取暖

固然值得肯定，但季瓷的智慧、勤
劳、坚守和掌舵作用功不可没。

季瓷劳碌一生，里里外外，忙了这
头忙那头，没日没夜操持家务，没看
过村里的一台热闹大戏，不知道清闲
日子是啥滋味。季瓷在生活了六十年
的院子里终老，生命之火熄灭之时，
西芳的生命火焰正在熊熊燃烧。西芳
从小跟爷爷奶奶住在乡下，上小学四
年级时被父母接到西安。奶奶的怀抱
是西芳成长的摇篮，奶奶讲的故事是
教人良善的乡土版启蒙教材。而奶奶
死时西芳没有哭，她正在为失恋而心
碎。

磨难教会西芳在疼痛中砥砺前行。
西芳遗传了季瓷的坚忍，从乡村初到城
市的自卑、孤独、胆怯早已褪尽，进退
从容，落落大方，像无数逐梦者一样奋
力打拼，在城市安家立身。作为市电台
情感热线主持人，她的魅力之声传遍大
街小巷，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

西芳在一场车祸中劫后重生，经

历了友情、爱情、婚姻、职场、人生
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终有所悟。
西芳多少次梦回河西章，奶奶一如既
往地在院子里和堂屋里干活儿、唠
叨；在深夜醉酒时与奶奶相依相拥，
笑中带泪，倾诉满肚子的心事；奶奶
的身影反复叠印在老年的大花表姑身
上，清晰如昨。季瓷改嫁前把一只陪
嫁的钟表包裹严实，抹上桐油，深埋
在地下。西芳意外买到它但并不知内
情，这只上百年钟表的故事暗喻着不
需要言说的生命奥秘和血脉赓续。诸
多细节让我感动——季瓷并没有消
失，而是以西芳的身份重新活一回，
在新时代里寻求和体验另一种人生。

季瓷与西芳作为不同年代的女性代
表各自独立，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
存质量诠释生命的意义；两个人物又
巧妙衔接，记载历史，续写当下，映
照精神世界。人生是多湾的河流，激
情澎湃，深情款款，循环咏唱岁月之
歌。

多湾里唱响岁月的歌
——周瑄璞《多湾》读后

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本书收录了潘向黎的经典
散 文 名 篇 及 部 分 新 作 ， 分

“茶”“诗”“好天气”三辑。作
者以独具个性的方式，将学识
与 妙 悟 融 合 、 灵 心 与 文 心 共
振，在喧嚣尘世中寻访一缕茶
香，在现代烟火中品味古典风
雅，在行走山川中赏读草木人
间，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散发
出迷人的清香，为行色匆匆的
现代人提供了慢度日常的生活
美学指南。

《清香的日常》
潘向黎 著

《纸旷野》是著名作家叶舟
的代表性短篇文集，全书分为
四辑：“蓝色的敦煌”“我的帐篷
里有平安”“世上的奇迹”“纸旷
野”。叶舟的创作，有来自西北
旷野上的猎猎风声，既有小说
的故事性，也有诗歌的文字质
地 ； 融 合 “ 经 书 的 神 圣 ” 和

“说书的神奇”，既饱含对西北
大地和边关地带的深情，又有
汉文化同西域文化碰撞而出的
奇光异彩。

《纸旷野》
叶 舟 著

本书是著名作家汪曾祺的
长子汪朗的饮食文化随笔集，
收入作者谈饮食的文章 29 篇，
写人记事，处处不离美食。如
写王世襄与汪曾祺因吃结缘、
1960 年北京川菜的普及、东西
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以及火腿、
烤鸭、豆腐、黄瓜、白菜种种
食材的历史演变。作者语言风
趣，行文中个人经历和史料融
合无间。

《六味集》
汪 朗 著

《纸上还乡》 是诗人、散文
家汗漫的最新散文集。本书以
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故乡——
河南南阳盆地为对象，展开个
人化记忆和表达。作者努力超
越具体地域的藩篱和边界，使
读者可以在“这一个”故乡辨
认属于自己的乡愁。其中既向
读者呈现了南阳盆地的自然风
情、风俗习惯、风物特产，也
通过梳理、回顾南阳的历史人
物，展现了一地乡俗、伦理为
文化提供的丰富滋养。

《纸上还乡》
汗 漫 著

《人间明暗》 是知名纪录片
导 演 范 俭 的 首 部 纪 实 文 学 作
品。多年来，范俭致力于纪录
片的拍摄。他用无声的镜头凝
视生命的兀自流动，对时代巨
变下的人性、家庭的故事投入
深切的关注。这不是一本简单
的导演手记，也不是纪录片的
文字翻版，而是一本基于大量
田野调查、聚焦普通人生存境
况的非虚构性作品。

《人间明暗》
范 俭 著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本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尹
学芸的中篇小说集，书写了一
群执拗的女性。《生死结》聚焦
女性生命体验、底层女性的生
死 场 、 中 年 “ 娜 拉 ” 的 荣 辱
录 ， 称 赞 她 们 用 被 损 害 的 生
命在黑暗中擎出温柔火焰。尹
学芸以 《生死结》 为献礼，摹
写普通女性艰难而悲壮的人生
抉择，赞叹她们在被损害的人
生中迸发出的生命力。

《生死结》
尹学芸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