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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正义》：养浩气的工具型读物
◎ 赵晓东

荆轲刺秦、专诸刺王僚之类故事众人耳熟
能详，故事主人公折射的“士”之美德浩然源
远，铸魂入髓。

百年树人的终极目标需要社会、家庭、个
人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有适宜的载体以学习、
以借鉴、以规范。浩繁书籍茫然无可下手之际，
笔者惊鸿瞥得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编著的

“新时代文化自信丛书”，中有《崇正义》一册，

翻来覆去，慨叹此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
代思想水乳相融的优秀读物，情不自禁提笔
推荐。

《崇正义》全书由两大部分构成，前三章
《国家治理》《社会责任》《个人追求》为第一部
分，最后一章《义利之路》为第二部分，把人生
达者兼顾天下、穷者独善其身为主旨的古代名
家名言，作了各个方面摘录，并进行新时代的
现实演绎和精巧组装。每一则名言，由“名言+
出处+释义+解读”组成；第一部分的每一章又
整齐地分为三节，九节中共提炼出九个“义”
字，有王义、公义、廉义、忠义、礼义、孝义、气
义、侠义、殉义，帮读者从“义”的方方面面进行
深度理解，可谓古今“义”之集大成；然后在第
二部分即最后一章中，以“义利之辩”为标题，
提出“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三个
内核的关联与辩证，相互交错又层层递进，升
华全书主旨，回答“崇”从哪个角度、哪种心境、
哪处修为、哪样目的来进行，电光击石，怦然
动容。

该书作者营造出如此氛围，需要经历一个
怎样的涅槃过程？首先，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
挑选警言警语，就是一个读破万卷书的过程。
作者程少华先生职业生涯有此优越性，他在人
民日报社有多岗位磨砺的供职经历，读书、写
作、发布的日常循环，造就了知识日积月累，加
上系统地涉猎了中国古代论著，成为发自内心
自觉的动力，能赋予《崇正义》一书的思想性、
知识性、时代性、实用性完美结合。全书16.5万
字的容量并不浩大，但是古籍经典诸如四书五
经、二十四史、汉晋名著、唐宋诗词、明清小说

直至民国文人，皆有选入，星光灿烂，大河奔
涌。页页溅起洁白晶莹的浪花的背后，是作者
十年如一日的心静如水，是“学者非必为仕，而
仕者必如学”的认真践行。

其次，高屋建瓴的深度概括。《崇正义》一
书中每一则“释义”和“解读”都是该书作者参
悟先贤思想的结晶，然后用优美的现代语言予
以评述。如针对文天祥《衣带赞》中“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解读时，作者
用了超乎常人的语言，动情之句奔涌笔尖：“他
的生命之河最后流成一条飞奔而下的瀑布，形
成一条笔直的站立的银河！”抒情诗一般的意
象更加突出了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
大，使读者心灵深处涤荡一切污浊，唯余空天
碧海。对“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作者引用了
荀子《大略》中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解读为：“荀子继承和超越了孔孟的义利思想，
形成非常实用的‘义利两有’价值观。”还进一
步引用《大学》之“以义为利”释义说：一个国家

“应把道义作为最高利益”，在国际合作中既崇
尚并主持正义，又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达到
合作共赢的结果。

第三，学以致用的践行守则。《崇正义》一
书体例是撷取先贤名言名句精粹而成。每一则
长不超过70字，短则如摘得《左传·昭公四年》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样，不过一二语。最短
的连标点符号仅有八九个字，如《论语·尧白》
之“不知礼，无以立也”；又如《周易·文言》之

“利者，义之和也”。更多的是征引诗之绝句，如
王维《少年行·其二》，28字就道出唐人尚义任
侠、义无反顾地慷慨从军的忠国情怀。又如道

家代表人物文子，作者选录其《符言》之一句：
“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简洁果断，易记易
行。这类实用性极强的思想精华一再联袂而
出，反复选用、解读，摄人心魄，掩卷可用，实为
该书精髓。

第四，涤荡心灵的未成年人普及读物。《崇
正义》及整部“新时代文化自信丛书”，按李长
喜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开宗明义是为“担任
领导职务的干部坚持学习”的读物。笔者细览
全书，认为还应扩大受众范围，向广大青少年
推广，向未成年人学生及家长推广，作为励志
精品，让他们从中汲得养分，更好成长。一个人
的品行能否高洁，与未成年时的教育息息攸
关，从小树立古人“士”之品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方能把古人奉行的“义者，正也”牢
记心中，并尊崇一生。总之，《崇正义》看似简单
的古代警言警语组合，实则匠心独运，值得教
育界深思，值得社会面普及。

以上可以看出，少华先生知识宽厚，一丝
不苟的严谨在书中也略见一斑。书中所举司马
光赞伯夷、叔齐品高行洁之《题伯齐庙》绝句，
非信手由之，而是锁定二人后，遍涉“屈原、陶
渊明、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司马
光、文天祥、刘基、顾炎武”十家以上的论著，最
后才落子“饿死沟中人不识，可怜今古几何人”
加以引用。而对孟子定义的“大丈夫”解读，也
是遍涉同类事例深入“链接”，告诉读者诸如
《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就有“在此基础上不
断丰富和发展大丈夫的精神内涵”的事例。如
此读书人，如此著书心，本身就是崇正义、知敬
畏的楷模。

刚刚沉降下来的夜色夹带着略微寒意，
我从出租车司机手中接过《土地生暖》，尽管
看不清书名，心里的暖却瞬间泛起。这些暖
意是一个人的执着坚守和坚韧付出点燃的，
还是书中文字生发的力量与光芒，一时竟无
法评判。

借着小饭馆里几分昏黄的灯光，打开档
案袋，土地的颜色赫然呈现，书的封面和封
底都是淡淡的黄色，就像一小块土地，有蝉
鸣、有风雨、有窑洞、有柴火和雪夜……作为
一个与文字结缘的人，赵会宁告诉我们：土
地是暖色的。

我在乡村的春去秋来中经历过，漫漫的
黄风和无尽的长夜使我深刻体会到：孤独、
寂寞、坚守是何等的付出，难熬、难过和难受
常常像是商量好了，在沮丧、失意和伤痛的
时候，一起挥舞着大棒朝你逼来，将你打倒。
这一刻，你想站起来，需要一种力量，渴望一
点光亮。于我而言，唯有文字。读书和写作，
让我张开羽翼，在文学的大道上飞得更高。
赵会宁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曾
在一所乡村学校任教，深爱着文字的同时文
字也垂爱着他。在水滴石穿的岁月积淀中，

文字让赵会宁与众不同、内心飞翔，拥有自
己的天下。大地上的赵会宁，既是一道生命
的光影，也是岭上塬下的一阵风、一棵树、一
株庄稼、一声呐喊。

赵会宁写了那么多村庄和土地的文字，
一定是时常凝望着烟雨葱茏的人家、眺望着
大雪满山的原野。一景一物、所思所念，在他
的心中开始虚构和生发，有些感觉更深邃、
有的感受更有情义，幻化、升华，一幅新图景
在眼前徐徐展开。

由此，他从一个文学青年日渐走向成
熟，他的作品《土地生暖》《塬上梅花清白
开》《倾斜在乡间的修辞》《大地生欢》陆陆
续续在报刊和网站发表。如此丰盈的文字，
以地为母，生生不息。毫无疑问，在当下的庆
阳文学星空，赵会宁也是璀璨明亮的一枚。

他的文字有烟火气：“一声‘刺啦’，萝卜
丝、葱段在油里成了亮黄色。水入锅，锅盖已
摁不住喷香的味道，一缕香气飞出窗棂，整
个庭院都被香气笼罩着。早和好的稀面糊在
灶前已等候多时，锅开了，拿起筷子搅拌着
将面糊倒入锅里。几分钟后，一锅拌汤便拱
盖而出。”

他的文字有乡土气：“‘吱——’‘吱吱
——’，进而‘吱吱吱……’。试探结束后，叫
声重新蓄积力量，一腔兴奋大胆破土而出，
一只蛐儿便在墙角酣畅地高歌起来。”

他的文字有灵气：“在这游丝般的香
里，剥落的豆子触碰了簸箕的底部，清脆的
声音一粒接着一粒均匀地点缀进来，赶路
的雨短暂驻足后绕过屋舍，循着屋后的小
路离去了。”

正宁是赵会宁的故乡，故土情深。我不止
一次踏上正宁的土地，因为承载着浩浩荡荡
的子午岭，这一方土地钟灵毓秀。有一年，穿
越罗川、拜谒黄帝陵、夜宿调令关，那一程山
水，过目难忘，历久弥新。一片高天厚土，因了
赵会宁这样的歌者，重唤我美好的记忆。

庆阳文学要想走出去、走得更远，也许
道阻且长，也许一夜花开，总有默默耕耘暗
暗用力的作者，不经意间带来突然的惊喜。
在文学的大地上，在岁月的土壤中，要想收
获更多的激情和理想，唯有把腰弯得更弯，
把犁铧擦得更亮，一路不停。

寒冬时节，土地生暖。这是雪在燃烧，也
是花在酝酿。

遇见光，
追逐光，成为光

◎ 陈陈

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许是
萍水相逢，擦肩而过；也许是顺路同行，相伴一
程。即使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不能永恒，但有些人
的出现，就像烟火一样绚烂，让我们的世界也变
得明亮起来。而这一时刻的绽放，会让我们收获
力量，鼓起勇气再往前走一走。如此，我们也能够
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何其有幸，我遇上了青年作家邹佩，从此，开
始了我的人生新篇章，成为她写作队伍里的一
员。《明天更好》是她的新作品，一部温暖的散文
集。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能让我共情与动容，她
的文字温暖、明亮，有力量，温暖了我某些迷茫、
焦虑的瞬间。

从办公室文员到青年作家、励志讲师，邹佩的
职场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成功可以一蹴而就。
只要你认准了，那就去做，没有理由。你的未来是
什么样，取决于现在的你怎么做；从夏天去健身
房、冬天下雪学车以及非洲草原上的毛尖草中，我
们明白：那些越过越好的人生，都是因为多熬了这
几步；老妇人和棉花袄子的故事中，外婆对外孙女
的爱如同宁静的湖水，清澈而深邃。这让我们懂得
了：亲情是人类最基本、最纯粹的情感之一，它有
着独特的气息，给予我们温暖和安心。

初读邹佩的文章有久别重逢之感。《明天更
好》不单单有邹佩追逐梦想的脚印，更有一双善
于发现美的眼睛，有对于生命的感悟，有给女孩
子的人生忠告。我们内心想要的东西，不只是踮
踮脚尖那么简单；所有的收获，一定要全力以赴
奋不顾身；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所以，无论什么
时候，能激励你，温暖你，感动你的是充满力量的
你自己；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
都是光明的；不指望谁，不羡慕谁，不小看谁，不
嘲笑谁，不依赖谁，默默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
子；即使身处泥潭逆境之中，也要永远保持乐观
向上的态度，并一直充满热忱。

今天，她顽强、坚韧、自强不息、乐观、自信、
有目标、有想法，她完成了很多人不敢想也不敢
做的事情，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那个更好
更特别的自己。

读完《明天更好》，我越来越觉得：杰出的人
都是相似的，他们明亮但不晃眼，自信又懂收敛，
让你仰慕的同时，又能给你持续不断的力量，却
毫无优越感，也没有惴惴不安的得失心，只有沉
静的自信以及壮阔的谦卑。如果您也拥有一本邹
佩的《明天更好》，细读它，品味它，慢慢地欣赏
它，相信那些美好的文字，会为您平凡的日子增
添一抹光亮和新绿。

你是平凡，却又温暖的天使，此刻的遇见，是
我一生的追逐。

抄书笔记本里的
旧时光

◎ 侯淑荷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收拾旧物，在转角书柜的最
下层，无意间看见了几本少年时代的抄书笔记本。

看着这些笔记本，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亲切
和欣喜。记得年少的我十分喜欢读书，父母给的
零用钱都用来买书了，可是父母给的零用钱极
少，根本满足不了我如饥似渴的读书愿望。于是，
和几个兴趣相投的同学商量，我们用有限的钱，
分别买不同的书，大家相互借阅，这样就可以多
读一些书了。因为是借读的书，不能时常翻阅，我
便用笔记本摘抄了很多书中精彩的段落，我这几
本旧笔记本里抄满了那些年读过的书。

翻看着这些早已泛黄的旧笔记，犹如推开旧
时光那扇虚掩的门，那个年少时爱读书的自己便
与我隔空相遇。那一本本曾经读过的书，以及读
书时的心情也被我一一记起。

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燕子的书。那时
的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在笔记本上抄录喜欢的段
落有十六页之多。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卡
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是丛拓的书。我也
曾用大量的篇幅抄写了其中的精彩片段。《简爱》
中那个出身贫寒却不甘受辱，敢于抗争，追求平
等与幸福的女主人形象让我感到震撼。《追风筝
的人》中的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是一个孩子
对另一个孩子的忠诚表白，让我无数次落下感动
的泪水。席慕蓉的《七里香》是小雅的书，初读这
本诗集，我就爱上了席慕蓉的诗，并为之痴迷，几
乎把这本诗集里的诗全抄了个遍。自己也曾仿写
一些朦胧小诗，偶尔也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

想想那时的自己，读书是极其认真的，抄书
笔记也写得一丝不苟，每一段文字都是用楷书工
整地写的，并注明了出处和书中页码。从小喜欢
画画的我，还在笔记本上涂鸦一些插图。有的在
摘抄一本书的起始处，画上与这本书有关的景色
或人物；有的在抄完一首诗或者一段文字下面画
一丛花草；有的随意插一幅时装美女图……这些
活泼的插画，让密密麻麻记满文字的笔记本变得
独特而可爱。

我坐在午后的阳光里，翻阅着抄书笔记，这
些带着温度的字迹和插图，让我重拾抄书岁月里
的种种美好。那时的我，生活简单而快乐。有书
读，有梦想，未来可期。感谢那些认真读书的日
子，虽然早年读过的书，有的早已经淡忘，但是那
些散发着墨香的文字，以及书中那些闪耀着人性
光辉的人物，早已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的成长。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离那个爱
读书的自己渐行渐远？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
地读一本书了？现在的我有很多藏书，却少了读
书的热情和耐心，更不会一字一句地摘抄书中精
彩的段落了。

我想，我是该重新静心地读一读书了，重新
捧起书本，让书香润泽流年，安抚日渐浮躁的情
绪，为迷失的心灵找到回归精神家园的路！

城市书房
◎ 刘强

我是在街头闲逛时初识这间城市书房的。一
间精致的小屋，外墙上画着生动的漫画，蓝天白云
下，树木葱茏，鲜花绽放，一名小学生正在捧读书
本；漫画边缘有一个圆形读书会的标识，上有“读
书成就梦想、知识点亮人生”的标语。书屋的正上
方，写着“花语书香——城市自助书房”几个大字。

花语书香，这个词太好了，我暗暗赞叹。花
语，是用花来表达人的语言；书香，是阅读过程中
的曼妙体验。繁华的都市，有林立的高楼，有匆忙
的脚步，有嘈杂的车流，也有跃动的暗香。花，姹
紫嫣红，柔软心灵，装饰人间。花之美，是惊艳、是
芬芳、是感动、是纯真。花开，给人以希望，给人以
愉悦，我想，应该没有人不喜欢花吧。书，是人类
文明的果实，进步的阶梯，城市书房是钢筋混凝
土世界里的一瓣芳香，一个温暖的文化符号。在
这座城市，把花语与书香并论，并以此为城市书
房命名，是多么浪漫的事啊！

要进入这间书房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刷一下
证件或借书卡即可。书房并不大，大约20平方
米，里面陈列着两千多册各种类型的图书。少儿
读物、励志故事、职场课堂、古典名著等书籍林林
总总，应有尽有，适合各个年龄层次、不同品位的
读者分类阅读。书房里配有长桌长凳，可以容纳
十几名读者同时阅读，借书还书实现了全自动管
理，非常便捷。

我取了一本散文集坐下来阅读。旁边有一个
小女孩问妈妈：“妈妈，为什么这间书房叫‘花语
书香’啊？”“因为你们是祖国的花朵，只有多读
书，努力学习才能结出沉甸甸的果实呀。”妈妈充
满智慧的回答让小女孩可爱地笑了，于是认认真
真地看起书来。

临近傍晚，在我起身欲离开时，看到书房的
一角挂有一本《读者留言册》。随手翻看，有读者
写道：“这里就是我家的书房”；有读者写道：“在
这里我仿佛闻到了花香，与书香一样迷人、美
好”；有读者写道：“书店让我远离了网络游
戏”……这些或稚嫩或苍劲的文字，激起一股股
暖流涌遍我全身。

高楼大厦与宽阔马路并存的城市，也生有千树
繁花；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喧嚣里，也藏有万卷书
香。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传递于更多人，城市
书房也会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一道成为影响城市
的力量。我们以琅琅书声，来消融风雨、净化心灵；
我们用盈盈书香，来汲取力量、助力成长。

花语与书香，一样令人沉醉。城市书房，是城
市的灵魂。

品书香 度寒假 刘辉 摄

力量与光亮
——读赵会宁散文集《土地生暖》

◎ 路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