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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秀良

跨进河北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大

门，你会看到右侧走廊里挂着 8 幅正反两

面的芦苇画，而两侧的廊柱上也悬挂着多

幅芦苇画。为什么这里要选择芦苇画作为

室内装饰品呢？原因有多种，一是因为芦

苇画出自白洋淀，属于当地的特色工艺美

术品；二是芦苇画以淀泊风光和美丽景致

展示了雄安新区特有的形象，无论从题材

上还是装饰风格上，都与雄安市民服务中

心的建筑相得益彰；

三 是 芦 苇 画 取 材 独

特，百年不腐，画面本

色天然，古朴典雅，不

着人工色，被誉为“绿

色艺术品”，这种选材

与制作方式与雄安新

区提倡的“绿色”发展

理念不谋而合。

在所有的艺术门

类当中，芦苇画的历

史其实很短，但人类

利用芦苇的时间可并

不短。它被当作燃料，帮助人们蒸煮食物；

又被织成席子，为人们铺炕取暖；还被做成

艺术品，点缀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我国

多个芦苇产地，它都有过辉煌的人类使用

史，但唯有白洋淀的芦苇成了最靓丽的一

道风景。

芦苇是白洋淀的一大特色物产，曾给

当地居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历史上有“一

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的说法。作

为白洋淀独有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芦苇

画的表现题材非常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

广泛，既包括山水花草、虫鱼鸟兽、人物形

象等传统题材，也包括雄安风情、居民生活

等现代题材。如今，白洋淀的芦苇画制作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并发展

出了独到的创作技法。

虽然白洋淀的芦苇画已经成为一种产

业，而且随着雄安新区建设脚步的加快，芦

苇画的艺术影响力还会进一步增强，但关

于芦苇画的图书却少之又少。《中华技艺书

系·芦苇画》一书的面世，打破了这种沉寂

状态，为我们深入认识芦苇画的艺术价值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本书也是我主

编的《中华技艺书系》中之一本，看到其问

世，我感到由衷兴奋。

《中华技艺书系·芦苇画》秉承整套丛

书的创作理念，即不以芦苇画的制作技艺

为重点，而是要考虑尽量多展示芦苇画的

现实应用，也就是芦苇画

的生活美学价值。这本书

关注了芦苇画的大制作，

比如表现保定风物的《古

莲花池》、以雄安高铁站为

主题的《雄安站》、挺拔笔

直的《迎客松》，等等。而

且告诉读者，“如果家里住

宅空间足够大的话，将芦

苇画《迎客松》悬于客厅之

上，不仅能够表达出居室

主人好客的心意，更能彰

显出艺术品位的不俗。”类

似话语在书中不时呈现，较好地体现了丛

书的创作理念。

而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些气势磅礴

的芦苇画作品，更钟爱那些小巧玲珑的芦

苇画“小品”，尤其是表现白洋淀美景的小

幅画作。该书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

此他们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皆有自然的韵味蕴涵其中。一

幅山水芦苇画浓缩了山川自然的美景，装

饰于家居空间，山水田园气息扑面而来，无

比惬意。”

《中华技艺书系·芦苇画》一书的两位

作者，杨亚蒙是高校教师，杨丙军是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白洋淀苇编”

传承人。文化人与非遗传承人的联手合

作，使该书的品质得到足够保障，这也是我

最感到欣慰的。

欣赏芦苇画的别样风情
关键词 雄安新区 芦苇画 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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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凤

对于我来说，像瓷胎、釉色、拉坯等，是

如此陌生。通读纪红建老师的《彩瓷帆影》

后，这些概念，又是如此生动。拿在手里的

书，掂一掂，确实不重。我想，只有阅读过，

才能掂出其分量。

或许，我与纪老师有着相同的儿时经

历，在湘水中“泡”大的人，看着湘江里来往

的船只，熟悉又亲切，又或者此书原本就引

人入胜，我细细地品味，嗅着字里行间的芳

香。我发现，纪老师处

理题材特别细腻，这是

一个作家的功力。我相

信，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细看书的标题，不

难发现纪老师写作的笔

力重点所在。我曾经走

在铜官窑古镇街上，从

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

头 走 到 这 头 。 几 处 帆

影，让我的心绪跟着它

荡漾。景区门口，很多

人在帆船旁留影合照。露天剧场的人也

多，我就站在侧旁，观看黑石号特技秀，感

受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在长沙窑博物馆，

也设有“黑石号”文物专题展厅。比一比，

我知道，我的游览是走马观花式的。这些

帆影，就像一个梦，伴着春风，飘向远方。

直到读到《彩瓷帆影》这本书，我才感觉到

收获了什么，仿佛跨越了时空纬度，回到千

年之前开放的唐朝，读着读着，又回到了现

实世界，犹如一场真正的穿越。长沙窑瓷

器，历经千年，光彩依旧，真是太震撼了。

纪老师是望城人，他的家就在湘江河

畔。靖港古镇坐落于湘江西岸，东岸则是

铜官古镇。一江之隔，两岸相望。湘江，犹

如一位慈祥的长者，静静地守护着它们。

作为彩瓷的“娘家人”，或者是一个作家的

使命担当，纪老师对长沙彩瓷倾注了深厚

的情感。

他坦言：彩瓷，是故乡的颜色，是中华

民族的灿烂与斑斓。去勿里洞岛、新加坡

探访，他满脑子都是长沙彩瓷。正是如此，

他兴奋，焦躁不安，又充满极度虔诚。同

样，与李辉柄接触后，他也感受到对方深深

的望城情结，这何尝不是一位陶瓷专家治

学严谨、知行合一的体现呢？正是这一份

份的深情，才让铜官窑重放异彩，也是工匠

们继续传承和发展瓷器的希望，才让长沙

彩瓷走向世界。

“我在彩陶源村一带探寻、思索、徘徊，

想把当时釉下彩瓷器的故事的所有情节衔

接起来。”

“我是一名报告文学写作者。我始终

觉得，以事实为依据，追求事物的客观真

实，不只是一种责任，更应该成为一种习

惯。”

读到这样的句子，我被这种严谨踏实

的风格深深折服。

时光漫长，阅读的资料、文物，接触到

的 间 接 信 息 ，模 模 糊

糊。如何与历史人物对

话？他们当时做了哪些

事？有着怎样的心理活

动？如何着力？如何用

墨 ？ 如 何 突 破 时 空 阻

碍？处理这样的题材，

一定有着特殊的难度。

为写这本书，他无

数次的实地探访、采访、

资料查阅，写作难度不

言而喻。自 2017 年起，

从湘江入长江，一路行走，一路探寻长沙彩

瓷的方方面面。行走，成了纪老师的生活

常态。要么行走在现实生活中，要么行走

在书本中。在深入采访、史料查阅后，又回

到历史现场，多角度地对历史情态一一地

叙述。这样的写作，是一种有思想、有才情

的写作。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

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是瓷诗。悠悠心

会，妙处难与君说。

一边是历史场景，一边是现实感悟，一

边是采访札记，一边是信手拈来的唐诗，点

缀其间。我想，这一切的一切，皆是因为纪

老师有着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细腻的情感。

语言的背后是思维。长沙彩瓷话题与

传统文化意蕴交融在一起，洋溢着灵性与

诗情。纪老师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小说式

叙事，散文式语言，反映“一带一路”，探秘

中国制造远销海外，这是经济贸易，是文化

交流，更是创新与包容的体现。无疑，这是

一部极具文化厚重感和深邃思想的报告文

学作品。

我跟随彩瓷“娘家人”的足迹，探寻长

沙彩瓷的历史，触摸着一串串文化密码。

思绪如同一叶扁舟，在长河中随流飘荡。

拥书一本，淡淡生香，那是诗意的幽香，是

那样的雅致。

长沙彩瓷诗随帆飞
关键词 长沙彩瓷 报告文学 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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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生

李毅女士是一位律师，北京华

允律师事务所创办人。紧张繁忙的

工作之余，她也跟随一群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筹建慈善学校——苦志

育才学校的朋友们，从事了数年的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是目前乡村中最需要关注的群

体，特殊的经历和家庭困难，使他们

从小无法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这

是比贫穷更令人悲伤的缺憾。所

以，对于他们的教育扶助已经超出

了单纯物质层面，而向心灵和人格

方面延伸。据李毅介绍，苦志育才

学校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孩子们

身心健康，并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同

时也在努力创造条件让孩子们能够

进入高中或职业技术学校继续学

习，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规

划职业、找到工作。这实在是一项

了不起的公益事业。

中国哲学历来将父亲比作天，将

母亲比作地，少年失去父母的呵护，

为这些孩子们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挥

之不去的阴影。李毅律师和同仁们

所做的工作，使这些儿童再度获得父

母般的关怀，使人生的希望之花再度

绽放。就此而言，她们的工作体现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博爱精神，十分难得。

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

是一部急速城市化的历史，也是城

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历史。乡村留守

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处境，

已经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志愿者

深入乡村展开各种公益活动。李毅

律师结合其乡村公益教育实践经

验，以一名法律人的身份，撰写了

《我的童年法则》这本乡村少儿普法

教材，对当前乡村留守儿童教育具

有特殊意义。

该书的体例别具一格，每章包

括“故事讲述”“法律保护我”“法律

怎么说”“请你思考”4 个板块，从生

动的故事开始，依次讲解法律意义、

法律条文，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全书语言流畅，可读性强，内容实

用。当前乡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重点

问题，比如教育权利、性别平等、校

园欺凌、拐卖儿童、网络犯罪等，都

是书中关注的重点内容。该书为乡

村留守儿童提供了一部系统、具体

和实用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自我保护

读本；为他们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

己，培养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提供

了一本优秀教材。

该书的整体结构也可谓匠心独

运，全书共8个单元，先后讲解了《宪

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

法》，各章的副标题依次是“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基本权利义务”“我

和我的家”“我和我的学校”“我和我

的社会生活”“我和我的权利保护”

“我和我的核心价值观”“我和我的未

来”。作者通过通俗易懂的文章将干

枯的法律条文一步步植入乡村儿童

的生活世界，成为和他们年幼的生命

休戚相关的人生法则，也为他们渐次

展现了家国天下的现代世界。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书末附录

是一个长长的电话清单，包括公安

报警电话、公安短信报警电话、消防

火警电话、医疗急救电话、交通事故

报警电话、法律援助咨询电话、妇女

维权服务热线、公共卫生咨询热线，

等等。这些电话号码是绝大多数乡

村儿童所陌生的，而知道这些号码，

在某些关键时刻可能对他们具有性

命攸关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不是

一本普通的少儿普法教材，它里面

倾注着一位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爱与

牵挂。

我本人从事的是乡村儒学和乡

村公益，重点是重建乡村的意义世

界与人伦秩序，也发现乡村法律教

育是个薄弱环节，但由于专业限制，

我和义工们对于乡村法律教育这一

块一直无所作为。但是，我们毕竟

生活在法治时代，一个健全的公民

人格不能没有传统美德的滋养，同

样也不能缺少公民权利意识和现代

法治观念。或许二者的结合，才能

造就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少

年，才能造就一个古老而又生机盎

然的少年中国。

乡村是人类共同的故乡，不仅

在自然意义上是如此，在文明意义

上同样如此。正如有历史学家指

出，到目前为止，人类第一流的哲学

家和宗教家全部来于乡村文明时

代，他们的哲思与教诲，至今还在滋

养着现代人的心灵。可是，孕育了

人类伟大文明的乡土，却在工业的

高歌猛进中日渐萧条，因为有文化、

有能力和有资本的人们，纷纷远离

乡土而“适彼乐土”。目前的乡村，

需要输血式的外援救助，因为她本

身已经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如同一

位为哺育儿女而心力交瘁的母亲。

乡村文化的希望，在于有更多像李

毅律师这样身在都市却依然牵挂着

乡村，并毅然重新走进乡村的人们。

一本用母爱写成的乡村儿童法律教材
关键词 乡村 留守儿童 法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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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涛

当我带着一脸的崇敬与刘耀辉

教授同席而坐的时候，谈及他的一

段经历，让我差点大跌眼镜——这

位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竟然在高中时曾位

列全校倒数第一。翻阅其作者简

介，看到他的一顶顶桂冠，你真的很

难相信这是真的。

刘耀辉年幼时曾随父母辗转于

黑龙江和山东两地，7岁时才在山东

费县上冶镇安顿下来。初中时，他

“因成绩不好”，读了两次初三，才艰

难获得参加中考的资格。但即便参

加了中考，迎接他的也只是一次不

出意外的失利。好在天无绝人之

路，经堂兄介绍，他“以自愿缴纳赞

助费的方式入读费县实验中学，成

绩列全校倒数第一，同时致家庭经

济状况雪上加霜”。从入校时的倒

数第一，到3年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北大，其间他遇到了怎样的

困扰、又付出了怎样超乎常人的努

力，恐怕一言难尽。最终，刘耀辉成

功“逆袭”，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

开。《刘耀辉书迷手册》里大致记录

了他的这些成长轨迹，令人心生无

限感慨。

在《少年王阳明》出版后，我仍

时不时地品读刘耀辉和他的这本

著作。偶然间，我有了一个有趣的

发现——刘耀辉和王阳明，无论做

什么，都能做出一番卓越的成绩。

王 阳 明 的 此 类 事 迹 这 里 不 作 细

数。除了“逆袭”考入北大，刘耀辉

在大学期间也是学业优异，酷爱书

法，担任了北京大学学生书画协会

会长，还有数篇专业论文发表于业

界具有影响力的刊物，被评为北大

首届本科生十大学术之星，称得上

是顶流才子。毕业后，他曾供职于

出版社，与我一样也是一名编辑，

他的业务能力精进之快，令人瞠

目 结 舌 ，更 难 得 的 是 他 在“ 韬 奋

杯”这项全国编辑顶级大赛中一

举夺魁，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状

元”头衔啊。而他在从事编辑工

作的生涯中，策划出版的好书不

胜枚举。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后，

凭借《野云船》《山有扶苏》《飞吧，

黑居易》《布伦迪巴》等优秀作品，

他一举斩获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冰心儿童图

书奖等著名奖项。此外，他还担任

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青岛科技大学学术委员

会委员、传媒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等职务，可谓荣誉等身。诚然，无

论刘耀辉如何光芒四射，或许最终

都无法企及王阳明；但于一项项事

业上取得不凡的成就这点上，跨越

500 年的时空，作者和他笔下的主

人公却可以交相辉映，同样带给我

们无尽的启示。

出身于考古学专业，让刘耀辉

研究起中华传统文化得心应手。如

今，他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与写作

已历数年，一上来便向着“圣人”奔

去。中国“两个半圣人”（梁启超语，

即孔子、王阳明，另外“半个”乃是曾

国藩）里他已经深入地研究了两个，

并都结出了硕果，《少年王阳明》由

济南出版社出版，《少年读论语》由

青岛出版社出版。

《少年王阳明》是一个讲给中

国孩子的古代圣贤成长故事。写

这本书，固然是刘耀辉出于对王阳

明的推崇，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发现了王阳明少年时代的成

长 经 历 对 现 代 青 少 年 的 教 育 意

义。他想把王阳明那颗“圣贤之

心 ”的 种 子 ，埋 进 每 一 个 孩 子 心

里。所以，他选取了从少年角度讲

述王阳明这位古代圣贤的故事。

为了写好这本书，刘耀辉查阅了大

量史料，并四易其稿，用儿童文学

作家的笔触，描画出一个个生动有

趣的故事，让读者走近少年王阳

明，在感受一代圣贤的少年生活的

同时，受到孝亲敬长、志存高远、英

勇无畏、光明磊落等宝贵品质的熏

陶，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传统美德的

滋养。

为了让读者与王阳明这位古代

圣贤的初次相遇轻松惬意，作者并

没有平铺直叙地从王阳明的生平写

起，而是开篇就写 10 岁的王阳明在

五柳书院的“精彩”生活，撸猫逗狗，

调戏大鹅……如此生活化的场景，

再加上作者幽默诙谐的语言，读来

轻松有趣，根本停不下来，一下子便

拉近了读者跟这位古代圣贤的距

离。书院扬名，7岁赋诗，少年立志，

巧对刁僧，镇江夺魁，仗剑出关，勇

救边民，拟疏安国……作者匠心独

运地撷取又连缀起一个个生动的故

事，让整部作品摇曳多姿，耐人品

读。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将一些

文化常识不着痕迹地化入行文之

中，为这部作品缀上熠熠闪光的文

化宝石，于读者而言又是一层传统

文化的滋养。

古典诗词中，月亮常被寄予思

乡怀人之情。在书里，作者多次写

到了月亮，其意蕴却比较独特。从

金山寺赏月，到锦衣卫诏狱对月，再

到章江舟上辞月，王阳明是多么喜

欢那一轮高悬于夜空的明月啊。他

曾有诗曰：“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

团圆永无缺。”光明之月，于王阳明

已然成为其笃行不怠、知行合一的

能量之源。刘耀辉选定这句诗放在

腰封上，让每一位读者一眼便能记

住，时时吟咏，光明自来。

这本书并未过多涉及王阳明的

“心学”，而是通过追问王阳明的历

史真谛，从他的人生中得到启示，从

他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学文兼学

武，学武兼学文”，体健识广，笃行担

当，这便是刘耀辉想通过这本书表

达的对青少年的期许。

当北大才子遇到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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