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功先生会见记
三 月 前的9月 7日 晨 ，我带着陕西省文 史研究馆庆祝建馆

五十周年时编印 的大型画册《长安墨宝》和专门制做的 “长安
雅集 ”瓦 当 ，到达北京 ，下榻在同北师大仅一路之隔的北太平
庄远望楼 。后即与侯刚教授联系 ，请他向启先生约时间 。侯刚
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北师大校办主任。20年来 ，学校委派
他为启先生 日 常工作的联系人 。前不久 ，他出版了新著《启功
画传》，以详实的图片 ，记述了启先生的人生和事业 ，深受读者
欢迎 。他正在参加筹备9月 8日 开幕的启功书画展 。下午三时 ，
侯老师告诉我 ，启先生要我下午四时半到他家里 。

我如约准时来到启先生家中 ，侯刚老师已在座 。进门后 ，
启先生示意我 ，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

启 先生 曾于 1989年 来西安时 ，为陕西省文 史 研究馆写
过一幅行书 立轴（132CM×64CM）自 作诗 ：“关 中 文化溯 周
秦 ，解放新天又 日 新 ；四 秩喜逢开 国 庆 ，赓歌高馆聚 耆绅。”
现珍藏在我馆。2003年 10月 ，启先生年事 已 高 ，眼疾严重 ，还
为我馆建馆50周年题字 ：“祝贺陕西省文 史研究馆建馆五十
周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师大 中 文 系毕业的学生 ，常
请启先生为 自 己 的著作题写书名。1985年 ，我要 出版一本小
书 《唐太宗轶事》，想请先生题签 ，又觉得书不厚 ，不好意思 。
先生却在一张宣纸上 ，连写了 三个半 “唐太宗轶事”，供 出 版
社选 用 ，那个 “半”，是只写了 “唐太宗 ”三个字 ，觉得不满意 ，
圈掉了 。我在陕西省文 史研究馆任职的 10年 间 ，先生一直在
中央文 史研究馆任职 ，在全国 或部分省市的文 史 馆会议上 ，
我常能和先生见面 ，嘘寒 问暖 ，尽一点学生对老师的心意 。

想着启先生对陕西省文 史馆和我个人的关心和鼓励 ，我
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 ，从沙发上站起来 ，双手将《长守墨宝》
递给先生 ，并申 明谢意 。先生很高兴 ，连声说：“好 ，好 。谢谢 ，谢
谢。”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画册 。先生和我说了一些中央文 史馆
的事情 ，接着拿过一函线装书说 ，函 内装的是隋代智永所书真
草二体千字文影印本 。原件本为 日 本皇室收藏 ，后被小川 为次
郎卖掉五幢别墅买来交 出版社影印 出版的 ，非常珍贵 。启先生
访 日 时 ，整整看了两天原件 。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先生找出 了他手头的一本送给我 ，并
安排再买10本给我 ，还反复 问够不够 。我告诉先生 ，陕西文 史
馆现有书画馆员 、研究 员六七十位 。先生笑了 ，开玩笑说 ，那我
送不起 。我说 ，带几本送给在西安的喜爱书法的北师大同学即
可 ，剩余的赠省文 史馆图书室 ，想看的 同志可以随时借阅 。先
生说 ，是 。

不知不觉中 ，一个 多小时过去了 ，怕过分劳顿先生 ，我起
身告辞 。两年前的9月 7日 ，北师大百年校庆 ，我们几位同学相
约 ，去启先生家中 看望时 ，先生还亲 自 站在二楼楼梯 口 迎接我
们 。而今年 ，却是坐在一楼书房的椅子上 ，写字台边放着轮椅 。
看到先生身体已不如两年的康健 ，我诚恳地握着先生的手 ，希
望他 多保重身体 。先生却乐呵呵地说 ：我现在有八条腿 ，四条
肉腿 （他指着两条腿和两只胳膊 ）和 四条铁腿 （指轮椅的四条
腿）。就是眼底黄斑严重 ，看不清楚 ，写不成字 。我一边安慰先
生 ，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不太要紧 ；一边在心中默默祈祷 ，祝
先生健康长寿 。临走时 ，启先生赠我一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的《启功草书千字文》。

9 月 9日 下午5时 ，我就要离京返陕了 。三时许 ，我准时到北
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艺术专业主任秦永龙教授处辞行 。
永龙兄和我是北师大同班同学 ，毕业后留校随启先生研 习 书
法 ，在汉字书法理论与实践方面卓有成就 ，为书法专业博士生
导师 。一见面 ，他一边擦汗 ，一边对我说：“我刚从琉璃厂回来 ，
中午启先生打电话 ，要我马上去琉璃厂 。我以为先生出了什么
急事 ，赶到一问 ，先生说 ，我给姚生泉买字帖来 了 。我才放了
心 。字帖没有买到 ，我送启先生回 了家 。已派了 四个学生到西
单等处去寻。”我一听 ，93岁高龄且身体有病的先生 ，行动靠轮
椅 ，却不顾天冷 ，亲 自 到离北师大很远的琉璃厂去给我买字
帖 。我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因要赶火车 ，没有时间 当 面
向先生致谢 ，一再托永龙兄 当 面向先生转达我的谢意。过了
几天 ，永龙兄带着 12位书法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西安 ，
亲 自将 10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生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墨
迹》交到我的手中 ，了却了启先生的一桩心愿 。

启先生是北师大 中 文 系 的终身 教授 ，现在还在带研究
生。启先生活到老 、学到老 、工作到老 ，是实践北师大校训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典范 ，也是我这个北师大学生终生
学习 的榜样 ！　（姚生泉 ）

乾 隆帝贪恋天位
清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 ，雍正帝逝世 ，其子弘历继位。弘

历时年二十五岁 ，一旦继位 ，就显出了贪恋天位之意。这在后来
的 《智天豹文字狱》中 ，他的御批批得明 白 ：“忆乙卯 （即雍正十
三年 ）九月 ，朕践阼之初 ，即焚香告天 ，默祷云 ：昔皇祖 （指康熙
帝 ）御极六十一年 ，予绍膺宝位 ，不敢仰希皇祖。若邀昊苍眷佑
至乾隆六十年 ，即当传位皇子 ，归政退闲。”（见《清代文字狱档》
第四辑）

翌年 （即 1736年 ）改元乾隆 ，二十六岁 的弘历便是乾隆帝
了 。在皇帝的宝座上 ，他一年一年地坐了下去 ，忽焉到了乾隆
二十五年 ，恭逢他五十大寿 ，普天祝贺。有联云：“四万里皇
图 ，伊古以来 ，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 ；五十年圣寿 ，自 兹以往 ，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五旬万寿过了 ，又忽焉到了乾隆四十
年（1775）即乙未年 ，这年六月 ，乾隆帝又一次来到承德的避
暑山 庄 ，在山庄之 “清溪远流”以西的松林下休息时 ，诗兴大
发 ，作了首 《林下戏题》的五律 ，诗曰 ：“偶来林下坐 ，嘉荫实清
便。乐此艰偻指 ，如予未息肩 。炎曦遮叶度 ，爽籁透枝穿 。拟
号林中 者 ，还 当二十年。”

他从 “林下 ”联想到 “林下人 （退隐 ，即退休之意），并预计
自 己二十年后 ，即 当满六十年皇帝也将成为 “林下人 ”了 。乾
隆五十年 ，他又有 《林下一首叠乙未韵》：“十干又逢乙 ，九度
憩斯便 。画障老人 目 ，笋舆内侍肩 。天倪意与合 ，月 胁句休穿 ，
迅矣称林下 ，一旬非远年。”

果然非远 ，转眼到了乾隆五十八年 （1793），他离退位当
“林下人 ”只有两年了 ，又作 《林下一首叠乙未韵》：“石台石阶
则 ，来往驻舆便 。我已欣畅 目 ，人 皆得歇肩 。阴从密密布 ，风 自
间间穿 ，昔盼十年远 ，今知近二年。”

以诗中之意 ，盼者近者 ，似乎道出其归政心切。乾隆六十
年（1795），按乾隆帝的说法 ，已经到了退位当 “林下人”的时
候了 ，他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于是再题 《林下一首三叠乙未
韵》，诗中 流露 出踌躇满志的 自 负：“春秋廿如瞬 ，时节迅西
便。舜僢昔虚语 ，尧侥今愧肩 。清闲复年憩 ，嘉荫喜风穿 。不
可无诗纪 ，乾隆六十年。”这一年 ，乾隆帝八十五岁 。可八十五
岁 的他仍不放权 ，这一是出于 自 负 ，在六十年将要归政时 ，他
给内 阁的谕 旨 中 ，对 自 己的政绩作了 自 视极高的概括：“朕缵
绍鸿业六十年间 ，景运庞洪 ，版图式郭 ，十全纪绩 ，五代同堂 ，
积庆骈蕃 ，实为史册所罕觏。”（《清高宗圣训》卷六 ）二是出于
自 信 ：在位精勤 ，且 自 觉身体条件尚好 ，还能胜任天子之位 。
总而言之 ，不想交权 。

故而在乾降六十 年 九 月 ，当 他决定来年正 月 将传皇位
于太子——嘉亲王颙琰 （即后来的嘉庆帝），自 己 当 太上皇
时 ，还谕令 内 阁：“归政后 ，凡遇军国 大事及用 人行政诸大
端 ，岂能置之不理 ，仍 当 躬亲指教 。嗣皇帝朝 夕敬聆训谕 ，将
来知所禀承 ，不致错失。（《东华续录 ·乾隆一〇六》）第二
年 ，八十六 岁 的 弘历 当 了 太上皇 ，继续居于养心殿处理政
务 ，军国 大事仍 由 其操持 ，皇宫 中继续延用乾隆年号。难怪

他在嘉庆元年（1796）又傲然写下了 《林下一首 四叠乙未韵》：
“ 乙未曾斯憩 ，遥期授位便 。天恩符获 己 ，子政训犹肩 。察吏贤
及否 ，勤民吃与穿 。设帷 自 图逸 ，志敢负初年。”从嘉庆元年到
三年 ，太上皇训政 ，嘉庆帝在其面前 ，只能俯首贴耳 。若 非太上
皇于嘉庆四年正 月 间逝世 ，那 国 家政要 当 然还是由 其决断 。

乾隆帝贪恋天位 ，其心切 ，其意迫 ，其手段强悍。归政归政 ，
外应归政之名 ，内行“训政”之实。皇上——太上皇 ，直是乾纲独
揽 ，威福之柄皆不下移 ，在乾隆帝实为一体 ，非寿终正寝而绝不
罢手。所以他乙未年的 《林下戏题》，只是和臣民开了 个大玩笑 ，
“ 戏题”者 ，戏言耳 。　（杨乾坤 ）

不 为 金 钱 活 着
老约翰 ·洛 克菲勒在他 33岁 那年赚到 了 他的 第一个 100

万。到了 43岁 ，他建立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垄断企业——美 国
标准石油公司。53岁 时他又成就了什么呢？洛 克菲勒 53岁 时因
为莫名的消化系统疾病 ，头发不断脱落 ，甚至连眉毛也无法幸
免 ，最后只剩几根稀疏的眉毛。医生们诊断他患了一种神经性
脱毛病 ，后来 ，他不得不戴一顶帽子。不久 以后 ，他订做了一个
价值 500美金的假发 ，从此就没有脱下来过 。

洛 克菲勒是世界上最富的人 ，却 只 能靠 简单 饮 食 为 生 。他
每周收入 高达 几 万 美 金——可是 ，他一 星期能吃得下 的 食物
却要不了 两块钱 。医 生 史 允 许他喝酸 奶 ，吃 几片苏打饼干 。他
的 皮肤毫无血 色 ，那 只是包在骨头上 的一 层 皮 。为 什 么 ？完 全
是因 为忧虑 、惊恐 、压 力 及 紧 张 ，事实上 ，他 已 经把 自 己 逼近坟
墓的边缘 。

他永无休止地 、全身心地追求 目 标 ，据亲近他的人说 ，每次
赚了大钱 ，他的庆祝方式也不过是把帽子丢到地板上 ，然后跳
一阵土风舞 ；可是 ，如果赔了钱 ，他会大病一场 。事实上 ，是他 自
己把 自 己搞病了 ，他不得不回家 ，卧床休息 。他无暇游 乐 、休息 ，
除了赚钱 ，他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 。

他的合伙人贾德纳发现洛克菲勒周末下午还在 公司 工作 ，
就央求他说：“来嘛 ，约翰 ，我们一起出 海 ，航行对你有益。忘掉
你的生意吧 ，来点乐趣嘛！”洛克菲勒警告说：“乔治 ·贾德纳 ，
你是我所见过最奢侈的人 ，你损害了你在银行的信用 ，连我的
信用也受到牵连 。你这样做 ，会拖垮我的生意。”结果他在办公
室里待了整个下午 。永远缺乏幽默 ，永远只顾眼前 ，是洛 克菲勒
整个事业生涯的写照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闭上嘴 ，
好好干活！”但是 ，他终究是个凡人 ，他无法 忍受憎恨 ，也无法承
受忧虑 。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对这个新的 “敌人”——由 身
体内部发出的疾病 ，他感到极为茫然与迷惑 。

后来 ，医生告诉他 ，或者选择财富与忧虑 ，或 者 自 己 的
生命 。他们警告他：“再不退休，“就死路一条”。他终于
退休了 。退休后 ，他开始学 习 打高尔夫球 ，从事园 艺 ，甚至
唱歌 。他开始想 着 别 人 ，这 一生 他终 于不再 只 想 着 如 何赚
钱 ，而开始思考如何用钱去为人类造福 。

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亿万财富散播出去 。他成立了 世界性
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旨 在消灭世界的疾病与无知。当 洛克菲
勒散尽亿万财富之后 ，他终于得到了真正的满足 。洛克菲勒开
心了 ，他彻底改变了 自 己 ，使 自 己成为毫无忧虑的人 ，最后他活
到了 98岁 。克服忧虑的秘诀是 ：不为金钱而活着 ，真诚付出 ，获
得心灵安宁。（林凡 ）

培养中国的读书人

为 现代 中 国培养读书 人 口

建设书香校园 ，倡导教师读书并带动学生阅读 ，有一个极
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这就是为现代中 国培养 “读书人 口 ”。

世界上 ，凡是发达 国 家和先进民族 ，都有 良 好 的读书传
统。换句话说 ，良好的学习 型社会机制和全民读书氛围 ，能促进
国民素质和民族竞争力的提高 。

阅读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发展 ，阅读也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
美国权威杂志 《图书》在 2003年 7-8月 合刊中 公布了该刊评选的
“改变美国的 20本书”——寻找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 、美国人之所
以成为美国人或者说是塑美国性格 ，让美国人与众不同的书 。

俄罗斯更是世界上公认的 “读书民族”。在俄罗斯的地铁车厢
里 ，大部分乘客都捧着书 。车厢简直就是一个公共阅览室 。而且 ，
俄罗斯大多数人都喜欢和重视阅读文学名著。据介绍 ，普希金文
集的总发行量在俄罗斯已超过 1000万套 ，这意味着每 5个家庭
就有一套普希金文集 。巴尔扎克的作品 ，总发行量也在 1000万册
以上 。这几年 ，尽管有商品大潮的冲击 ，但经典作品在俄罗斯仍然
没受冷落 。

北欧丹麦人爱读书也是出名的 ，丹麦的公共图书馆 多得不
计其数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社区都有 ，年平均借出 图书一亿
册 。连新生婴儿也算上 ，平均每人每年借阅近 20册 。

中 国 的教育本来就很不发达 。然而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
部。更为严重的是 ，现在的中 小学生其实不读书——只读教材
能够算真正读书吗 ？

重建中 国人的精神家园
前不久 ，我通读了南怀瑾先生的 《论语别裁》，又一次沐浴

在儒家文化的光辉之中 ，也又一次经历了神圣的精神洗礼 。我
以为 ，以 《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石 ，是
炎黄子孙的精神命脉 。让青少年学生阅读儒家著作 ，汲取民族
文化营养 ，培养美德 ，健全人格 ，重建中 国人的精神家 园 ，应该
是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

“ 孝悌也者 ，其为人之本与？”中 国人的 “孝 ”就是西方文明中

的 “爱”。“悌”包括了对兄弟 、姐妹 ，一直到朋友 ，即从家庭伸展到
社会的真情 。在传统文化中 ，学问的根本 ，是培养这个孝悌 ，也即
培养人性光辉中最可贵的 “爱”。然而 ，当今时代 ，对父母兄弟也
好 ，于朋友配偶也罢 ，对于许许多 多人来说，“天下熙熙 ，皆为利
来 ；天下壤壤 ，皆为利往”，至情至性至爱者 ，能有几何？

每当 想起 “慎终追远 ”这句话 ，我总要想起胡长清 、成克杰 、
李嘉廷 、程维高 、田 凤山 、刘方仁 、王怀忠 、麦崇楷 、丛福奎等等
一长串名字 。也许 ，他们都有 “早知今 日 ，何必当 初 ”的后悔。然
而 ，他们又能怪谁呢？作为老师 ，我倒常常无端替他们 当 年的老
师忏悔。不知道这些人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 ，他们的老师有没
有给他们讲过 “慎终追远”，“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
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以及 “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
在其中 矣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还有 “克 己复礼 ，克念作
圣”，“尔俸尔禄 ，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等等 。

中 国 向来是一个学习 型社会 ，在我看来 ，新世纪的 中 国 ，提
倡干部学习 ，把每一个党政机关都办成一个学 习 型组织 ，实在
是中 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 当 务之急 。

拯救 民族创 造 力

我一向以为 ，普天之下 ，应试教育的共同症状是师生都没有
真正读书 ，其恶果是学生普遍缺乏健全的人格和创造的活力 。

读世界 “汽车之父”——福特的传记 ，我的感受极为强烈 。
出 生于一个小农场主家庭 的福特从小 对摆弄机械有一种超常
的兴趣 ，对拆装家里的钟表到了如痴如醉 、疯狂着迷的地步 。他
的姐姐说 ，我们福特家的钟表，“一看到亨利 （即福特 ）走过来就
浑身发抖”。然而 ，正是 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氛围——一种真正学
习化的氛围 ，成就了这位世界天才 。要是放在只知道死读教材 、
死抠题 目 和答案的 当 代中 国的家庭和学校 ，这位天才早就被扼
杀在成长的摇篮里了 。

我认为 ，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的责任 ，不是培养书香呆子 ，
而是培养真正的有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一代新人 。

（ 周 万祥 ）

妹 妹 我 思 之
凡读书识文字者 ，最怕那错别字 ，因 为它常常 会闹 出 笑

话 ，甚至令人陷入尴尬和难堪 。典型的例子 ，就有明代浮 白 斋
主人《雅谑》中 的 《琵琶结果》，其中 言某人献枇杷果与县令 ，帖
书却将 “枇杷”错写成 “琵琶”，遂被嘲 以诗云：“琵琶不是此枇
杷 ，只为 当 年识字差 。若使琵琶能结果 ，满城箫管尽开花。”对
联中 嘲写错别字 者 ，佳联亦不少 。

清末有年科考 ，应试作文的题 目 是《昧昧我思之》，此句 出
于 《尚书 ·秦誓》，昧昧者 ，暗暗也 。昧昧而思 ，就是深潜而静
思。谁知有一考生 ，将 “昧昧 ”错写作 “妹妹”，此两字一错 ，文
章 自 然做得离题万里 ，成了哥呀妹呀的爱恋之语。考官 看后 ，
信手批之 ，两语相对 ，竟成一联 ：

妹妹我 思之

哥哥你错矣

也在清末 ，何秋辇的世侄留学国 外 ，谁知给何写信 ，将
“ 辇 ”字错字成“辈”，又将“草菅人命 ”错写成 “草管人命”，何秋
辇遂作一联寄之云 ：

辇 辈 同 车 ，夫 夫竟作 非 非 想 ；

管 菅 同 官 ，个 个都存草 草 心 。
联中既解字 ，又惇惇教诲。这类嘲错别 字的对联 ，清初也

有 ：苏州秀才韩慕庐 ，中进士前在一蒙学馆任教 。该馆主人不
甚通文墨 ，却爱给学生上课 ，故而将许 多字念错 。有一天 ，韩
慕庐外出 ，此人又教学生读 《礼记》中 的 《曲 礼》篇 ，中 有 “临财
毋苟得 ”之句 。毋音吴 ，表示禁止 ，意即 “不要”，而此人却错读
“毋苟”为 “母狗”，某名 士过窗前 ，以为是韩读错 ，遂 出 句大声
嘲之 ，适逢韩回馆 ，听此言 ，随即以应 ：

曲 礼一篇 无母狗——某名 士

春秋三传 有公羊——韩慕庐

《春秋》三传指 《左传》、《毂梁传》和 《公羊传》公羊相传为
战国时的公羊高 。

“ 文革 ”中 ，某省紧跟四 人帮的一个帮派头头 ，混入 省图书
馆任负责人 ，职工奉命学 习 《反杜林论》，此头头听人说 “杜林
胡说什么什么”。他不知道恩格斯有 《反杜林论》，更不知杜林
是德国哲学家 ，而以为是 “杜林胡”，又以为 “杜林胡 ”是国 人 ，
是 当 时新 冒 出 来 的 大批判对象 。于是强行命令职工批判起
“杜林胡 ”来 。他到书库视察 ，竟将《镜花缘》读为 《镜花绿》，有
人作联以讥之 ：

一代 奇 书 镜花绿

千秋名 士杜 林胡

（ 望坡 ）

阎 冬 长 篇 小 说
《金盆花开》出 版

本报青年记 者阎 冬历时两 年创作 的 长篇 小说 《金 盆开
花》，近 日 由 中 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计 23万字 ，是一部
现实主义的作品 。

该书 以 当代中 国农村改革为大背景 ，通过城市和农村两
个生活场景 ，叙述了 以下派干部周逸 山 为代表的农村村级干

部带领农民致富的感人故事 。全书 围绕修井 、迁坟 、建厂 、开发
旅游项 目 等生动的事件 ，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
具有浓郁 乡 土气息 。同时 ，该书对婚外恋 、官场腐败等社会问
题进行揭露 ，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

该书故事情节曲折感人 ，人物命运跌宕起伏 ，语言朴实质
感 ，是一部耐读 、耐看的作品。有少许存书 ，需购买者免收邮
资 。需要一睹为快者请与本报联系 。邮编：710003。地址 ：西安
市莲湖路 239号。联系人 ：阎瑞先 。

拼命刑警——裴玉玺

寒 冷 的 冬 日 上午 ，笔 者兴致勃勃地来到 了 地处 秦 巴 山
区 的安康铁路公安 处刑警支 队 ，采访破案能手裴 玉 玺 。这
位老刑警 ，被大伙称 为 “拼命刑 警”！他 曾 经与 罪犯 展 开
过生死较量 ，曾 一个 人 单枪 匹马 抓 获 过杀 人 凶 犯 。他 先
生破获 刑事案件 770余起 ，参 与 集 体 破案 1180起 ，抓 获
各类 违 法 犯罪分子 1340余名 ，为 国 家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290
万元 。

裴 玉 玺 精精干 干 ，他是刑 警 支 队 安 康 大 队 的 副 大 队
长 ，已近不惑之年 。在铁路刑 侦 战线上摸爬滚打了 二十 多
年 ，为 了 保 障铁路线上 的 治安稳定 ，他奉献 了 自 己 的 光 和
热 。去年 2月 18日 ，西安开往汉 中 4775次 列 车在安康车
站停车时，3号车厢上车旅 客 任鹏 ，因 人 多 拥挤 同 一 男 子
互相碰撞 ，发生矛盾 。上车 后矛盾进一步激化 ，二人 在互

相撕打过程 中 ，该 男 子 用 刀 片在任鹏面 部划 伤 后 下 车逃

窜 。伤 者被送往安康铁路医疗 治疗 。经检查 ，任鹏面部被
划伤 6处 ，共缝合 29针 。案 件 发 生 后 ，裴 玉 玺带 领一 名
侦察 员对案件展开了 侦破。2月 19日 7时许 ，裴 玉玺带领
侦 察 员 根 据线索 ，在安 康市寇 家 沟 村将 嫌 疑 人 曾 家 平 抓
获 ，经审查 ，该曾 对故意伤害旅 客任鹏的 犯罪事实供认 不
讳。9月 27日 12时许 ，裴玉 玺根据线索 获 悉 ，犯 罪嫌 疑
人 罗 西宾在安康火车站 广场准 备 向 他人 出 售毒品咖啡 因 ，
他带领一名 侦 察 员将其擒获 ，从犯罪嫌疑 人 罗 西宾 身 上缴
获 白 色粉末状咖啡 因 98.5克和淡黄 色粉 末状 咖啡 因 162.2
克 ，共计 260.7克 ，罗 西宾 对 自 己 涉嫌贩 卖 毒 品 的 犯 罪事
实 供 认 不 讳 ，被 依 法 刑 事 拘 留。10月 28日 至 11月 1
日 ，铁路安康分公司 材料室 院 内 连 续 发 生通讯 电 缆 被盗案
件 ，裴 玉玺接报后积极展开 了 侦 破 工作。11月 8日 凌晨 2
时 30分 ，裴 玉 玺带 领 四 名 侦 察 员 将 正 在 实 施 盗 窃 通 讯 电
缆 的犯罪嫌疑人 陈兴壮和张 梦 祥 当 场抓 获 。缴 获 了 赃物通
讯 电 缆 线 300余米 （价 值 2万余元 ）以 及 铡 刀 、编 织袋 等 作
案工具 。经审查 ，犯罪嫌疑 人 陈兴壮和 张 梦 祥二 人 交 待 了
自 10月 份 以 来 先 后 四 次 盗 窃 铁通安康分 公 司 通讯 电 缆 价
值 13万余元 的犯罪事实 ，两 名 盗 窃 者 被刑事拘 留 ，等 待
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

（ 图 为 侦 察 员 裴玉玺深 入铁路沿线调查 访问 ）
（ 于 飞 龙　邓 洁 军 ）

夜 晚 读 书

我喜欢夜晚读书 ，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我看来 ，这
是最好 的读书时间 。虽然也听别 人说过 ，真正的好学之人 ，读
书是不 会讲究条件的 ，只要有好书读就行。可我总觉得有些
书选择在一定的环境和心情下来读 ，其效果和情趣是大不一
样的 。

我住的是 单元楼一间 10余平方米的小屋 ，每逢夜晚 ，我
喜欢独 自 一人躺在床上 ，泡上一杯热茶 ，手里捧上一本借来
的心仪 已久的书细细品读 ，便可以尽情享受这夜晚读书的乐
趣 。

记 得从上学的时 候起 ，就养成了夜晚读书的 习惯 ，每有
好书在手 ，我便如获至宝 ，待夜深人静时拥衾而坐 ，一个人不
计时间地读下去 ，便有一种 “世人 皆醉我独醒 ”的快乐 。

喜欢夜晚读书 ，尤其喜欢那静谧处捕捉一缕暗香盈袖的

惊喜 与满足 。只要捧起 自 己喜爱的书 ，纵然蜗居斗室 ，也犹如
拥有了整个 世 界 。记得每次读到精彩处 ，总会为文中 的一句
话 、一个词甚至一个字玩味很久 ，拍案叫绝 。这种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的感觉 ，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

夜晚读书的过程 ，也是使 自 己心灵得到净化的过程 。每
当 我读到一本好书 ，就好像 与许 多高 尚 的 灵魂在对话 ，与许
多 伟人在促膝交 谈 。有次读完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我深深
为 书 中 主人公的命运而担忧 ，我觉得生命短暂 ，现实生活中
的得 与失 、悲与喜 、荣与辱 、聚 与散 ，都不过是过眼烟云 。想到
这些 ，白 天 自 己遇到的烦恼和不快 ，实在是不值得一提 ，皆在

那 顷刻烟消云散了 。

我喜欢夜晚读书 ，正是这夜晚读 书 ，使我少了一分寂寞 ，
多 了 一分美 丽的心情 。　（张兴 ）

阅 读 有 感
吵闹 和喧 嚣 已 成 为现 代 人 生 活 的主旋律 ，人和人 的碰

撞 、人和物和摩擦成了 人 们每天 无 从逃避的必修课 。快节奏
的工作和 多元化的 生活在给人们带来快 乐和温馨的 同时 ，也
带来了 困扰 ，带来了 厌恼。心 灵 ，时常被揉搓得备感烦躁和倦
怠 。触 目 那些发黄或簇新的 书籍 ，那睿智的 灵光将我们的双
眼照得鲜亮而清澈 ，就让灵魂在阅读中 沉淀下来吧 。

仔细地看完一本书 ，是要一定时间的 ，得耐住寂寞 。记得
一位心理学家说过 ，每天抽 出 一定时间进行阅读的人 ，无论
在心理承受 力还是 自 制 力上远比不阅读的人强 。这话我信 。
在旋转的世界 中 ，拥有沉静独立的个性和专注是一种难得的
气质和能力 。在夏 日 的午 后 ，品一杯香茗 ，静静地欣赏一本简
单而轻松的小说 ，用心默默感 应 ，在原本已经麻木 的神经上
引 起一丝悸动 ，无疑是一种最平静却具有意义的娱乐 。

真正让灵魂沉淀下来的是阅读 ，人们运用 自 己的文字编
织无比美妙的故事 ，也创造 了 自 己美好的人生 。信息时代的
变化莫测令人 目 不暇接 ，人们摄取知识和资讯的渠道 、方法
也是 与 日 俱增 。潜心阅读 ，不断阅读 ，才能感受和体验时代的
变化发展 ，在 自 然风物的描绘 中 沉淀着社会历 史的内涵 ，使
自 己变得敏锐 、独立 、富有创新精神 ，同时保持 自 我的一种观
察和思考的视角 。

余秋雨先生说 ，“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 ，阅读是锻铸的重
要一环”。打开书 ，走进五彩缤纷的思想丛林 ，使心灵沉淀下
来 ，静静地 ，慢慢地 ，我们便会感到那异香弥漫 ，沁人心脾 ，也
总能在这油墨的芬芳中 感悟些什么 ，领会些什么……

（ 于道滨 ）

恋 书

我不是出 身于书香门第 ，小时也不是读书的料 ，语文成
绩老是不及格 ，本来我们那里的教学水平就不高 ，可想而知 ，
我的成绩是差之又差 。然而 ，就是榆木疙瘩 ，也有开窍的时
候 ，就在我以大 山深 处走向省城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熏陶下 ，
在上技校的那个 中学时代 ，我偏偏爱上了书 ，从此与书结下
了 不解之缘 。

后来 ，参加了 工作 ，也常常把省下来的钱用于买书 ，也常
招来母亲和妻子的责怪 ，都已是 30多 岁 的人了 ，买书还有啥
用 。但是 ，他们是不知道一个读书人是多么地愿意买书 、看
书 ，成为书的富有者 ，成为知识的所有者 。

记得刚结婚的那年不久 ，妻子的外甥女到我家来玩 ，看
到我有 如 此 “丰
富”的书 ，要借几
本 ，我便将她借
的 书 名 记 在 了 笔

记本上 ，这 个 举

动遭 到 了 妻子
的不满 ，我说 ，

怕丢 ，要是丢了
就 可 能 再也 买
不 到 了 。妻子

说 ，丢了你不要 。我说 ，那不行 ，我喜欢读书 ，就像我喜欢你一
样 。妻子还是闷闷不乐地说 ，你是个书虫 。

近三十年 来 ，我由 一个不爱读书的少年 ，成长为一个拥
有几百本书的 中 年 ，并且在 书里寻找到了 自 己 的欢乐 ，那就
是读书之 乐 。在工作之余 ，在夜深 人静之时 ，捧读一本 自 己喜
欢的书 ，把一 切人间烦恼都抛在脑后 ，在书创造的世界漫游 ，
那是一种 多 么美 妙的境界啊 。

我喜欢读小说 ，那文 中 的人物情节 ，都在你阅读的时刻 ，
在你的脑海里为你营造了斑斓的世界 ；我喜欢读散文 ，那优
美的意境 ，深邃的语言 ，会让你的 灵魂得到陶冶 ；我读诗 ，诗
给我浪漫的想象 。我读 史 ，史让我辨古知今 ；我读名人的传
记 ，以那一行行字里 ，我能找到他们生活的足迹……

人 各有志 ，我读书 ，买书 ，无怨无悔 。
我永远 也走不出 书的身影 ，永远恋着书 。　（杨成英 ）

田 园 冬 读
天 气晴和的 冬 日 ，又逢双休的 日 子 ，我总是揣上几本书步

出 寓所 ，到 乡 间沿着那绵长的 田 园小路漫步 ，让清新的空气涤
尽积在胸 中 的沉闷 。然 后找 一个宁静的地方或向 阳 的湖畔 ，
或背风的 山坡 ，一个人静坐着专注读书 。

在冬 日 的 田 园里读书 ，有其独有的氛围和情趣。一是秋的
喧哗已消退 ，田 园显得宁静而详和 ，营造出一种宜于读书的安
谧环境 ；二是走出家门后没有了家务缠绕 ，一颗心可以无牵无
挂地泛舟书海 中 ；三是这季节草已枯黄 ，坐在草上感觉柔软如
褥 ，比家 里的沙发还舒服 。更有那酥酥的 冬阳 ，把田 野的空气烘
得酽茶一般的醉人 ，有种荡气回肠的愉悦感 。若读累了 ，可以放
下书 ，欣赏一番 田 园风光 ，看看那平静的流水 、翠绿的麦苗 ，看
看远近的村舍以及悠然升起的炊烟 ，这一幅幅幽美的景致与读
书的心境 是最相宜和拍的 。也可以躺下去承受冬阳的爱抚 ，合
上眼睛打一个盹 ，感受一份温暖的惬意 。

在 冬日的 田 园里读 书 ，我总是读些精短而意味隽永的散
文随 笔 ，特别 是游记之类 。一册翰墨在手 ，万种风情入眼 。伴
着文字的韵律 ，登名 山 ，游胜水 ，出仙宫 ，入琼阁 。观奇峰倚天
之势 ，听瀑布飞溅之声 ，赏关 山 逶迤之雄 ，品霞霓联翩之秀 …
… 思绪驰骋于旖旎风光之 中 ，常常忘 了 日 已西斜。黄昏降临
回家时仍然 余兴未尽 ，心 里 老是叨念着 ：田园 冬读 ，好似饮了
一杯甘醇的美酒 。　（陈 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