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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战民先生主编的《长安八水记》，是一部解读
水与生态环境、人类发展的文化读本。它以现存的
自然河道为脉络，以历史文化为内涵，全方位、立体
化、多层次讲述“八水绕长安”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水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水和人们生活
之间的关系。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始终霸（灞）、产（浐），出
入泾、渭，鄷（沣）、镐（滈）、潦（涝）、潏，纡余委蛇，经
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
骛往来……”这是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著名的辞
赋《上林赋》中，对汉代长安上林苑巨丽之美的描
述。从此，就有了“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并经历代文
人骚客反复吟唱流传至今。

《长安八水记》编委会主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黄留珠说，“八水”之中，渭河是最长、最大的一
条，汇入黄河，而其他“七水”原本各自直接汇入渭
河，后随着时代变迁，情况有所变化——浐河成为
灞河的支流，滈河成为潏河的支流，潏河又成为沣
河的支流。

“长安八水”是长安的文化符号，“长安八水”是

西安发展的历史坐标。今天的“长安八水”流域，仍是
西安发展颇具活力的地方，“长安八水”还是西安生态
文明的晴雨表，《长安八水记》是反映人水和谐的文化
读本。 □韩宏

难得有个假期，竟有时间翻腾旧书柜，
把袁超先生的《书屋往事》又翻出来了，于是
再读一遍。

《书屋往事》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回到
来时的路口，熟悉与陌生同样怦然心动。”第
二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又一次“怦
然心动”。

和袁超先生相识，大约有二十年了。那
时，他领衔《河南工人报》，是工会新闻界的
大佬，有脚力、有思想，有胆识、有担当。当
然，他的人生中也有无奈，但是风雨过后，哈
哈一笑，这些全作了故事的佐料。

记得是四年前，我有公干到郑州，给袁兄打电话，谁知，他
竟千里迢迢，从安徽赶了回来，见面时手里还提了一瓶酒，说是
要和我这小老弟“整两口”。那一次，袁兄说：“退休了，自由了，
可以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两年之后，《书屋往事》就寄到了
我的案头。于是，我又一次感叹，袁兄真是一个善做善成之人。

《书屋往事》21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三块内容：“书
屋往事”“梨花落时”“卡夫卡的小屋”，共 51篇。这本书，不再
是新闻体式，却依然是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生活、最普通的态
度、最普通的关怀，至柔、至顺、至简、至淡。读这样的书，如饮
甘泉，如食酥酪。

袁兄以书的开篇篇名作了书名，可见他对这一件事是怎样
的萦怀。《书屋往事》一篇，记叙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么多
年扶持倡导的“职工书屋”的建设行迹，也是袁兄用心用力用情
的一段人生足迹。“职工书屋”在中州大地遍地开花，叫响了工
会的一个时代品牌，袁兄说：“中国人讲究与人为善，天底下还
有什么事比助人读书、劝人读书、供人读书的事更善呢？”

书中，袁兄记人，深情款款，如写“菩萨心、婆婆嘴、橡皮肚
子飞毛腿”的内黄县总工会主席邵敬春，醉心于为职工服务，一
干工作就来劲，读来让人倍感亲切。袁兄叙事，鞭辟入里。袁
兄说：“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有很多政策可以变通
使用。但对于不愿费事的人，就成了问题。”他还说：“面对群
众，能不能解决问题，主要还是看当领导的用不用心。”这些，都
是新闻工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之谈。

又一次一口气读完《书屋往事》，又一次满口留香。袁兄把
深沉的思考、把悲悯的情怀都留在了字里行间。他说：“人生的
名利得失都是过眼烟云，能顺从内心的感觉，为工人兄弟做点
有益的事情，才对得起那一声‘袁师傅’。”“一个内心自带光源
的人，会随处播种善良散发光芒。”“内心自在，是一个人最美的
模样。”“从心尖尖上自然流淌出来的灵魂感悟，那就是心血。”

袁超兄的书写得很美很静，我在大疫之后的春光里再读这
本书，亦觉很美很静。美美与共，宁静致远，我再次向袁超兄致
敬，向曾经的工会新闻人致敬！ □严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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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汉成帝建始年间，陕西关中
地区一连下了四十多天雨，雨水所过
之处，墙屋倒塌，田地淹毁，道路泥
泞，人们困在屋中不得出，这让人们
不由得感到绝望。恰恰此时有人相
传，还会有更大的雨，一传十，十传
百，传着传着这句话就变成了“一日
之内必有大水”。这句谣言还有不同
的版本在流传，京城长安，百姓们恐
慌至极，纷纷准备逃离关中，老弱因
为跟不上人潮哀嚎遍地，场面非常混
乱。大将军王凤听闻此谣言后，命令
工匠赶紧准备大船，好在大水来时及
时保护皇帝，并且召开紧急会议，让
无法登船的大臣们，携家带口先往城
墙上跑。大将军这番话，让谣言变成
了灾难预警，于是恐慌更加严重了。

左将军王商对此却表示怀疑，他
在朝堂上问大家，古书中黑暗无道的
朝代也没被大水淹过，国泰民安的汉
朝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而且水从
哪里来？围绕长安的几条河流地势
都低于长安，怎么会淹掉长安城？如
果水从秦岭来，秦岭哪来那么多水？
这些问题点醒了众人，汉成帝也反应
过来这是谣言，当时就想抓来造谣的
人问罪。但王商说，百姓现在正处于
慌乱中，此时抓人更是乱上加乱。现
在首先要让各级官员该干什么干什
么，不要上城墙，不要慌张，只要官员
们镇定自若，百姓自然也就平静了。
汉成帝按照王商的对策照办后，果然
逐渐平息了这次骚乱，待雨季一过，
一切也就恢复正常了。

对谣言的处理有周厉王那种捂
住人嘴的，有秦始皇那种株连杀光
的，也有文中汉成帝大事化了的。这
些故事多内化为古代王朝对于处理
同样事情的实践经验，或成为后人茶
余饭后的闲谈趣闻。历史可以不那
么严肃，在我们熟知的兴亡更替的大
框架中，历史还有另一番样貌。

作家许石林摘取了古代各种玩

味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并把它们汇编
起来，成为一本类似《世说新语》的古
代闲文轶事集，取名《桃花扇底看前
朝》。书中的小故事在现实残酷的历
史中，显得如此可爱并富有智慧。历
史上那些小人物，也值得被书写。

宋朝有个人叫张咏，“水滴石穿”
“不学无术”这两个成语均出自他。
张咏其人文武兼备，又聪明能干，但
性情暴躁。自以为文章漂亮，科举却
名落孙山，他不是沮丧也不是奋发图
强，而是暴怒将儒生穿的衣服扯碎，
然后上山学道去了。后来张咏到益
州做官，地方有个小官也是读书人，
张咏让地方官员间互相提意见，这个
小官不愿意做。张咏就说，不做可
以，等你退休了再说。这个小官也是
暴脾气，退休就退休，随即写了辞职
申请，其中还发了两句牢骚：“秋光却
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张咏看
过后不但没生气，还格外欢喜，跑去
找到这个小官给他道歉，欣赏他的才
华，用诚意把他挽留了下来。张咏虽
然毛病很多，但他却为人宽容，对于

有真才实学的人格外热情，不会憋着
给人穿小鞋。

张咏初到益州时，当地小吏按惯
例刁难新来的官员，流水一样的官员
和铁打的本地吏役本就不对等，吏役
经常靠给官老爷下马威，来试探深
浅。但这回撞枪口上了，张咏立马就
教训了这个刁难人的老油条，给他戴
上了枷锁。而这个老油条开始犯浑，
死活不肯将枷锁摘下来，故意让张咏
难堪，并跟众人说戴上容易，脱下来
难。张咏的暴脾气容不下这个，当时
就叫人把他按在地上，手持大刀，一
刀一刀地砍枷锁，边砍边说：“这有什
么难的！”这个举动不光吓惨了老油
条，还镇住了小吏们，迅速掌握了主
动权。

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官场
中很难不得罪人。张咏批评宰相后，
宋真宗挡住了宰相对他的报复，看了
他的诗文后，还赠给了他一柄极其精
美的扇子，以此表示赞赏。皇帝的知
人善任，也让臣子的本心得以保留。

作者以伦理道德作为这本书的
编排核心，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相信
美好与善良，从古人的身上重拾那些
曾被人称为迂腐被摒弃的礼义廉耻，
以趣闻轶事的戏谑方式从历史人物
的小故事中去寻找智慧。那些言语、
事迹，往往让人拍案叫绝，让人们体
会古人世界中的真善美。

当然，以人物品评来歌颂传统美
德，在著书立说的本意上就有说教味
道。这点作者毫不掩饰，将他坚持的
道德写在其中，真可谓“怀的是忧世
之心，批的是歪风陋习。写的是崇古
之文，评的是道德仁义”。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最佳阅读
方式就是用所谓“不严肃”的历史去
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即使一知半
解，也能感受到还有如此多生动可爱
的人在这个世界活过——这本身不
就是一种治愈吗？ □洪宇

那些历史上生动可爱的人
新书讯

本报讯（高鸿）近日，陕西青年作家李李首部诗集
《风的肋骨》出版。

诗集《风的肋骨》分五辑22万字，收录作者140余首
诗歌。诗集字里行间带着作者对人生和生命的理解，
以及清亮明澈的生活气息。

李李的诗歌语言细腻不晦涩，其诗歌意象明快舒
朗，始终有一种内置的从容与大气。她的诗歌用词准
确、干净，具有内在的一种节奏感，所表达的思想则是
澄明和坦荡的。诗人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互问与互
切，从而让诗歌空间得到有效延展和无限联想，她的
词语的情感强度和韧性也得到了考验。平静中隐含
激情，对生活场景有一种难得的高敏感度，并保持警
觉。她善于捕获天空的光线、雨水和雪花，以及流过
天际的风和鸣声，这些在她的诗歌中都有巧妙的发
现，并与她的心境互为印证和呼应。诗集《风的肋骨》
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结实的，由此也可以推断诗人严谨
的创作态度。

李李，笔名陌小小，陕西柞水人，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
员，商洛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绿
风》《诗潮》《诗歌月刊》《延河》《辽河》等报刊。有作品
入选《中国精短诗选》《中国青年作家年鉴》中国诗歌
网“每日好诗”。

陕西青年作家
李李诗集《风的肋骨》出版

天地何皓皓，浩歌唱皓风。在陕西，
宝鸡有“横渠四句”，宋代大儒张载所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渭南有“四知先生”，
东汉廉吏杨震所言：“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蓝田有师从张载的一门四进士

“蓝田四吕”；商洛有师从荀子的“商山四
皓”。相较前两者的妇孺皆知，后两者却
是近乎被遗忘的巨大存在。

王家民先生的长篇小说《商山四
皓》，以对话千载的勇气完成了一次“喊
山”之举。呼出“四皓”这样一组中国历
史上处于秦始皇与汉高祖两大显赫帝王
之间的传奇人物，有关四皓的史料与传
说，历代不乏著书立说者，但多少有些语
焉不详、形象苍白，在小说描述的历史场
域中，四皓人物既生动鲜活又个性鲜
明。林泉高致，超然物外。这种气节与
风骨，不仅为司马迁、班固的《史记》《汉
书》所载，更为包括李白、杜牧、柳宗元、
白居易等在内的历代诗家所吟咏，为历
代史家所敬仰。诗仙李白奉为“四神”：

“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

间，冥翳不可识。”白居易赞叹道：“皤皤
四先生，高冠危映眉。从容下南山，顾盼
入东闱。”

秦汉何巍巍，四皓何皓皓？莫道商
山文脉深，风追四皓惟此君。王家民先
生尤为令人感佩的是，作为一位从事艺
术教学的教授、一位秉持传统笔墨的画
家，在其年逾花甲卸去繁冗之后，回归赤
子之心，历时十载，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完
成了对先贤与母土的一次深情致敬。这
本《商山四皓》，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回秦时明月汉
时关，唤出四位忠肝义胆、烛照乾坤的丰
碑人物，可知可感、可敬可佩、可歌可泣，
大气豪迈，百转千回。

怎样的四个人物，怎样的传奇佳话，
引得王家民先生深情眷顾？一个最为直
接的因由是，商山系王家民先生故土，自
幼民间流传耳濡目染的有关“四皓”的传
说，犹如根植于心的一粒灵性草籽，在穷
尽半生的水墨生涯中，无数次心怀敬仰、
描摹追写四位先贤，所涉猎的有关“四
皓”的历史典籍、民间传说，所寻访的人

文遗迹、风土人情，熟稔于胸，并交相浸
润，最终催发出了这部鸿篇巨制。这种
积久勃发的精神，如同陈忠实先生笔下
的《白鹿原》，幻化而出中国文化的白鹿
精魂。

就像是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商山
四皓的一度“出商山记”，两度“入商山
记”，由拥戴秦始皇到萧然离朝“护书”而
隐，到拒绝汉高祖刘邦，再到辅佐刘盈扶
危汉室于即倒，携手稳定了汉初政局后
又悄然离去……四皓的抉择给历史留下
了值得深思又耐人寻味的谜团，仿佛重
重迷雾，有人称道，更有人不解其“护主”
之举，善于翻案的杜牧诗曰：“南军不袒
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对此，历代史
家学人不无质疑。历来成王败寇，谁会
替代“四皓”回到人之本、家之本、国之
本？“四皓”的源流根本何在？音容笑貌
何在？言谈举止何在？传奇故事何在？

史学追求史实与考证，文学追求情
感与生活。长篇历史小说《商山四皓》的
可贵处在于，从血脉深处生发的情感认
同，并借助这种强大的情感认知，再现了

四皓身上“愚、神、刚、正”的人格力量。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围绕四皓铺开的关
系大网，从伦理争辩到良言劝善，或疾或
徐，或张或弛，却总有一种家国情怀与热
血情结熔铸其间，尤其是细密织入的或
血泪或英武或旷达的历史人物及重要场
景，嬴政、刘邦、李斯、吕不韦、刘盈、吕
后、张良、萧何等人，如影随形、历历在
目，与“庙堂言”与“江湖语”相呼应的山
老人、良娃、虎豹兄弟、残疾民女，抱朴归
真，苍生民瘼。凡此种种，积细积微、至
情至性，是大开大合的大争之世大显大
隐，既是浓墨重彩的一曲浩然长歌，又是
打马绝尘的一抹远山淡影。

皓皓如明月，明月何皎皎。王家民
先生笔下的商山四皓，化山为神，卧松
饮雪，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高山峡
谷，如虹飞瀑，入潭成溪，汇流成海，涤荡
心灵。

呼出四皓复照商山。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山高月小，依然如炬。商山四
皓堪称中国历史“千年雪翁”，雪落千年，
光照亦千年。 □张念贻

呼 出 四 皓 复 照 商 山
——王家民长篇历史小说《商山四皓》阅读笔记

荐 读

客居山村，天色渐晚，
风雪欲来。

只见一篱笆墙小院，信
步而入，小院内石头铺路，
更妙的是，石头路的尽头，
竟然是一座石头四合院，窗
户里闪烁着暖暖的光。此
时，我已经被冻得手脚冰
凉，一推门，暖洋洋的热气
就先拥抱了我。

这是由几间石头窑洞
建成的四合小院，房子的主
人是一位乡野老者，长长的
胡须，满面笑容。他邀请我
进来，暖和暖和。我不禁
先打量这座石头房子，墙
壁是地地道道的大石块，
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摞
放，毫无打磨或雕琢。墙
壁上还挂着蓑衣和斗笠，
仿佛人们穿戴上可以随时

在乡野劳作。尽管窗外天寒地冻，石头房子
里却温暖如春。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夕阳渐
沉，暮色四合。

石头房子里，我惊喜地发现，在石头墙壁
上，有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老者
的藏书，或诗词，或古籍，或地方史。我的眼睛
开始放光，目不暇接地浏览起来。

石屋夜读，是这样一种让人陶醉的感
觉。手中捧着书，那些书历史久远，泛黄的书
页上，写满了久远的故事。此时，石头房子外
北风呼啸，似乎明天又是一场大雪封门。可
是，心却如此安静，似乎平日的纷扰世界都离
你越来越远。此时，你只是和这本书默默相
对，满心欢喜。

四下里是如此宁静，你似乎听不到一点声
音。可是若有若无，听到有火炉里劈柴燃烧的

“噼啪”声、老者细碎的说话声和村子里远处的
犬吠声。之后，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让你仿佛
能听到窗外雪落的声音。暮色四合，石头屋子
里亮着暖洋洋的灯。似乎我在一个与世隔绝的
地方，在聆听书内先贤的教诲。

手中是一本地方志，厚厚的书页上，记载
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山沟沟里，竟然有如此多的
智者和先贤，他们曾经在这里劳作，创造了灿
烂的文化。我一边轻轻地翻动书页，一边禁不
住啧啧赞叹。

石屋夜读，颇有些曼妙的意境。突然想，
古人是极喜欢挑灯夜读的，最妙的是红袖添
香，有佳人陪伴。人们焚香夜读，颇有些悠然
之境。那时节，该是青灯如豆，闪闪烁烁。在
一片暗香浮动中，柔烟袅袅婷婷。此时，静心
夜读，品世间沧桑，悟千古佳句。如此想来，
在这石头屋子里，点上一支香，青烟弥漫，案
上一本古诗词，情意绵绵，也是一种风趣。此
时，哪管什么窗外寒风大雪，一切都化为读书
之乐了。

老者见我爱书，便说：“我老农一生最爱两
件事，耕与读。晴天耕作，雨天读书，自有风
雅。在这大雪封门的漫漫冬夜，读书更是妙
极。”这位老者出言不俗，必是一个智者。我们
围着火炉，对着一部书作，侃侃而谈。

当家人做好了晚饭，老者饮用白居易的诗
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我欣然点头。在这样赋有风情
的石头屋子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哪有不
共饮的道理。

那一夜，我读书到了深夜，不知道窗外的
雪下了多厚，只知道我的心宁静如初，那书页
上的话字字珠玑…… □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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