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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嘉庆·汉中府志》

二 百 年 前 的 汉 中 印 象

《嘉庆·汉中府志》面世已有二百余年，每
每阅读，深感丰富翔实、气韵生动，十分感佩，
百念交织。

汉中地处南北之间，秦岭巴山拱围，汉水
嘉陵滋润，今有“江南”雅誉，古享“天府”美
称，自古形胜，四方枢纽。数千年来豪杰荟
萃，文风盛昌，汉晋时即有官员修志，无奈岁
月沧桑，战火连绵，文史失传，赓续有缺。至
清嘉庆十六年（1811），汉中知府严如熤主持
经三年修辑，《嘉庆·汉中府志》（亦称《严志》）
面世。“国有史，方有志”，方志是指记述地方
情况的史志。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
统，《尚书·禹贡》《山海经》和《越绝书》就是方
志的雏形和起源。

我们应感谢这部《严志》，它把一个清晰
的二百年前的汉中情景留给了我们，展现给
全世界。这是汉中有史以来最完整、最丰富、
影响最大的一部方志。让我们能够回望厚重
有趣的社情民风和先贤勤劳智慧的精神家
园，更好地延续、发扬、丰富地域文化，全面促
进社会各项事业。

严如熤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勤奋俭朴、
眼界宽阔，是清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是公认的
经世致用之大才，他以宏大手笔把汉中的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山川和名胜、物产和风
俗、政治和经济，点和面、人和事、官和民、图
和文结合等等。《严志》在清康熙汉中知府滕
天绶主编的《汉南郡志》基础上续修重辑，为
32卷 150万字。这部《严志》做到了补缺、钩
沉、发微、纠讹等，是一部集史学性、文学性、
趣味性、引导性于一体和存史、资政、教化、
兴利功用兼备的优秀地方史。全面综合来
看，《汉中府志》也是汉风古韵的宝贵文献。
该志面世后，一直受到各方重视和推崇。道
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时任云贵总督林则
徐说《大定府志》：“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

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唯严如煜之志汉
中、冯敏昌之志孟县、李兆洛之志凤台，或堪
与此颉昂，其他则未能望其项背也。”林则徐
认为《严志》为当时全国名志。林公的首肯，
当是旧时汉中的极大荣耀。《严志》被后任汉
中主官数次重印。道光九年（1829），汉中知
府杨名飏重印时，增补《续访义烈节妇》一
卷，全志至今为33卷。

我认为，《严志》有以下特点：
内容全面，丰富多彩。志中有汉中星野、

舆图、各县地形图（当时汉中府辖凤县及今之
各县）、南北栈道图、陕甘毗连形势图、华阳山
行图等，建制改革、道路、关隘等，地理经济、
军事、文艺等，几乎应有尽有。又如，从知县
等到轿夫的俸银都记载清楚，各个驿站配多
少人、多少马、经费各自多少，使人一目了然，
堪称一部介绍汉中的百科全书。

文字平实，图表准确。《严志》是一篇非同
寻常的大文章，它的谋篇布局、纵横结合，以
时为经、以事为纬，写清缘由、记多叙少等，都
十分讲究。史志记载不能虚构臆断、猜测估
计，必须引自权威、出之确凿，记而不议、述而
不论，语言平实、准确无它，文字有据、下笔无
我。如《汉中府志·风俗》写南郑县：“其民质
直好义，士风朴厚，有先民之遗。”“汉中之人，
朴质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畋渔。
虽柴门蓬室，食必兼味。”邑民注重饮食的习
俗跃然纸上。写城固县：“士敦礼让，守诗
书。农一岁两获，所重惟秋。且土厚水深，一
夫田不过五亩，农无闲土，亦无余粟；工极拙，
亦无长技；器极质，不尚华奢。”写西乡县：“俗
多淳朴，民重耕织，文学渐新，礼仪复古。”写
略阳县：“姓本淳庞，行崇俭朴，风气兼南北，
语言杂秦蜀。民务农耕，鲜为商贾。”严知府
是学问大家，春秋笔法纯熟，主编审定的府志
做到了简、严、核、雅，历代均评为一流。康熙

《滕志》只附一张图，《严志》中附图 30张 167
页，绘制准确、标注清晰。汉中处于四方枢纽
之中，秦蜀古道历史悠久，作用重要，“志”中
附有南北栈道图、陕甘毗连黑河形势图、华阳
山形图等，绘之不易，存史珍贵。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严志》从夏商周写
起、远略近详，记事实在、突出人本，物事兼
顾、注重实用。我数志中写清姓名的有 9198
人（祥异、纪事、拾遗等部分未计），其中秩官
3520人（含武职）、人物（贤良正义之士）466
人、烈女626人、选举1789人等。志中所列人
物，大部为普通平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严
志》专编《水利》52页，详细记载了山河、五门、
杨填三堰等水利堰渠。还有《山川》《古迹》
《里编市集驿传》《物产》等卷为严公亲自动手
修辑。作为一位知府，能亲自动手书写编修
实在难能可贵，写作内容对于经济社会有积
极的意义，其身体力行，对于公职人员也起了
很好的带头作用。

注重教化，引导风气。《严志》中记录了大
量的勤奋敬业、廉洁奉公、刻苦学习、见义勇
为、乐于助人、俭朴节约、培育英才等人物事
迹。《艺文》中收入了汉中有名的文章、碑记、
摩崖等 147篇，《诗》卷收入诗赋 571首（篇），
都是提倡向学向善、修身齐家报国之风气。
其中严如熤亲自撰写的文章 7篇、诗 14首。
如严公写：“农民发愤去作田地，厚加粪，多除
草，自可多收粮食，但不知樽节，一年辛苦，几
日都可花消。汉南民风，好饮酒食肉，家家讵
有现钱，赊账居多，到粮食出来，却被肉架、烧
房贱价算去。……”（严如熤《崇俭以厚民生
示》）。其词殷殷，其情深深，我感受到了他忧
国忧民、造福百姓的浓浓情怀。

虚怀若谷，尊重他人。《严志》以康熙《滕
志》为基础修纂，辑成 32卷，其中 12卷署名

“汉中知府关左滕天绶辑、汉中知府楚南严如

熤重辑”，其余20卷署“汉中知府楚南严如熤
辑”。《严志》中严如熤撰“叙”中说原志为“康
熙二十七年知府滕公天绶所辑，距今百二十
余年。板残字蛀，模糊不能成句读”。严“叙”
中记述了具体修志的广安郑炳然、南郑杨生
筠、同僚卢南石。《汉中府志·职官》介绍其他
官员，善功皆记，严本人的记载极简，未褒一
字。他充分继承和尊重前人，不贪他人之功
为己有，其胸襟风骨可见一斑。

沧海桑田，人事更迭、社会波动等，常常
使得方志等典籍难以完整保存。1983 年 6
月，中共汉中地委宣传部从汉中中学寻找到
了一部《嘉庆·汉中府志》民国刻印本，随即
影印复制了 200套，每套 12册，仿民国刻本
手工线装，外套蓝色布面函封，基本保持了
刻本原貌。当时，每套定价 300元。著名古
建筑专家、藏书家卢慧杰是我的老乡和朋
友，前几年我在他的藏书楼里（藏书十多万
册）看到有一套影印复制的《汉中府志》，我
非常好奇，问其来历，慧杰说是 30年前从一
个废品收购站以按斤称重的形式，花 4元钱
购买而来的。面对这个情况，我的心情是哭
笑不得。

前些年，汉中已见不到完整的《汉南郡
志》了。汉中知名学者孙启祥先生（时任市档
案局局长）及时汇报争取到了专项经费，2015
年从南京图书馆购得《汉南郡志》电子版，又
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汉南郡志》
对照定稿，于 2017年印刷成书。前几日，我
欣闻由汉中知名学者刘清河教授（陕西理工
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校注的《清康熙·汉南郡
志》已经成书，真是可喜可贺。

《嘉庆·汉中府志》（即严如熤主持编修的
《续修汉南郡志》）前些年经知名文史专家郭
鹏先生（汉中市方志办原主任）校勘，2012年
12月出版。 □李振峰

——读钟长江诗歌集《时间深处》有感

在传统与浪漫中飞扬情愫诗人钟长江先生的诗歌集《时间深处》一
直搁在我的枕边，心情浮躁的时候，我总会拿
起来读几首，常常让我不安分的思绪归于平
静。让纷繁的遐想，渐渐在诗人空灵的诗歌
意境中，沉浸在月白风清，山泉潺潺，鸟鸣花
红的场景之中，陶醉肺腑，洗涤心境。这是钟
长江的诗歌带给我们的浪漫情怀，是诗人通
过传统的手法带给我们的审美愉悦。

钟长江先生是紫阳县人，早在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中期，他的诗歌就登上了国家核
心期刊《诗刊》，后又陆续在《延河》《扬子江诗
刊》《人民日报》海外版、《青年文学》《长江文
艺》《诗神》等频频亮相，其诗歌作品的质地与
形成的诗歌特性品质，都彰显出一位成熟诗
人的资质。他的诗歌传统而浪漫，自然而清
新，在节和行之间，时时洋溢出清澈汉江的水
气，飘逸出紫阳富硒茶香的韵味。

新近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时间深处》由著
名作家方英文先生题写书名，著名诗人李小
洛女士提供封面绘画。诗集分为倾听岁月、
疏影屐痕与幸福生活三辑，一百八十多首诗
歌佳作。手里捧着这本墨香缕缕的诗歌集，
我的目光在诗人长长短短的诗行中穿梭、徜
徉。那种精神上的享受，时间上的超越，常常
让我情不自禁，进入物我两忘的境地。

涉水而过，自东门的渡口/一江的浪花/一

江的月亮/紫阳沟码头人影绰绰/每一个人心
中都有一条江/每一条江都升起一个月亮/赶
着影子登文笔山/去山顶的紫阳阁向上的台
阶/……赏读这首《去紫阳阁看月亮》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了唐朝诗仙李白的诗句：举杯邀
明月，对影成三人。也想到了宋朝大学士苏
东坡的诗歌：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
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想诗人钟长江先
生在创作这首诗歌作品的时候，一定与我此
时有同样的心境吧。整首诗歌作品沁出一缕
缕淡淡的忧伤，让诗歌的意境神驰八荒，思接
千古，在抒情中浪漫，在浪漫中抒情，诗人把紫
阳阁上的月亮写得粘上了古诗词的修辞元素，
涵盖了旅途中的月亮、异乡中的思乡月亮。

自古诗人皆多情，多情就会潮起汹涌浩
荡的诗情画意。其实我与长江先生隔三岔五
总会见见面，闲聊几句。但以我的观察，他似
乎是生长在陕南紫阳的硬汉子，没想到在他
的诗歌作品中竟然还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再读其他作品，感受的情绪落差别有洞

天。《正月》：正月的样子/正月的样子就是亲情
的样子/把微笑映进酒杯/把祝福放在心里……
不同诗歌体裁所表达出不同心境、不同意
境，在长江先生心中自有把握，自有乾坤。
看他通过这些长短诗行，把农历正月的喜庆，
以及自己对正月充满的殷殷期盼与欣喜的
心情，写得情不自已，抑制不住怦然心跳。

再看看这首写雨水的诗歌《雨水》：关于
雨水/我还能说什么/生命。孕育。向往。光
芒和爱/推开窗，我看见一个水汪汪的词/再
一次把雨水打湿/原野的萌芽/探头探脑，东
张西望/枝头的骨朵/睁开眼睛/睁开无邪的
青春/关于雨水/我不能说什么/滚滚红尘中
抬起头/我看见无所不在的春天/无所不在的
春天哟喜极而泣。在这首诗歌中，依然有诗
人抹不去的一缕缕清愁，但整首作品都充盈
着生命的活力，萌动着青春的希望。诗人由
雨水联想到了生命、孕育和向往这些词语，并
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原野上的萌芽说得
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把这种新生命写得乖

巧机灵，把枝头上的花骨朵儿写得睁开眼睛，
睁开无邪的青春。诗人对这些新鲜事物充满
了无限深情，无限向往，无限希冀。借物抒
情，托物言志，通过萌芽、花骨朵，我们可以洞
察出诗人的内心，早已盛下一个万紫千红的
春天，一个绽放青春生命的绿色季节。

我们继续欣赏诗人写的《立秋》：“立秋
了，感觉真好”/收到好友的微信/蓦然回首/
时间已经走远/光阴的河流一刻不曾停留/我
们只是河面的一朵浪花或一叶小舟/无论默
默无闻还是风光无限/终将消失在尽头/时间
有尽头吗/我常常苦思冥想/常常被这个简单
的问题弄得愁肠百转/我们终将老去/终将在
某个冬日的午后/静静地眺望远方/怀念那些
春花秋月的日子……诗人从时令更替，四季
轮回联想到人的衰落，虽然有一种无奈、一种
悱恻，叹息光阴的不复重来，但整首诗歌的基
调是积极健康的，是对人生老去时的坦然面
对，并通过回味自己曾经叶绿花红的人生，有
一种自豪，一种无愧于光阴的豁达与坦然。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身为县文联主
席，县作协主席的钟长江先生因忙于公事，写
诗越来越少了，但偶尔酝酿一首诗歌横空出
世，依然可以让读者们眼前一亮。那种饱满
的诗韵，常常叫人如品一杯紫阳香茗，回甘在
喉，唇齿留香。 □叶柏成

——《散文艺术论》评介

一部生动阐述散文艺术的专著一部生动阐述散文艺术的专著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散文创作历史的大
国，但关于散文艺术论著却十分罕见。相比
于产生较晚的小说及其海量的评论著作，亟
待加强散文艺术评论。

孤陋寡闻的笔者，尽管读过孙犁、贾平
凹、肖云儒等作家关于散文的一些散论，但收
到柏峰兄快递来的《散文艺术论》却是读到的
首部关于散文艺术的专著。

该书是贯穿我国古典散文、现当代散文
以及外国散文的艺术研究性著作，分为五
章。第一章：散文艺术探索，共有 11节。第
二章：中国古典散文，共有 5节。第三章：中
国现代散文，共有6节。第四章：中国当代散
文，共有 2节。第五章：外国散文，共有 6节。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今中外散文艺术，带领
我们进入散文大观园，品评百花齐放的散文
艺术，令人受益匪浅。

首先，该书为我们勾画出中国散文演变
发展的轨迹。正如作者在《序》文中所言：“从
我国目前的散文发展现状来看，散文艺术的
审美形态已显固化，限制了散文作家向历史
与现实的纵深描写，局限于社会历史文化与
现实生活的细部刻画，而不敢涉足于大题材
的掘进，这其实是散文的衰退。这个衰退从
唐宋时期开始，一直蔓延到现在。散文的艺
术表现手法几乎很少有新的突破，出现了一
个艺术‘徘徊’的现象。而要打破这个现象，
则需要散文作家一是回归到古典散文时代，
尤其是先秦、两汉时代，努力展示散文的磅礴
气象和反映社会现实，呼唤蓬勃向上的时代
精神；二是突破长久以来散文形成的‘狭小’
艺术格局，通过‘破界’和‘融合’寻求突破方
向，努力将散文向史论或者小说和其他文体
渗透，不断吸纳史论或者小说和其他文体的
艺术表现手法，打破既定的审美形态，呈现出

新的艺术发展趋向。基于此，有必要全面地
研究和书写两千多年来的散文演变和发展
史。”为此，作者“立足于当前散文的发展实
践，来探索散文艺术，而对我国古典散文则侧
重从散文发展的主要流派来论述，对现当代
散文着重从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来分析，也
选择性地介绍了一些外国散文，力图完成比
较宏观和贯穿性的研究与论述，为目前我国
散文的强劲发展提供一些艺术经验与史料”。

纵观全书，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
散文写作实践，夹叙夹议，感悟体验，尤其是
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一节、第
二节结语，为我们指出每一时期散文发展的
轨迹或规律。例如第三章第一节中国现代
散文结语：“纵观 20世纪 20年代至 30年代的
散文，具有这样的特点：1、吸收了传统的古
典散文，特别是晚明至清朝的散文主流的精
华，在这条河里遨游，并给这条河添进了新
的泉水，溅起了新的浪花，凝了美丽、晶莹的
露珠，熠熠发光。2、由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学成归国（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包达夫
等从日本回国；胡适、梁实秋等人从美国回
国；徐志摩、陈西滢从英国回国），带进了异
域的新思潮，与古老的中国文化相撞击相融
合，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3、
散文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论是‘言志’还是

‘言情’，在冲破文言文‘语言的牢笼’后，必
然要释放出新的活力，展示新的风貌。4、散
文虽然形成了第一次兴盛，但是还隐伏着危
机：这就是散文的操练，基本上属于精英知
识分子，而大众的散文尚未发育起来。这种
危机在以后的散文发展历程中就暴露了出
来，影响散文持续地繁荣与发展。但是，无
论怎样说，这一时代的散文是大家迭出、星
光灿烂，照亮了中国散文发展的历程，并为

当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读此结语，使我们对现代散文艺术发展
轨迹规律和来龙去脉有了总体印象。

其次，对女性散文予以关注和很高的评
价。过去尤其是封建社会的诗词和文章选本
几乎不选女性诗人、词人和作家，文学史也很
少评论女性诗人和作家。这是一个短板，《散
文艺术论》弥补了这一短板。在论述了冰心、
庐隐、苏雪林、张爱玲等 11位现代女作家的
散文后，在结语中对她们的散文予以高度评
价：从中国女性散文作家来看，现代散文若没
有她们自己独特的散发着清香，或春兰，或秋
菊，或箭荷，或海棠似的作品，那将是多么黯
然失色。这些作家散文创作的共同特征是：
以抒写自叙传及自己内心情感世界为长，充
分发挥了女性作家对生活深刻的体验，对社
会、对人生感触细腻的优势，创作了流光溢彩
而又柔情温婉的艺术散文。她们接受了“新
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在叛逆的道路上更是义
无反顾，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性，这是一些男
性作家望尘莫及的。一般来看，现代散文史
上著名的女散文家，她们都具备较高的文化
素质，并且都在积极地参与创造新文化，因此
她们的作品既有浓厚的古典文学色彩，又充
分表现出了现代思想，使思想内蕴更为深厚，
且具有长久的美学意义。她们的散文，不仅
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而且对后来的女性散文
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是历经岁月
洗礼后永远开放不败的散文芳草地。

再次，散文化的理论联系实践的生动论
述。该书不是枯燥无味的论著，而是以散文
笔法结合自己的散文研读和创作实践甚或旅
行和生活，进行感性和理性结合的论述。例
如，在论述姚鼐散文时写道：“我第一次登泰
山，半途中，只见阴云四合，天际飘洒起清亮

的细雨。此时，泰山半隐在流云山岚之中，状
若仙山。我决定冒雨继续上山，口里吟诵姚
鼐的《登泰山记》，其中‘今所经中岭及山巅，
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
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
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
雾若带然’，反复在脑海回荡，不知不觉已至
南天门上。”又如，论述郦道元的《水经注》时
不禁联系家乡干旱缺水和当年借阅《水经注》
的经历：“我的故乡地处渭北高原，水资源非
常宝贵，水井很深很深，绳索硬是把厚厚的青
石板磨出了深深的凹槽。母亲和我吃力地扳
动着轱辘把，艰难地从地里打水，曾经想：将
来一定要学水利，一定要把距离村庄数里之
遥在塬下滔滔流去的洛河水引上来，这样，
就不用再扳动这沉重的轱辘把了……千方
百计借到一部缺页的《水经注》，如获至宝，
就着煤油灯那昏黄的光线，不知疲倦地阅读
着，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想象着那长江
三峡浩渺碧青的水流淌着，一路向北，再向
北，一直流淌到渭北高原，浇灌着这干渴的
龟裂的土地……树青了，花红了，村边的涝
池里长出了绿油油的芦苇荡，水面上开满了
白洋淀里的荷花……转眼间 40年过去了，30
年正值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洛河水早就
引上了塬，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清亮亮的自来
水，昔日那焦渴的土地如今一片葱郁……”
这岂止是普通的论文论著，简直是新中国少
年的水梦想成真和新时代水利事业的赞歌！

总而言之，《散文艺术论》是一部生动阐
述古今中外散文艺术演变发展轨迹规律的专
著，对当代散文创作具有可操作性借鉴价值，
对当代散文艺术研究具有导向性引领作用，
对推动当代散文守正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值得研读和推介。 □王新民

学会热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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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是赫尔曼·黑塞的一部短篇小
说，开始读时对印度的佛教背景不够了解，以
至于并没有理解书中的许多文字用意，在一次
深度阅读后，才如悉达多那样突然明白这本书
就是在追寻“道”，是世间万物，是一场修行。

书中讲述的是年轻的悉达多，为求心中道
义，渴望成为一名沙门，此时父亲给予他最伟
大的爱，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安逸、太无
聊，因为找不到“自我价值”而迷茫和痛苦。因
此，他决定放弃一切出去修行，这一路上他受
过饥寒，受过名利诱惑，见过生离死别，也经历
过自我厌恶的内耗，最终得以参悟。

书中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一切皆有定数，
一切只需我的赞赏、顺从和爱的默许。这样于
我有益，只会促进我，从不伤害我。我听便灵
魂与肉体的安排，去经历罪孽，追逐肉欲和财
富，去贪慕虚荣，以陷入最羞耻的绝望，医学会
放弃挣扎，学会热爱世界。我不再将这个世界
与我所期待的，塑造的圆满世界比照，而是接
受这个世界，爱它，属于它”。我想这是悉达多
的故事，也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生。悉达多的修
行之路，是你是我是所有人的修行之路，书中
每一个跳动的字符，都在洗礼着我的心灵和灵
魂，这场阅读之旅，何尝不是一场浩大的恩典。

人生就像河流，不能总是困于过去和担忧
将来，应该看清当下的本质，享受当下。最后
的悉达多成为一名父亲，他克制不了对孩子的
情愫，从一开始茫然到最后幡然醒悟，他开始
理解所有的一切，每一个人，世间万物。

我想，这便是修行的终点、轮回的尽头，就
是理解、爱与包容。我们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
生活对抗，经常有很多不满，我们这一生总要
自己上路，体验人生，去爱、去恨、去感受、去经
历，带着允许一切发生的松弛感过好眼前生
活。愿我们能不念过去，不惧将来，珍惜现在
的每一个自己。

允许一切发生，学会热爱世界，热爱
自己。 □李沁格（陕钢集团韩城公司燃料部）

近期，阅读了《人生总有答案》，这本书
是金惟纯先生与两个女儿真实书信的呈
现，这些书信，既是女儿与父亲的情感联
结，也是父亲对女儿的激励与支持。家书，
曾经是中国人传承家风的形式和载体，也
是每个家庭的重要特质，更是每个优秀家
庭共同的财富。本书分为三篇，30封大
信，上篇《爱的流淌》，9封信；中篇《尊重选
择》，10封信；下篇《活好自己》，11封信。

金惟纯，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早年生活在台
湾，60岁后长期居住在北京。大女儿，金质灵，生活在
台湾。二女儿，金默蓝，生活在美国。通过书信，金先
生与两个女儿坦诚沟通，跨越成长鸿沟，治愈家庭的
创伤，弥补过往的遗憾。这本书体现的爱意、智慧、教
育孩子思路等，值得我们身为父母的人认真一读。

爱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通过书信，互相坦白，
通过父亲叙述自己的经历和心情，女儿体会到了父
亲的爱，从而产生了父爱。父女之间，先是问答，后
是对话，最后是问候，流露出关切的亲情。大女儿金
质灵写给父亲金惟纯的一封信：“我看见了您和妈妈
站在我眼前，但是，你们各自有着各自的伴侣。你们
带着爱的眼神看我，但是，我内心感到，你们已经不
再有关联，唯一的关联只有我。”接到来信，金惟纯写
给金质灵的回信：“你的自我价值受到了父母离异的
影响。我要给你说，我和你母亲，是互相深爱，才有
了你。一起照顾你的日子，是一段美好的家庭生活
回忆。只是后来，由于性格原因，我经过数次努力，
努力失败后，我和你妈妈才分手了。我希望你知道，
在我们这个已经解体的家庭中，你一直是主角，我是
配角，但是，我是一个一直爱你的父亲。我希望你当
好主角，演好戏，演出精彩的戏，我愿意做好配合。”

二女儿金默蓝给父亲的信：“我遇上了浩浩，他
很懂我。我在课余时间，经常和他一起看电影，游
玩。我也喜欢服装设计。你和妈妈都不同意，好像
很害怕我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看到来信，金惟纯
给金默蓝回信：“我支持你的交往，相信我女儿的眼
光。”“我也时常鼓励你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
做服装设计师，很辛苦。目前，你要先学好音乐教
育，学完课程。等到毕业后，如果你真的喜欢服装设
计，再学习，再转到设计学院吧。”

沟通是做事成功的基础。真诚的沟通，真诚的
亲子对话会对人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沟通，父亲对
大女儿由不理解变为理解。小女儿对父亲由不理解
到产生爱意，当成自己的人生导师。

包容是大爱的前提。人生有许多事，要容忍别
人的错误，要容忍别人的误会，坦白、包容会让亲情
更加亲近。当遇到新冠疫情时，远在美国的金默蓝
给父亲写信：“2021年，新冠疫情在美国正值高峰，为
了避免新冠肺炎及暴力事件，我和浩浩决定暂居夏
威夷的可爱岛。但是当地居民明显排斥华人，说话
不友好。”收到信后，金惟纯马上给女儿回信：“从事
的工作各式各样，遇见的人三教九流，生活水平有高
有低。人要守住自己的内心。包容别人。不要被外
境影响自己，自己内心要有一座圣城，神圣之城。”

总之，面对纷繁的世界，面对工作的压力，面
对生活的烦恼，面对成人世界的很多矛盾，很多事
情，只要去做，只要努力去做，带着爱去做，人生总
会有答案。 □艾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