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情怀】11副刊２０21年 1月 19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家庭相册
搬家时， 父亲几乎变卖了所

有的东西， 有他亲手制作的脱谷
机， 用电带动旋转就能事半功倍
把玉米棒瞬间脱成粒， 这可是父
亲的“杰作”。有那个水泵，因为地
下水位的下降， 我和父亲用一天
时间挖制了一个五米深窖， 把水
泵安放在窖里， 水很容易就能甩
到地面上来。 还有很多农村生活
的老物料， 每一件都用尽了父亲
的心思，倾注了父亲的心血。可父
亲最不能割舍的竟然是那根不起
眼的、挂在房梁上的扁担，它已经
被岁月侵蚀得失去了光泽。 在它
细密的纹路里， 我仿佛看到了一
个风烛残年的老者。

父亲说， 每一根扁担都是一
块好木料，做人应该像扁担。我忽
然一愣， 一向少言的父亲竟然说
出这么深刻有哲理的话来。

在父亲的内心， 这块小小的
扁担，有着数不清的心酸、辛苦，
甚至屈辱后温暖的慰藉。 然而它
朴素、憨厚的外表，默默地承受并
担负起命运给予的苦痛。 在并不
轻松的短暂生命里， 唱着咿呀咿
呀一首看似轻轻松松的歌， 完成
了自己的使命。

我知道， 父亲难以割舍的另
一个原因，是扁担救过父亲的命。

分家后的父亲母亲， 没有分
得一分家产，除了一根扁担，还有
300元外债。 在那个年代，300元，
无异于天文数字。

父亲就用一根扁担， 担起了
生活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寒暑

雪霜。岁月啊，从来不曾亏待勤劳
致富之人，父亲用这根扁担，挑出
了三间土屋， 和从贫苦走向幸福
的五口之家。

春天，挑麦种，上泥坡。夏天，
挑化肥粪水。秋天，挑沉甸甸的粮
食。初冬，父亲把打好的粮食再一
担一担挑到镇里， 全凭一副肉身
和这根扁担。

有次春播， 父亲为了赶在一
场春雨后及时播种， 出个齐整喜
人的青苗， 从后山的陡坡上抄近
路绕到坡顶的田地时， 心切失了
足，从泥土坡上滚落。多亏了这根
扁担，是扁担勾住了一棵小树，救
了父亲……

父亲的膝盖、腿脚，都有不同

程度的划伤，好在没伤筋动骨，都
是些皮外伤。 父亲的脸上因此至
今还留有一块五公分的疤痕。

父亲后来又做了一根新扁
担，把他的“恩人”敬于椽梁之上。
多年后， 父亲竟然把老扁担改成
了矮一点窄一点的手杖， 紧紧地
握在手里，从此相依不离。

在父亲眼里， 这根扁担不是
一根普通的扁担， 他倾注了一个
农民朴素的情感， 相处了五十年
的光阴岁月。父亲说过，“人”字多
一横念“大”，人之所以长大，就是
因为肩上多了一根不屈服于生活
的扁担，多了一份责任与使命。

扁担，诲人不倦的扁担，陪伴
了一个家族的成长与记忆。

□朱宜尧 文/图扁担父亲

□彭涛 文/图如师如父
二十多年前， 我成为一名新

教师， 学校安排了郁志康老师做
我的师傅。 我对学校的安排并不
满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我
俩年龄相差太大了， 几乎没有什
么共同语言。

第一次被郁老师听课， 郁老
师坐在教室后面， 认真地记录着
我上课的每一个细节。课后，郁老
师说我的课上得还行， 只是有些
细节还需要打磨。 对于郁老师的
鼓励，我不以为意，狂妄地认为自
己的课堂上绝对不会出什么纰
漏。郁老师看出了我的骄傲，但是
他并没有立即批评指责我， 而是
摊开听课笔记， 指出我在黑板上
把“冒”字写错了！

“错了吗，怎么会？ ”我不相信
自己会写错。

“你看，冒字的上半部分是不
封口的， 而你在黑板上写的是封
口的。 ”郁老师指着我的错别字语
重心长地说，“语文老师写字一定
要严谨， 不能把错误的写法教给
学生。 ”

当时，我的脸红到了耳根子。
说实话，“冒” 字我从来都是写封
口的， 后来对照 《新华字典》上
“冒”字的写法，确实是我写错了。
那一次， 郁老师的严谨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不久， 我第一次上公开
课，课题是朱自清的《绿》。为了让
学生形象感知梅雨潭的绿， 我想
要找一幅梅雨潭的挂图展示给学
生看。可学校没有这样的挂图，怎
么办？郁老师知道了我的想法，让
我不要着急， 他会想办法解决这
个难题。

那天上课前， 郁老师拿了一
幅图画给我。我展开画卷，是梅雨

潭， 是郁老师自己根据朱自清的
散文画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见到我满脸的惊愕，郁老师笑
着说：“希望学生能看得明白，你
凑合着用用吧！ ”

郁老师的才华给了我极大的
支持，那次课，我上得非常成功。

工作第二年， 我担任了班主
任。 郁老师也是班主任， 与我同
轨。 郁老师每天都会很早站在教
室门口。 起初我也会学着他的样
子，可是后来，天气渐渐转冷，我
舍不得暖被窝， 就不再每天早起
了。 有一天， 学生已经开始早读
了，我才慢吞吞地来到教室。郁老
师站在我们班的教室门口， 黑着
脸，看来这老头子要发飙了。果不
其然，他见我走过来，朝旁边指了
指，示意我到楼梯间去说话。

“你怎么迟到了？ ”郁老师语
气很严厉。

“我……我睡过头了！ ”我羞
愧得像一个小学生。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要求学
生做到的，老师一定要做到！ ”郁
老师的话虽然不多， 但他严厉的

形象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没过几年，郁老师退休了，但

他还住在学校， 所以常常能够见
得到。有天傍晚，一位老师惊慌失
措地说：“不得了了， 郁老师出车
祸了，就在校门口！ ”这个消息像
一个 “炸雷”， 把我从办公桌上
“炸”了起来。 我一阵风似地冲向
校门口， 但是只看见远去的救护
车闪烁的灯。 郁老师退休后又被
邻近乡镇的一所初中聘用了两
年。出事那天中午，我还劝他别再
工作了，好好养养老。 可是他说，
站了四十年的讲台， 一时间还真
舍不得。哪知当天傍晚就出事了。

那次车祸使得郁老师下半身
失去了知觉， 往后的日子要一直
在轮椅上度过。再后来，郁老师被
儿子接到大城市去生活， 我就再
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郁老师作风严谨，多才多艺，
躬耕讲台一辈子， 培育桃李满天
下。 虽然已有近二十年没有见到
郁老师了，但作为他的徒弟，我永
远不会忘记他留给我的那些受用
终身的精神财富。

《资治通鉴》 是北宋著名
史学家、 政治家司马光撰写的
一部不朽的史学经典， 书写的
是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
元前403年）， 下至五代后周世
宗显德六年 （公元959年）， 总
共16朝1362年的历史。 为了深
入探究这部宏大巨著的史学魅
力， 《白话资治通鉴》 在忠实
原著的基础上， 增加了文白对
照的环节， 以期在轻松阅读的
同时， 强化人文理解， 从而帮
助广大读者进一步领略这部巨
著的思想精髓。

《白话资治通鉴》 保持了
原著编年体通史的写作惯例，
主要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政
治、 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 兼
及经济 、 文化和历史人物评
价， 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
成败、 安危之迹， 也叙述了各
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司马光
意在通过对历史更替的书写，
让后人在洞悉千年荣辱， 在慨
叹时代与家国命运的思索中，
以史为鉴、 把握当下， 以新的
姿态去面向美好的未来。

书中， 司马光以纵横捭阖
的如椽大笔， 记录上起春秋战
国， 下至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
历史。 既聚焦宏大的历史事件
和风流人物， 也对当时社会的
经济活动、 风习礼俗和文化现
象， 予以精妙的点评。

司马光的 “叙史”， 不是
先入为主的自说自话， 而是在
追溯过往中， 很自然地通过对
笔下人物的语言、 行动、 神态
等方面的描写， 让历史人物在
“活 ” 起来和 “立 ” 起来中 ，
按照历史发展的本身逻辑， 去
揭示整个时代的丰富面向。 司
马光善于从笔下人物的情感律
动中， 去挖掘人性人情中不为
人知的一面， 进而从众多人物
的精神层面， 去窥察历史的明
与暗， 洞悉时代的风云变迁。

叙述中， 司马光除保持史
学家一贯的冷静客观外， 还适
时引入了文学白描的手法， 让
历史人物有情有义 、 有血有
肉， 因而更具穿越之感。 他不
单纯讲古， 也讲生活日常和悲

欢离合， 在充分展示这些人物
的性格命运时 ， 又尽可能以
“千人千面 ” 的多样化描绘 ，
力求以细节勾勒， 去还原历史
的真实 。 这种贯穿古今的摹
写， 既饱含着历史的厚重， 又
不乏文学的古道热肠。 因此，
通览全书， 不时会有一种同频
共振的同理感。 一会儿， 不觉
会为各历史人物精彩纷呈的言
语交锋而喝彩； 一会儿， 又会
沉浸在他们深沉有力的理论思
辨中； 一会儿， 更会为他们运
筹帷幄的斗争艺术而叹服。 殊
为难得的是， 司马光在夹叙夹
议的叙史推进中， 竟毫无违和
感地将 “史” 与 “论” 无缝对
接到一起， 无疑使他的这场溯
史和评议， 显得既真实可信，
又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以铜
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 ”《白话资治通鉴》 站在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高
度，于“叙史”之余，还能就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和相关历史人
物，展开有针对性的评说，显示
出少有的政治成熟。 治国的智
慧、理政的谋略、安邦的经验、
民心的得与失， 他都一一予以
了高度的概括与总结。从而，使
他的系列洞察和理论辨析，亘
古悠长、博大而深远。

作为 《资治通鉴》 的当代
通俗版， 《白话资治通鉴》 较
好地把握了原著的神韵， 充分
利用现代汉语的文词之美和意
蕴之美， 用浅显易懂的文字，
将原著中的 “史话 ” 和 “史
论 ”， 大道至简地诠释出来 。
文言与现代文的映照互衬， 发
幽古之思情的同时， 也能让我
们赏析到古汉语的悠悠韵致。

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宝典
需要复活， 《白话资治通鉴》
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用当
代视角， 追寻和探究中华历史
文化的生存密码 ， 其美好初
心， 值得肯定。 而它所带来的
历史借鉴与现实启迪， 更是值
得我们在深入阅读中， 去细心
品咂和揣摩。

历史深处的深邃言说
□刘昌宇———读《白话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