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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刚过，收到武老师的微信，言
他准备编选《复兴文选》，嘱我做特约编审
并写序。对此，作为学生，受宠若惊又诚惶
诚恐。

众所周知，武老师笔耕不辍，著作等
身，是著名文史专家。本应该由著名学者
作序，但武老师生前却将这一重任托付我
做。武老师去世后，师母和武老师之子武
方先生以及郑世骏先生等，也一再嘱咐我
莫要辜负武老师的重托，真是却之不恭，受
之有愧。那就谈点拜读武老师著作的心得
体会，以就教于方家和读者，不妥之处还望
批评教正。

窃以为，武老师著作最大的特点是守
正创新，传承光大白居易所倡导“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所
写所论，大都能结合国家、地方和工作的实
际，避免空泛之谈，力求言之有物。积极开
展文史资政、文史研究、诗词创作、文化交
流和社会公益事业，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宣传文旅事业发展、建设文
化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不论是《丝路起
点长安》，还是《西安史话》，都是纵横古今，
借古喻今，为当代西安、陕西和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简报·非洲纪行”
中的《关于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尼日利
亚等四国情况的简报》《尼日利亚风情》《肯
尼亚趣事》《难忘的达累斯萨拉姆》则横观
世界，为中非友谊添砖加瓦。据悉，这组文
章当年在《陕西日报》上连载后，又发表于
有关刊物，影响深远广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工作”部
分的《话说读书》《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工
作》；“咨询与建议”部分的《把西安建成一
座充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城市》《发展陕
西文化事业管见》等文章。无疑是直接对
西安乃至陕西全民阅读、图书馆建设和城
市文化建设的献计献策，对政府决策具有
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武老师著述的又一特点是融文学、历
史、文物、文化于一炉；在旁征博引、深入论
证的基础上，得出独到之见，既富有科学

性，又富有文采；善于将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浅出地加以阐发；
对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团结、汉
唐长安、丝绸之路等话题，都能化抽象为具
体，通过生动的形象，加以深刻的表述。武
老师家学渊源，亲受曾任陕西省文物局副
局长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的父亲武伯纶
先生指导的武老师，不仅善于将从令尊大
人所擅长的历史、文物与自己所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有机融合起来，而且自费跟随有
关考古考察团进行田野工作并将新的考古
考察发现融入著作中，使其著作成为读万
卷书和行万里路的结晶。

武老师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史为
鉴，高瞻远瞩，具有超前意识。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他为文就注重当
时被人们普遍忽视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

他在我责编的《长安花木趣闻》一书卷
头语中写道：经过几年的努力，西安市绿化
工作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无论是成行的
行道树、路旁的花坛、秀丽的公园，还是人
家庭院、阳台上，摇曳的绿枝、婆娑的花影、
累累的果实、艳红的霜叶，都能给人以极大
的美感，使观者开心，行者愉快；净化生活
环境，平息心间烦闷。与昔日萧索枯燥的
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对此，武老师曾写《西安行》一诗生动
反映这动人的街景：

信步长街满目春，晴云晓日景逾新。
万家花草摇疏影，九陌槐杨压细尘。
千载诗乡情韵在，一城醇俗里坊亲。
香醪未酌心先醉，浅唱低吟自取真。
正是在这一美好环境的感染下，加之

报刊编辑同志索稿，武老师遂有心结合文
学、历史、民间风俗、神话传说、有关典故，
以及今天西安一带人民同心协力在美化古
城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选择二十三种从
古以来本地区传统的花卉、树木，以散文形
式加以铺陈品评。“希望这粗浅的工作，能
为正在蓬勃兴起的古城精神文明建设效绵
薄之力。”

在该书中，武老师纵横古今，引经据
典，将美丽的花木与美好的传说结合起来
娓娓道来，令人赏心悦目。

例如，他在《卷首语》对桑树的记述：传
说中的黄帝，最早就活动在陕西北部。他
妻子嫘祖又是发明养蚕的人。那么，人工
经营桑树，应该也是以陕西为最早。

历史文献记载，唐代长安开远门以西
的广大地区，都是桑麻翳野的丰美良田，曾
有过发达的桑蚕事业。在汉、唐时代，长安
城本身又都是绿荫蔽日、繁花似锦的美丽
城市。因而可以说，西安今天的植树种花
活动，不仅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科学技术
和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也有着一个非
常好的传统。

据悉，有关大学拟将武老师的《西安史
话》《唐长安旧事》《西安话古》《长安花木趣
闻》《汉唐长安风采》《丝路起点长安》等著
作，改编拍成系列知识视频或纪录片，一定
会引人更加关注西安，关注陕西，关注“一
带一路”。这不仅说明武老师著作具有十
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价
值和意义。

《复兴文选》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
武老师的口述史。二○二三年九月，“中国
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的阶段性成果《中
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第一辑共五集由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基于武老师上述口
述史料整理而成的口述史文章即收录在该
书第二集和《复兴文选》第一卷。

武老师留下的口述史料，记录了一代
图书馆人的奋斗与贡献，将作为记录我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史料永久保存在国
家图书馆和陕西省图书馆，成为一代又一
代图书馆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充满诗情画意是《复兴文选》又一个特
点。记得武老师在西北大学教授我们《唐
诗概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大学
生，我们聆听武老师讲授《唐诗概论》，家学
渊源的武老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与大唐
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神会，品读他
们的诗歌，领略大唐风韵，追求诗和远方。

我们西大文学院成为全国唐代文学的重镇
和闻名的作家摇篮，还有唐诗、诗意长安在
陕西乃至全国的空前兴起是武老师及其他
恩师播下的种子并培育而成的。

同时，武老师创作了八百多首格律
诗。所以，在文史著作中，武老师时常随手
拈来，根据文章需要，将古人的诗词和自己
的诗词运用到文章标题和文章中，不仅起
到引经据典一样的作用，而且使文章充满
诗情画意。例如，《长安花木趣闻》二十三
个标题都是诗句。文章中引用的诗句那就
数不胜数了。至于《古今诗林漫步》这部著
作评说的就是唐诗和古今诗词，全书洋溢
着诗情画意，美不胜收，引人入胜，品味不
已。武老师曾写过一首诗——《图书馆行》
（原诗详见本卷第六十四页及第三卷《读者
乐园》一文）。

这首诗诗中有画，把图书馆描绘得像
天堂一样美轮美奂，充满着对图书馆和读
书的热爱之情。这首诗在《西安晚报》刊登
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以上仅仅是自己不揣浅陋，拜读武老
师著作的粗浅心得体会，挂一漏万，不仅是
告慰武老师的在天之灵，也旨在抛砖引玉，
期待方家学者品评武老师著作的“玉”作。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斯人虽去，其著
永存。

敬爱的武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
的道德文章犹如日月星辰将永远照耀我
们砥砺前行。据悉，今年，武老师新著《唐
长安锦绣记》《说不尽的长安城》《丝绸之
路史话》将出版问世，这些用心血甚至生
命凝结的著作必将促进陕西乃至全国宣
传事业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人心。我们要
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武老师的遗志，学习
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学习
他的雪澡风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应有的贡献。

□王新民
（编者注：《复兴文选》作者武复兴，图

书馆管理专家，曾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数十春秋耕不辍 鸿著等身传后人
——《复兴文选》序

当我轻轻翻开李永刚先生的《透过窗
户，我便看见大秦岭》，仿佛瞬间置身于一
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静谧世界。那一页
页散发着墨香的纸张，犹如一扇扇通往未
知之境的神秘门户，引领着我的思绪如同
自由的飞鸟，在秦岭的崇山峻岭间悠然穿
梭，在生活的纷繁复杂中缓缓沉淀。

诗集开篇便是那扇仿佛通向秦岭灵
魂深处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看到
的不仅仅是秦岭的巍峨与庄严，更是岁
月在这片古老山脉上留下的深深烙
印。它宛如一位沉默而坚毅的巨人，静
静伫立在时光的长河之中，守护着这片
土地的沧海桑田。连绵起伏的山脉在
诗人细腻且富有力量的笔触描绘下，时
而如巨龙蜿蜒伸展，气势磅礴，欲冲破
云霄；时而如勇士昂首挺立，英姿飒爽，坚守着一方净
土。每一道山脊都仿佛是一部无言的史书，默默诉说
着历史的兴衰与荣辱。每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都如
同生机勃勃的摇篮，孕育着无数鲜活的生命，编织着
大自然的神奇与瑰丽。

在《春天里的中国》这首诗中，我仿佛能嗅到那清
新而甜美的芬芳，那是希望与新生的气息，如同春风
一般轻柔地拂过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万物。诗人用细
腻入微的笔触，精心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生机勃勃
的画卷。在这幅画卷里，我看到了田野间嫩绿的麦苗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大地母亲温柔怀抱中撒娇
的孩子；我看到了城市街道两旁的樱花树绽放出绚烂
的花朵，粉白相间，如云似霞，将整个城市装点得如梦如
幻；我看到了校园里孩子们欢快的身影，笑声如银铃般
清脆悦耳，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这一切美好的
景象，让我心中涌起对这片广袤土地的无尽热爱，那是
一种深沉而热烈的情感，如同地下奔腾的岩浆，炽热而
持久。

随着阅读不断深入，我渐渐沉浸在诗人对生活细腻
而深刻的感悟之中。《雪中遐想》中，纷飞的雪花仿佛是
思绪的翅膀，带我飞向那遥远而梦幻的世界。我看到了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
那一片银白的世界是如此宁静与纯洁，仿佛能洗净世间
的一切尘埃和烦恼。我站在雪地里，感受着雪花轻轻落
在脸颊上的凉意。那一瞬间，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内心变得无比平静和安宁。诗人用雪花这一独特的
意象，引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在这冰
天雪地之中，我明白了生命的坚韧与顽强，就像那傲雪
凌霜的梅花，在严寒中依然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我也感
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珍贵，哪怕是片刻的宁静和孤独，
也能成为心灵的滋养和成长的契机。

这本诗集宛如一部精心拍摄的时光纪录片，用诗意
的镜头记录了祖国的发展与变迁、人们的奋斗与拼搏、生
活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它又像是一幅心灵的地图，
引领着我在秦岭的广袤怀抱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在生活的喧嚣与忙碌中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美好与感动。

李永刚先生的文字简洁明快，却又蕴含着无尽的力
量，朴素平实却又饱含深情。他用诗歌这种独特的语言
艺术，让我看到了秦岭的壮美不仅仅在于其雄伟壮观的
山川地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悠久历史文化与坚韧不拔
的精神内涵。生活的美好也不仅仅在于表面的繁华与
热闹，更在于那些细微之处的温暖与关爱，那些平凡瞬
间的感动与领悟。

读罢全书，我轻轻地合上书本，心中依然回荡着那
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它们如同璀璨的星辰，在迷茫时
为我指引方向；它们如同温暖的炉火，在寒冷时给我
带来慰藉；它们如同激昂的战鼓，在懈怠时激励我奋勇
前行。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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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出版社印行出版了一套“名
家经典随笔百选”丛书。有一年深秋，《人
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应邀来陕
讲学，这位曾发现并培养了刘心武、李国
文、蒋子龙等作家的优秀编辑，对文学作品
的判断与挖掘具有相当的水准。当他郑重
其事地推荐这套丛书，并一再提到苏联作
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著的《金蔷薇》一书
时，我便惦记着买回来。

书存放在书柜里很久，上面落满了灰
尘。最近在书架前信手浏览，忽然发现了
它，想起那年崔先生讲学一幕，于是安静地
读完了它。

书中讲了一个金蔷薇的故事。退休老
兵夏米住在巴黎郊外的一所破房子里，他
是一个清洁工，其貌不扬。但在他心里，一
直惦记着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苏珊娜，那是
他从前所在军团团长的女儿，他曾经受托
把苏珊娜从战场带回祖国。团长已经战死
沙场，苏珊娜在姑姑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她
也始终没有忘记夏米在回国的船上对她说
过能给她带来幸福的金蔷薇。

有一天，当苏珊娜和情人争吵后伤心
地出走时，却意外地与夏米邂逅。夏米仍
如当年一样细心呵护她，并替她送信给那
个英俊的年轻人，这对恋人终于和好如
初。临走前，苏珊娜又一次问夏米：“会有

人送给我一朵金蔷薇吗？”夏米说：“会的，
但不会是你身边的这位先生。”

从那天起，夏米在清扫首饰作坊时，把
那里的尘土悄悄地收到一起，装在口袋里，
带回草房，夜里用筛子细细地筛滤。很少
有人知道，在这种尘土里，总会有一些金
屑，那是首饰匠们在打制金饰时锉掉的粉
末。许多时日过去了，金屑已经积到可以
铸成一小块金锭。夏米把它送到一个上了
年纪的首饰匠那里，请他为苏珊娜打制了
一朵精致的蔷薇。可是苏珊娜已经离开巴
黎去了美国，这一去永不再回来。夏米听
到这个消息，经不住打击一病不起，很快就
离世了。

那个首饰匠把金蔷薇卖给了一位不修
边幅的文学家，并给这位文学家讲述了
金蔷薇的故事。这位文学家用他的杂
记，让我们知道从前第二十七殖民军的兵
士约翰·埃尔奈斯特·夏米这段悲惨的经
历，也让我们了解金蔷薇的故事。文学家
在他的杂记里深有感触地写道：“每一个刹
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
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
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
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是金粉
的微粒。”

文学家在他的杂记中说的话，每一句

都触动我的心灵。他说：“我们文学工作
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
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熔
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
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夏米的金蔷薇，让我觉得有几分像我们的
创作活动。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花劳力
去探索过，是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尘土中，
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洪流。但是，恰
似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
娜幸福而做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
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
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
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
灿烂。”

掩卷之后，我长久地沉思于来自异乡
的低回而婉转的情节之中。想起崔先生以
一贯的严谨与独到来审视其中深藏的潜力
和价值，不由得为之震撼和敬仰。崔先生
说，细节之于写作，便是那些珍贵的尘土，
认真观察生活，感受世间万物带来的每一
次心灵颤动，慢慢地积蓄起来，才能锻成自
己的金蔷薇——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
说，都将闪耀与众不同的光芒。

记得在宾馆的长廊里送别先生，他微
驼的背、灰色的毛衫、亲切自然的话语让我
很难忘却。一位睿智的长者、一番谆谆教

诲，于我何尝不是一杯珍贵的尘土？崔先
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很庆幸能聆听到
真正的学者授业解惑，同时深切地感悟到
大家风范：恬淡与激情同在，渊博伴随着
平和。

金蔷薇是用来祝福苏珊娜的，同时，
我也借这个题目——珍贵的尘土，写下
我所能感受到的每一点金色的粉屑：感
怀、启示，给留于生命中的那些人以深深
的祝福。

□胡永刚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是英
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戴博德撰写的一
本心理学书籍。该书讲述蛤蟆先生
面对抑郁、自卑等心理困境，踏上心
理咨询之旅的故事。蛤蟆先生通过
与心理咨询师苍鹭的十次对话，逐步
揭开了个人心理问题的根源，即与其
童年经历和家庭环境紧密相关。

书中引入了“父母、成人、儿童”
三种自我状态的概念，帮助读者理解
个体行为和情绪反应背后的深层心
理机制。蛤蟆先生在治疗过程中，从
最初的抗拒和自我贬低，逐渐学会以
更成熟、理性的“成人自我状态”去面
对生活，实现了自我接纳和成长，重拾
信心与快乐。

阅读过程中，我深深地被作者对
人性的洞察力所折服。作者向读者传
递了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态度——
面对问题和困境时，勇敢地正视情感，
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心态，从而实现内
心的成长和突破。尤其是关于如何在
工作中保持积极心态这一点，给了我
较多启示。

首先，要增强自我认知。深入了
解自身优点和不足，明确自己的职业
定位和发展方向。如此，在面对职场

挑战时，我们方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保持自信，不
会轻易被困难击垮。同时，我们也要
正视自己的不足，通过学习和实践提
升自我，增强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

其次，要学会管理情绪。工作中
难免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如工作
压力、人际关系等。在此情况下，我
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被负
面情绪主导，积极面对问题，以乐观
态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能一
味地抱怨和逃避。

再者，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代社会的各项工作都讲究团队协
作，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保持积极心
态至关重要。我们要尊重他人，善
于倾听他人意见和建议，与同事建
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如此，
在面对困难时，方能得到他人的支
持和帮助。

此外，要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
工作中的竞争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学会调整心态，将压力转化为
动力。通过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分
解任务、寻求支持等方式来减轻工作
压力，保持轻松愉悦的工作状态。

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的精神。
工作中我们会不断遇到新挑战、新任
务，只有坚持不懈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方能适应工作中的新变化。只有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强
自信心和成就感，方可保持更加积极
的心态。

总之，保持积极心态对每个人均
有重要意义，不妨尝试增强自我认
知、管理情绪、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提
升抗压能力以及持续学习等方式践
行这本书带来的启示。 □马林国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读后感

我与书

“如果我作为旁观者，旁观周遭人
的一生，那是否也铸就了我的一生？”
这就是我初读《旁观者》最大的感悟。
然而再细品这本书，那些生动而有趣
的灵魂，拥有着超脱世俗之外的美好
品格，他们用言传身教再一次打动我、
鼓励我成为更好的人。

《旁观者》是管理大师德鲁克的
回忆录。他曾经这样说道：“很久以
来，我一直很想把一些人物或事件
记录下来，再三思考，并将它们融入
我个人的经验模式及对外在世界片
段的印象与内心世界之中。”这种带
着回忆的情感也成了他写就《旁观者》
的信念——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借
由生命中一些美好人物的传记写成自
己的传记。

这本书中有大名鼎鼎的斯隆、米
瑟斯、弗洛伊德、麦克卢汉，也有臭名
昭著的纳粹党卫军头子汉斯，有传奇
人物基辛格的缔造者克雷默，《时代》
杂志的创造者鲁斯，也有名不见经传
的老奶奶、德鲁克小学时期的两位老

师……德鲁克笔下他人的传记读起来立体且有画面
感，在十五个人物的列传里面藏了十五个德鲁克，他在
记录别人的人生，也在用文字回忆自己的一生。

在《旁观者》中，初入眼帘的便是给站街女送咳嗽
药的老奶奶，再者是早于西尔斯百货就提出“不满意就
退货”的亨利伯伯，也可以了解到著名的“杜邦分析法”
提出者布朗因与杜邦家的女人私自结婚而被“放逐”
到通用汽车。可以看到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头子汉
斯曾要求德鲁克帮助照顾他的女友以及他对人生不
得志的愤恨，还可以看到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的领导
者斯隆在火车上坐二层卧铺，而他聘请的顾问德鲁克
则睡在下铺，尽管当时斯隆已经 70岁，而德鲁克才 40
岁不到……于我而言，读《旁观者》更为重要的是能学
到很多德鲁克总结的、从旁人处习到的朴实人生哲理。

《旁观者》共十五章，章章称得上精彩。我记忆最
深的是《怀恩师》，该篇讲述了德鲁克四年级时遇到的
两位老师的故事，长大以后的德鲁克成了一名知名教
授，他总是以“教学观摩”为乐。他认为一生中遇到最
棒的两位老师是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他旁观两位
老师的教学风格，借鉴其美好品德，从而成为管理大
师，也造就了自己更为广阔的“旁观”视野，这就是薪火
相传的美德。

《旁观者》里所讲的旁观者更像是福柯口中的不与
强权者进行权力游戏的人，是不放弃独立思考的人，是
不媚俗的人，是尊重人性价值的人。旁观并非匆匆观
望，而是在饱经俗世之后仍做一个完整的、自由的人。
就像德鲁克说的：“一个优秀的旁观者，见人所不能见
者，注意到演员和观众看不到的地方，从方方面面细致
入微的观察中总结经验。”

我想，生活中的我们也应该认真观察别人的美好
品德，同时不忘反思总结经验，不断学习，砥砺前行。
无论在得意还是失意时，都能慢慢沉淀自己，做一个不
枉此生的旁观者。

□贺海霞（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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