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道清同志是同命运、
共患难的同仁，也是十多年来
无话不谈的老朋友、老兄弟。
他的作品集《一缕阳光》将由湖
北科技出版社出版面世，我为
他感到由衷地高兴，也为他几
十年的逐梦、成梦的业绩和成
就而倍受鼓舞和激励。

《一缕阳光》一书分为学思
践悟、生活随笔、工作纪实、实
践调研等四个部分，从个人奋
斗到贵人相助，从事业发展到
服务社会等方面涉及，让我这

个“自诩”的老朋友汗颜。回想起与道清兄相
处的点点滴滴，一幕幕难以忘怀，他的励志故
事感染着我，他的朴实人品感动着我，他的执
着精神打动着我：

他是一盏灯——百折不挠，永不熄灭。他
幼时因患脊脊髓灰质炎，成了一位重度残障人；
从用双手扶着小凳在地上爬行，到拄着两根拐
杖站立行走，他不惧人生道路坎坷，艰难求学，
闯出了一条自学成才之路。“天行道，君子以自
强不息”——《周易》的这句话，正是道清兄人生
历程中最好的注释。

他是一块砖——脚踏实地，锲而不舍。他
拄着双拐，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向前。从黄石
港街道新街知青点到黄石市工人电影院，从文
化系统到黄石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从最基层
的街道会计到市级电影院副经理、副书记；来
到残联，从零开始，他总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钻一行成一行，像一块砖，哪里需要
就往哪里搬，不讲条件，不讲困难，任劳任怨，
争做一流。

他是一团火——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生
活是枯燥的，工作是繁琐的，对一名残疾人工
作者来说压力更大。残疾人是一个数量众多、
特性突出、特别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需要全
社会的理解、尊重、关心和帮助。因为有爱，生
活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因为有爱，工作才有无
限的动力。道清兄把对残疾人兄弟姐妹的爱，
化作对工作的无限热情，得到了各级政府组织
和广大残障朋友的表彰和高度认可。

他是一束光——照亮前程，勇于创新。坚
持不懈，终身学习，这是道清兄身上最鲜明的特
征。他读电视大学、又上省委党校，学政治、学
业务、学写作，提升自己的理论业务水平，发挥
自己的特长，如同灯塔上的一束光，成为了行业
中领航者、翘楚者、领军者。

人该如何迎接生活的挑战，如何跨越人生
坎坷的障碍，谱写人生一曲曲昂扬向上的乐
章。这本书给了我们最完美的的答案。《时间
简史》的作者、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他的身体虽
然被禁锢在轮椅上，但他的思想却能在宇宙间
自由翱翔。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开拓奋
进，让我们砥砺前行，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以上所感，聊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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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垄上读诗

日常词句的现场迸发生动诗意
——读刘洁岷诗歌《买早点》

□ 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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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买早点的经验、经历，诗人刘洁岷的这首以
《买早点》为题的短诗，将这一日常行为纳入自我情感、与家
人的联结，以及对社会的多重思考中，使得普通的题材，因诗
的正文内容而给读者带来了“期待遇挫”之感。接下来，笔者
将对这首11行的短诗进行文本细读。

1
我身体是我母亲身体里并不多余的部分
首句有着追忆式的从容沉静之感，这一叙述特点，便开

启了本首诗的情感基调。细读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多层意
蕴。一方面，有句俗话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儿
肉”，这种带有天然的无法割舍的骨肉至亲之感，似乎被“并
不多余”这四个字消解。诗人特意没用肯定句，而用否定句，
看似双重否定，却让“并不多余”这几个字，于是呈现出轻微
的调侃意味。

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思考，母亲孩子之间本来就是两个
相互独立的个体，虽有骨肉相连，却又各自独立。“并不多余”
这几个字则表达了第二层含义，即对“多余”的否定，肯定了
拉进了情亲关系。总的来说，第一句的落脚点还是说明自己
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自己和母亲深刻的联系。

我的情感是我的父亲老眼里落下来的东西
第二句则从“身体”对应到“情感”，从“母亲”转至到“父

亲”，从“并不多余的部分”变为“老眼里落下来的东西”，而这
两句又彼此互文，这是从一个已为人父的孩子视角，来看他
的老父亲老母亲。“老眼里落下来的东西”很明显是指代眼
泪。于是，“我”的情感则在交互的情亲关系中显得如此复杂
深切而又真挚动人。

2
我是我曾在一部手抄本里遇到的一个偏执的人
用的是“曾在”，而不是“现在”，用过去时更贴合开头两

句奠定的语调，同时，时态的设置也颇显精巧：“我是”（现在
时），“曾在”（过去时）说明这样的状态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
在。此种“我见我”之情景，在《指纹采集》中也有：“如果我们
的城市能够停止运转/那么所有的指纹就会着魔般地纹丝不
动/我看见我站在昨晚去过的茶楼门口/嘴唇翕动，并意识到，

修复指纹就能/修复你和我们的整个生活”。
“手抄本”，是七十年代的出现的一种“地下文学”，这就

将时间拉到了“我”的童年代了。而这里的“偏执”一词，则可
以理解为是自己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是一种有意放低姿态的
行为，实际上侧面表现出自己对于父母的敬重之情。

3
三句读下来，“我”也就成了一个抽离自身，从三个方面

（与母亲、父亲和过去的自己）审视自己的人。而接下来：
于是我几乎看到几何的雪落在腐败的土地上
则是以虚写实的感慨。“雪落在腐败的土地上”，或许是

诗人看到了社会上、还存在一些现象，呈现出的是具有忧患
意识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艾青的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巧合的是，这两首诗是两个时代的
诗人同在武昌所写，不知诗人在那时候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
也想到了这句，而喟然长叹呢？

4
接着从第五句，看似是进入了“正题”（点题）:
我正在原老武锅牛肉包子铺前排着长队
并打听到了水陆街的烧麦、牛肉粉、付记鳝鱼面
老武锅豆皮店的电话是 158****5403
诗人将电影手法娴熟地运用在诗里，前四句像是电影序

幕的独白，是虚写。第二部分则是日常市井生活的跟拍镜头
下的近距离特写，是实写。似乎终于来到了“买早点”这一主
题行为中，热闹早市的在场感十足。就连老武锅豆皮店的电
话也被镜头特写，且详细地交代，至于电话号是否为真实已
不再需要去深究，而是通过这种精准的细节，让人仿佛置身
于“热气腾腾”的街边。

除了时间空间上的穿越，由虚到实的写法变化，随之而变
的还有语象变化，不再那么密集了。这三句是相对于开头四
句而言，可看出诗人刻意放缓了语调节奏，使得行文张弛有度。

5
我的你们猜不到的女儿与我不过是
在容貌上彼此抄袭来抄袭去的一对父女
如此跳跃的突转，因前三句的“铺垫”，显得又在情理之

中。可以说是对第一部分的延续，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诗人在
买早点的行为过程中，究竟遇上了什么事情而有了与买早点
不相干的思索，但是意识流动的方向在分散中又聚集为有个
圆圈，圈内是在场的街边早市，圈外流转着一家人的情感线索。

第一部分是“我“在和”我的父母亲”肉体和精神情感方
面的关联，第三部分涉及到的是“我的女儿”和“我的爱人”，
明明可以简单地说“我的女儿与我”，却因加上了修饰词“你
们猜不到的”竟增添了神秘感，这样的感觉措置在买早点的
现实活动中，有一种十足的电影氛围感。“抄袭”是对父女相
似的一种陌生化表达，加之“抄袭”的“抄”，间接性照应前面
的“手抄本”的“抄”。

6
我还不至于是《史记·商君列传》中宕开的一笔
实际上第四句已然提供了解读的线索，这里提到了商

鞅，可进一步关联当下。在表达效果上，在将诗歌中前半段
呈现的情感和日常里加入一点“硬度”，映照“现实”，又在结
尾回归到温情和细腻里，整首诗产生出多重元素相互碰撞的
奇特的化学效果，可谓张力十足。

我习惯于在夜里面对我的爱人，细腻有如祈祷
用的不是妻子那么正式的称呼，不至于是“情人”带有点

偏负向的情感，而是“爱人”称呼，用词的精准度很高。再细
看“细腻有如祈祷”这一比喻，将汉语的词性活力得心应手得
发挥了出来。“细腻”是形容词，“祈祷”为动词，仅仅是两个不
同的词性放在一起并列做比拟，却能将”在夜里面对我的爱
人“的温情态度和向神祈祷叠加在一起，祈祷是针对神，倒也
不至于是宗教层面。作为《买早点》这首诗的结尾，让这一极
其日常普通的行为变成了促成诗人思索个人与家庭成员情
感关系的一种触发机制。

这首短诗有极其精巧的内在结构，其长句语调特点、柔
中带刚的平衡感、错落的时空安排，以及十足的电影氛围等，
都使得这首诗可以被反复品读。口语语感和叙事性元素的
加入，恰到好处地完成了一场融合，将熟悉的日常，这样的语
言碰撞带来了新的活力。正是这种看似语句风格的不统一
而让这首简短的诗包孕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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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五千年，家训文化如一脉清泉，滋养着无数家
庭的道德根基。从《周易》的“正家而天下定”到孔子的“诗礼
传家”，从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到曾国藩的“立志勤读”，家训
不仅是家族血脉的延续，更是民族精神的缩影。在当代社
会，家风建设被赋予新的使命，如何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让家
训文化焕发现代生命力？杨宪福教授主编的《中华经典家
训》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与通俗的诠释方式，为这一问题提供

了答案。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浓缩的家训精华，更是一本连
接历史与当下、家庭与国家的文化指南。

全书收录140余则跨越先秦至现代的经典家训，内容涵
盖修身、齐家、处世、治学等多个维度。其装帧设计质朴典
雅，内文采用双色印刷，既适合个人研读，亦可作为家庭共修
的案头书。

本书以时间为轴，分章梳理了先秦至近现代的经典家
训，每章聚焦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与思想。例如，先
秦部分收录了周公“慎无以国骄人”、孔子“诗礼传家”等训
言；三国两晋南北朝章节中，诸葛亮“志当存高远”与颜之推

“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等名句熠熠生辉；隋唐至明清部分则
囊括了李世民“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曾国藩家书等典范。
每则家训均以原文、白话译文、背景解析和“读与思”栏目呈
现，既还原历史语境，又引导读者联系现实。书中还穿插了

“孔府内宅照壁《戒贪图》”“孟母断织”等生动故事，让抽象的
道德准则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

家训是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特质的缩影。在物质丰裕
而精神焦虑的当下，家训为家庭关系与个人成长提供了破题
思路。书中通过苏轼家族“三代词人”、梁启超“九子才俊”等
案例，揭示了家风对代际传承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孔子“不
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训导，直指当代教育中

人文素养缺失的痛点；陶侃母“以官物遗我，徒增吾忧”的清
廉观，则为干部家庭敲响警钟。书中强调，家风不仅是私德
问题，更与党风、政风、民风息息相关——家风正则社会清，
家风浊则世道颓。这种将个体修养与社会责任相勾连的视
角，极具现实启发性。

如何让古老家训“活”在当下？本书给出了两条路径：一
是挖掘家训中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如“孝悌忠信”“勤俭持
家”；二是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创造性诠释。例如，编者将《颜
氏家训》中“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解读为“构建和谐家庭
关系的核心”，并引申至当代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培养手足之
情。书中还提出“树立特色家训”的主张，鼓励家庭根据自身
实际提炼家风，既尊重传统，又彰显个性。这种“守正创新”
的态度，为传统文化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

《中华经典家训》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情怀的力
作。它既是一部家训百科全书，为研究者提供翔实史料；也是
一本家风建设手册，为普通家庭指明实践方向。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家训文化如同一条纽带，将个体的道德追
求、家庭的和谐愿景与民族的文明理想紧密相连。家训传承
的是文化，更沉淀出走正路、立正心、成正人的人生力量。期待
这部著作能唤醒更多人对家风的重视，让千年智慧在新时代
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之花。

读读书心得
传承千年智慧，滋养时代家风

——简评《中华经典家训》
□ 华景

国产动画片《哪吒》系列以独特的东方美学与哲学思辨，
构建了神话语境下关于人性、命运与救赎的精神图谱。从
《哪吒1》中魔童对天命的抗争，到《哪吒2》里权力迷局中的正
义追寻，哪吒精神早已超越传统神话框架，成为当代青年群
体对抗现实困境的精神图腾。

《哪吒1》以“魔丸”的设定重构了哪吒的宿命，村民的偏
见如同无形枷锁，将“生而为魔”的标签烙印在他身上。李靖
夫妇的守护与太乙真人的引导，让哪吒在“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呐喊中完成蜕变。当他在陈塘关百姓叩首中独抗天劫时，
这不仅是个人对既定命运的反叛，更是对群体偏见的终极解
构——所谓天命，不过是世俗强加的认知牢笼。《哪吒2》将此
命题推向更深维度。面对天庭考核体系的腐败，哪吒与敖丙
在权力倾轧中重新定义“成仙”的意义。当申公豹揭穿无量
仙翁的阴谋时，影片揭示出体制化的“天命”本质上是既得利
益者的操控工具。这种从个体抗争到系统批判的升华，让哪
吒精神具有了穿透历史周期的现实重量。

两部作品的人文底色，体现在对边缘群体的深切观

照。《哪吒 1》中龙族困守海底炼狱的设定，暗喻着血统论造
就的阶层固化。敖丙背负全族希望时的矛盾挣扎，折射出
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集体焦虑。而李靖以命换符的抉择，
则将东方家庭伦理中“父爱如山”的沉默守护演绎得催人泪
下。《哪吒 2》通过巡察体系的隐喻，展现了更具社会纵深的
关怀。当哪吒发现除妖队滥杀无辜时，其调查过程恰似现
代法治文明对程序正义的追寻。申公豹为父寻仇的支线，
则深刻探讨了制度暴力对个体命运的碾压。这些叙事维度
使神话故事成为关照现实的棱镜，照见权力异化下的人性
微光。

《哪吒1》通过乾坤圈封印的设定，将青春期自我认同危
机具象化——混天绫既是约束也是保护，恰如当代青年在家
庭规训与个性解放间的摇摆。生日宴上哪吒撕毁换命符的
瞬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责任主体的身份觉醒。《哪吒2》在
此基础上构建了更复杂的人格图谱。当哪吒在仙考中直面
制度性歧视，其成长已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更是对
集体无意识的突围。敖丙从灵珠化身到体制帮凶的转变，暗

合现代社会精英异化的风险轨迹，而最终联手抗敌的选择，
则昭示着良知对身份宿命的超越。这种成长叙事打破了非
黑即白的角色塑造，呈现出人性的灰度与张力。

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体现在对“混元珠”宇宙观
的现代阐释。灵珠与魔丸的辩证关系，暗合道家阴阳相生的
哲学智慧。当哪吒说出“人心的成见才是移不走的大山”时，
千年文化积淀与当代价值诉求达成了精神共振。风火轮化
作毛笔的设定，更是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叙事动能，在视
觉奇观中完成文化基因的活性传承。

显然，哪吒精神的内核，本质上是东方文明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精神自愈与进步。说到底，就是命运桎梏下的生命
觉醒与人文之光。从《哪吒1》到《哪吒2》，我们看到的不仅
是国产动画的技术跃迁，更是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生动注
脚——那些在命运枷锁下依然选择仰望星空的生命，终将
在抗争中照见自己的光，并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长征中那一道道涌现而出的靓丽风景线,书写新时代中国
的“封神榜”。

文文学杂谈 “哪吒”告诉我们什么
□ 林尤超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以史家之笔，让我们在字里行间，
得以窥见历史的另一面——那些隐藏在岁月尘埃下的微光
与暗涌，仿佛能听见那遥远时代的风声鹤唳，感受到那份历
史的沉重与温柔。

初读此书，仿佛是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与那位年少登基、
意气风发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及他身边的文臣武将们，进
行了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对话。然而，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份
初见时的惊艳逐渐被历史的沉重所取代，正如秋风中的画
扇，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感慨与唏嘘。

在《万历十五年》中，万历皇帝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人
性色彩。他，是天下之主，却也是囚于紫禁城中的孤独灵
魂。黄仁宇笔下，万历皇帝的内心世界被细腻地剖析开来，
他的无奈、挣扎、妥协与放弃，仿佛一部未完待续的心理剧。
万历的故事，是对“孤家寡人”最深刻的注解，也是对人性复
杂性的深刻探讨。

张居正，这位被誉为“救时宰相”的权臣，他的出现，仿佛

是历史洪流中的一股清流，以铁腕手段推行改革，力图挽狂
澜于既倒。然而，“高处不胜寒”，他的强势与专断，最终也为
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我们仿佛能看到，夜深人静之时，
张居正独自站在窗前，望着京城灯火阑珊，心中涌动的对国
家的深情与忧虑。张居正的一生，何尝不是一场悲壮的英雄
之旅？相比之下，申时行则显得更为圆滑与中庸。他深谙官
场之道，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同时也努
力在皇帝与群臣之间寻求平衡。申时行以水一般的智慧，在
权力的漩涡中游刃有余。然而，这种中庸之道，也让他在历
史上留下了“和事佬”的印象，让人不禁思考：在理想与现实
之间，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

海瑞，这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官员，无疑是《万历十五
年》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他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官僚体
系的腐败与堕落，他的存在，就像是一股清流，冲刷着那个时代
的污浊。黄仁宇对海瑞的描绘，并非是简单的歌颂，更在于深
入挖掘其背后的复杂人性。而戚继光，这位抗倭名将，他的一

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创新的一生。他发明的“鸳鸯阵”，至今
仍被后人津津乐道。英雄也有迟暮时，戚继光的晚年，同样充
满了无奈与悲凉。戚继光的形象，让人想起了辛弃疾的“醉里
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那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
也是一种对胜利的渴望与追求。至于李贽，这位思想界的异
端，他的出现，为那个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敢于质
疑传统，挑战权威，他的思想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封建
礼教的虚伪与腐朽。他的“童心说”，如同一颗异端的火花，在
封建礼教的铁幕下顽强地燃烧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随着《万历十五年》的缓缓落幕，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

而又熟悉的时代。在那里，有帝王的孤独、改革者的悲歌、清流
的坚守、武者的荣耀以及异端的火花。每一个角色，都是历史的
注脚，都是人性的缩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都是永恒的主题，这些历史人物与事件，这些曾经的辉煌与苦
难，如同历史长河中的点点微光，虽然微小却永不熄灭……

书书香一瓣
岁月尘埃下的微光与暗涌

□ 李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