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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

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为图书馆题词

     八十年砥砺，八

十载辉煌。美丽的

安徽师大已走过八

十年的风雨历程。

八十年中，师大屡

有分合，数次易名，

饱经沧桑。经过几

代师大人的不懈努

力，今天的师大已

发展成为一所知名

的高等学府，师大

图书馆也随着师大

的变革、发展而不

断成长。时值师大

八十华诞之际，我

们将师大图书馆八

十年的发展历程作

一简单的梳理，奉

献给广大读者，希

望大家能更多的了

解图书馆，支持图

书馆的发展。

一、省 立 安 徽 大
学 时 期 图 书 馆
（1928年4月—1939

年夏）

1928年，学校
创建于安庆。同年
2月，当时的省政府
将安庆北门外安徽
法政专门学校及五
里庙甲种农业学校

的校址划拨给省立安大，后来由于屋宇
不足分配，另租城内圣保罗中学校舍作
为第一院，图书馆设在该校礼堂。同
时，派员分赴全国各地购买图书。至
1931 年，图书馆图书达到 21590 册，有
读者 501 人。

1938 年 6 月，安庆沦陷，学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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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敷书院(国立安大时期图书馆)

图书从安庆装船运至湖北沙市，原打算
在内地复校，因时局恶化、内迁大学较
多，教育部未予同意。随后，奉教育部令
及省政府指示，学校部分图书被运至蓝
田，交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大前身）代
管，大部分图书则转交重庆国立编译馆。
当时图书馆有中外文图书杂志20 多万
册 。
二、国立安徽大学时期图书馆（1946

年4月—1949年12月）

1946 年，安徽大学复校，改省立为
国立。图书馆主任熊毓文（兼）赶赴重庆，
要求国立编译馆归还所借图书杂志，经
协商，重庆国立编译馆归还了中外文图
书 32995 册，杂志 29 箱，其中名贵典籍

散失甚多。交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图
书则永远留在了湖南。国立安大图书馆
属教务长领导。以敬敷书院厅堂为馆
舍。当时制订有《国立安徽大学图书馆
借阅图书规则》。由于当时图书有限，
规定一至三年级学生每人借书以2 册为
限，四年级和助教、职员以 5 册为限，
讲师以上以 10 册为限。图书借期为两星
期 。

为了保证教学和科研急需，学校一
方面派人到上海、南京等地购置新书，另
一方面派人到桐城、徽州等地收购古旧
书籍。同时呈请联合国救济总署拨赠图
书及教本。经多方努力，至 1948年 7月，
学校共有中外文图书 36688 册，杂志121
种，报纸 15 种。1948 年秋，学校还申请
到美金万元，从美国购来一批图书。

三、安徽大学时期图书馆（1949年12

月—1954年2月）

1949 年 12 月，国立安徽大学全体
教职员工携带 “图书仪器百余箱”，整体
从安庆搬迁到芜湖，与位于芜湖赭山南

滴翠轩（1946— 1949年图书馆）

1949-1956 年图书馆

1956-1975 年图书馆大楼

1975-2005 年图书馆大楼

赭山校区图书馆（1997年— ）

敬文图书馆（2007年— ）

麓的安徽学院合并，组成新的安徽大
学。图书馆原设在滴翠轩，后将一幢中
等营房改作图书馆，馆舍面积为1354平
方米。两馆合并，共有工作人员 11 人，
1951 年馆藏图书共 9 万余册。
四、安徽师范学院时期图书馆（1954

年8月——1960年5月）

1954 年2月，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
学校院系调整计划，取消安徽大学校名，
同年刚独立的安徽农学院由芜湖迁往合
肥独立建院，安徽师范学院仍留在芜
湖。当时图书馆有 9 名工作人员。1956
年学校新建了图书馆，馆舍面积2236平
方 米 。

1958 年，经过两次调整，安徽师

范学院成为理科师范类高校，合肥师范
学院则成为文科师范类高校。1958年春，
图书馆改由校长直接领导，实行馆长制，
设立办公室、采编组和流通组。1959 年
图书馆馆藏书刊 362480册，1966年发展
到 50 余万册，有工作人员 23 人。
五、皖南大学时期图书馆（1960 年5

月—1968年8月）

     安徽工农大学时期图书馆（1968年

8月—1972年12月）

1960年5月，学校易名为皖南大学，
刘少奇同志亲笔题写校名。

“文革”中，图书馆地处山上，位置
较高，被造反派占领，解放前报纸库房被

烧，图书馆墙壁上留下累累弹痕。
1968年，皖南大学革命委员会报请

省革命委员会，将皖南大学改名为安徽
工农大学。1970年合肥师范学院撤销，其
文、史、地、艺等系及院部又迁回芜湖并
入安徽工农大学。合师准备运往芜湖的
档案、图书、家具在合肥火车站堆积如
山，丢失十分严重。

“文革”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损
失，据不完全统计，损失书刊 10 万余
册。 凃图书馆馆长 适吾被揪斗，关押期
间，生病不给治疗，被迫害致死。
六、安徽师范大学时期图书馆（1972

年12月— ）

1972 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正
式定名为安徽师范大学。同年学校开始
兴建新的图书馆大楼，1974 年落成，馆
舍面积达 6728 平方米。图书馆由校长直
接领导，由一名副校长分管，建立直属
党 支 部 。

1992 年，图书馆藏书达到 210多万
册，居全国高校第12位。由于馆舍奇缺，
书籍堆积如山，有些图书已发黄霉烂；各
层楼板不堪重负，裂缝随处可见，险象环
生。1992 年5月6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乔
石看到新华社第 1110 期《国内动态》清
样上《安徽第一大图书馆亟待抢救》（系
指我馆）一文后，批示文化部“采取紧急
措施，同省里共同努力，设法抢救一下”。
经过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共同努力，至
1997 年底，新馆竣工投入使用，建筑面
积 9450平方米，总投资近 1200万元。上
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为新馆题写了馆名。

2005 年 9 月，顺利完成与芜湖师专
图书馆的合并工作。2006 年 9 月，基本
完成馆藏书目数据库的回溯建库工作。
2007 年，藏书量达 257.6071 万册。

2002 年 8 月，学校决定在芜湖市城
南高教园区建设新校区。朱敬文教育基
金会捐资 1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新校区
图书馆建设，学校将新校区图书馆命名
为“敬文图书馆”。 2005年4月6日，敬文
图书馆举行奠基仪式。2007 年 4 月，近

4万平方米的敬文图书馆落成。同年9月
全面投入使用。它成为新校区的标志性
建筑，其智能化程度在华东地区高校图
书馆位列前茅。

2007年10月，图书馆顺利接受了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评
估专家的一致好评。

在文化建设及创新服务方面，图书
馆于 2006 年推出“爱心工程”，凝炼

出“以人为本，创新服务”的办馆理
念，2007 年开展了创建“党员文明示
范岗”和“文明窗口”活动，2 0 0 6
年与 2007年成功举办了两届“读者服务
宣传月”活动。这些活动在校内外产
生了较大反响。

在科研方面，仅 2005-2007 年，
全馆职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70余
篇，出版各种著作8部，主持各级课题19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部
级项目 7 项；获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
术（社会科学类）奖（2003 — 2004）
著作一等奖 1 项，1 人获国务院特殊津
贴。科研水平在华东地区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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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图书馆将继续坚持“以人
为本，创新服务”的办馆理念，科学
管理，和谐发展，扎实有效地做好各
项 工 作 。
       一、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1 、积极组织全馆职工深入学习
“十七大”精神，用科学理论武装头
脑 、 指 导 工 作 。

2、进一步推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长效机制建设，继续开展创建“党
员文明示范岗”活动，充分发挥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3、坚持中心组每月一次的集中学
习制度和研讨活动，不断强化领导班子
成员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统领工
作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
平和服务质量。

4、坚持党员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
活制度，通过学习和教育活动，进一
步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5、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的落实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

6、本着积极慎重的原则，做好新
党员发展工作，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
个，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
     二、业务和特色工作

1、继续开展创建“文明窗口”活
动，进一步强化职工的优质服务意识。

2、开展“世界读书日暨第三届读者
服务宣传月”活动，点燃读书激情、共
建书香校园，同时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图
书馆、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3、积极发挥读者协会的作用，进一

步加强与读者的互动。
4、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

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纸质文献资源建
设工作，缩短分编周期，进一步实现文
献信息资源加工、组织和管理的标准
化；加强数字资源建设，进一步提高利
用 率 。

5、围绕学校教学科研的需要，加
强文献资源采购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使
有限的购书经费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6、推出图书馆自己研发的语音提
示服务系统，通过电话传真、E-mail、
网上交谈（C h a t ）、手机、短消息等
方式，为读者提供极富针对性的个性化
和人性化服务。

7、继续做好课题查新、数据库讲
座（如条件成熟，将安排人力深入学院
开展数据库讲座）、文献传递等工作。

8、继续实施“爱心工程”，通过为
读者配备爱心雨伞、为老年教职工开通
绿色服务通道、为本馆职工生日送花等，
凸显人性化服务，营造和谐氛围。

9、以新成立的“文献信息研究中
心”为依托，启动学科导航工作，通
过对某一学科领域或与该学科相关的各
种网络学术资源的搜集、评价、分类、
著录，建立网络资源分类组织体系及动
态链接的指引库和高效的检索系统，为
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导引和检索线索的
高层次服务。

1 0 、成立图书馆文检课教研室，
争取在全校范围内开设文献检索课，以
加强对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帮助大
学生提高检索、评价和有效使用所需文
献信息的能力。

     三、行政管理工作
1、加强职工队伍建设，通过业务

培训、送出去深造等方式，进一步提高
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2、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继续推行
科研奖励政策，鼓励职工结合图书情报
专业和图书馆工作实际，开展科学研究
工作 ，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 。

3、严肃劳动纪律，进一步完善职
工考勤制度。

4、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承办好东
南十一省省属重点师大图书馆馆长协作
会 。

5 、加强馆风、馆貌建设，进一
步规范服务行为，完善《安徽师范大学
图书馆读者监督管理办法》，充分发挥
读者参与监督、管理的作用。

6、协助学校做好80周年校庆工作。
7、加强工会工作，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
8、做好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工作，使

他们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

9、继续办好《读书人报》和《图
书馆工作通讯》，加强对外宣传与交
流 。

图书馆2008年工作要点

点燃读书激情 共建书香校园
图书馆“4 ·2 3 ”世界读书日倡议书
       23日是世界文学的象征日，塞万

提斯、莎士比亚、维加等许多著名的作

家都在这一天诞生或逝世。1995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

界读书日”，鼓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发现

读书的乐趣。十多年来，“世界读书日”

已成为许多国家读者共同的节日。

莎士比亚说：生活中没有书籍，就

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

像鸟儿没有翅膀。人的精神发育史，就

是他的阅读史。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

的一生。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未来

最具有竞争力并最终胜出的民族，一定

是阅读能力最强的民族。1997年，中宣

部、文化部、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出

“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通知，

全民读书活动在我国蓬勃发展。

今天，在“世界读书日”这个特殊

的节日里，我们倡议：

    ——读书吧！我们倡导读书，因为

书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阶梯。读书将使

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康、更加美好。

    ——读书吧！我们倡导读书，因为

书是我们成长的良师益友。我们在读书

中品味人生，感悟生命；在读书中陶冶情

操、健全人格；在读书中摆脱愚昧，健康

成长。

    ——读书吧！我们倡导读书，因为

读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学无止境，我们

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才能不断成长，跟

上时代的步伐。

    ——读书吧！我们倡导读书，不论

是学生还是老师，不论男女老幼，希望每

个人都参加到读书的活动中来！让我们

人人养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习

惯。

    ——读书吧！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

让我们远离喧闹，摆脱浮华，静静地翻开

我们的书，用一颗坚定的心，在平淡中成

长，在寂寞中丰富！让读书在我们的校

园蔚然成风，让迷人的浓浓书香飘溢在

我们的校园，让追求知识、尊重人才成为

安徽师大最美的时尚。

让我们记住，4月23日，世界读书

日——我们的节日！

图书馆隆重举行 2007 年度“党员文明示范
岗”、“文明窗口”等先进部门及个人表彰大会

3 月 26 日下午，图书馆 2007 年度
“党员文明示范岗”、“文明窗口”、“三育
人”先进个人及优秀工作者表彰大会在
赭山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会议由图书馆馆长庄华峰主持，图书馆
党总支书记蒋学波宣读了表彰决定。

庄华峰馆长首先回顾总结了图书
馆 2007 年度所做的主要工作。他说，
2 0 0 7 年，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
下，图书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
持“以人为本，创新服务”的办馆理

《江南水乡 》

秦俭 龚美玲 文/摄

中国旅游出版社

        用几个华丽的
辞藻去定义江南水
乡都将是一种徒劳。
人们只能亲身去感
受她那古朴和清雅
的气质，在本书中，
作者使用大量的图
片以便使大家能够

“身临其境”。

《 动漫的历史 》

周兰平 编著

重庆出版社

   “动漫”，早已超
越了动画和漫画的传
统范畴。本书把动画
与漫画两个领域在世
界各国各历史时期的
发 展 状 况 ， 以 及 为

“动漫”作出重要贡
献的国家、重量级大
师和作品尽可能全面
地呈献给了读者。

念，以迎评创优为抓手 ，
团结协作，科学管理，扎实
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
较大成绩 。 党 建 工 作 方
面：①继续在党员中开展
创建“党员文明示范岗”活
动，全面推进图书馆的工作
再上新台阶；②进一步加强
廉政建设，着力从源头上预
防腐败，坚持用制度约束
人，用制度管理人；③注重
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
养、教育和考察。特色工作方面：①
成功接受了教育部专家的评估，迎评工
作取得了优异成绩；②成功举办了第二
届“读者服务宣传月”活动和首届数据
库利用操作大赛；③继续开展创建“文
明窗口”活动，发挥了窗口部门的示范
作用；④继续实施“爱心工程”，并取得
新的成效；⑤积极开展专题服务和读者
教育与培训工作；⑥对敬文图书馆进行
文化装饰，提升了文化品位。常规工作
方面：①依靠自身的力量顺利完成新
馆搬迁工作，为学校节约经费20余万元；
②完成新一轮全员聘任工作，实现了人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③拓展服务渠道，文
献资源利用率大大提高；④积极配合学
校做好文献资源的招标与采购工作；⑤

科研方面取得较大成绩，其中，省部级
课题立项 3 项、市厅级课题立项 4 项、校
级课题及校教材编写与出版立项9 项，
出版著作 2 部、发表论文 23 篇。总结之
后，庄馆长指出，为了表彰先进，树
立典型，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热
情和积极性，决定对 2007 年度图书馆

“文明窗口”、优秀工作者等先进部门
和个人予以表彰。

此次表彰，图书馆共有 5 位党员获
得“党员文明示范岗”荣誉称号，有

3 个阅览室被评为“文明窗口”单位，
有 5 位同志被授予“三育人”先进个人
称号，有 19 位同志被授予校级和馆级优
秀工作者称号。获奖代表张翔在会上发
表了感言 。

颁奖结束后，庄华峰和蒋学波两位
馆领导对获奖者和全体馆员提出了希望：
一是希望“文明窗口”部门和优秀工作者
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图书馆的发展
再立新功；二是希望图书馆全体同志要
以“文明窗口”和优秀工作者为榜样，形
成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三是希望图书
馆全体同仁，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创新
服务”的服务理念，以服务求支持，以效
益谋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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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光教授是安徽师范大学“徽
学”研究学术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日
前，他的又一部徽州力作——《徽州传统
学术文化地理研究》正式出版。捧读新
著，笔者最深的感受是，这是一部经年积
累、视角新颖、创见迭出的徽州文化研究
的力作。

《研究》一书计30万字，共分五章：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区的形成和变迁；徽
州区域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变迁；徽州
传统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徽州传统学
术文化的空间传播；徽州传统学术文化
景观。统览全书，窃以为《研究》具有以
下 特 色 ：

第一，视角新颖，视野开阔。目前，
在历史地理学界，关于学术文化地理的
研究，较其它分支的研究而言，尚显薄
弱。在徽学研究领域中，以往有关传统学
术文化的研究，亦多以学者或学派为主，
而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关于徽州学术文
化区的形成与变迁、徽州学术文化产生
的地理环境、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播
与影响以及中心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
考察，仍属空白。《研究》一书另辟蹊径，
依据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首
章即开宗明义，提出了“学术文化区”的
概念，以及判断学术文化区形成的三项

基本指标，即与同时代的其它区域比
较，它是否学术文化的发达地区；是否
形成了统一的学术文化理念；是否具有
相对稳定的区域范围。依据指标，在大
量实证性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区域比
较、特质分析、境域变迁考察等，作
者得出南宋时期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区已
基本形成的结论，并分析了徽州传统学
术文化区形成所依托的自然地理环境，
以及人文地理环境。在研究过程中，作
者的研究视野亦颇为开阔。如《研究》
注重徽州学术文化区与同时代其它区域
的比较；将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置
于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予
以考察；动态地解析了徽州从山越文化
圈到汉文化重心区的演进，从武劲之风
到文雅的风尚变迁，从鄙野之域到富饶
之州的经济地位的变化；着力分析徽州
学术文化的空间传播及其影响，等等。
这种时空结合，动静结合，区域研究与
宏观考察结合，既具体入微，又系统全
面，在区域学术文化研究方面确是一部
成功之作 。

第二，广征博取，实证透彻。举凡
占有资料是否充分可靠，是衡量一部学
术佳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一书取
材广泛，涉及正史、别史、实录、方志、
文集、笔记、谱牒、碑刻、文书等等。在
广征博引的基础上，作者在对史料的博
观约取，精审考核，条分缕析方面下了很

大功夫，作了大量的前期基础研究工
作，这使得本书写作建立在丰赡而信实
的史料基础之上。尤其书中制作了地图
和各种图表数十幅，并附有“徽州传统
学术文化大事系年”、“宋元明清四朝
徽人著述要目”，从而既达到化抽象为
具体，又凸显了《研究》的文化地理
学视角，可谓匠心独运。阅读全书，不
难发现，其中很多论题的研究都能独立
成篇，作者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十分透
彻，这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该书的学术
水平。凡此种种 ，均彰显了《研究》
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亦反映了作者
务实的治学态度。

第三，系统深入，新意迭出。学术
研究的魅力和生命力，贵在不断地创新
和求真。作者从事徽州学术文化研究有
年，此前，作者对徽州学术文化研究，侧
重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长年积累的
基础上，《研究》一书通过对研究视角的
转换，研究理论方法的创新，与其以前的
相关研究相比，更加系统深入，探讨了一
些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想前人所
未想，发前人所未发。

在探讨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空间传播
方面，《研究》采取了点面结合 ，沉
渊究底的方式。作者认为徽州传统学术
文化的空间传播，是由中心地开始的一
种文化扩散过程，提出徽州学术文化中
心地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紫阳书

院为代表的影响整个徽州区域的中心
地；二是以府学以及六县县学为代表的
影响徽州某一区域的中心地；三是以还
古书院为代表的影响一时或一地学术文
化的中心地。三类中心在影响力、人才
凝聚力以及存在时间等方面，有明显区
别，它们构成了徽州学术文化中心地的
层级网络。这三类学术文化中心地之空
间分布，具有分布位置的广泛性，分布数
量的差异性以及呈现变迁的阶段性。并
认为，层级网络基本特征是，每一层级中
心地数量，从最高层级往下依次递增；每
类中心地的影响力，则由最高层级往下
依次递减。《研究》一书认为，依据传播
区域不同划分，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传
播可分两类：一是徽州区域内的传播，其
导致徽州区域内学术文化的整合，使得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
同的一体化现象。二是徽州区域外的传
播，即徽州学术文化向其它区域的扩张，
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学
术文化的发展风貌。这些观点，在文化传
播和文化中心地研究中也都是首次提出。

由上可见，《研究》运用文化地理学
的理论方法，从空间和区域的新视角，对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作了全方位的系统研
究，新意迭出，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原
创 性 。

潜心学术无旁鹜　独辟蹊径有华章
——读周晓光教授《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

王世华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 》

周晓光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我第一次自己买的书，是花一角
七分钱，在家对面的邮局里买了一本

《少年文艺》。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
四年级。那里面有一篇小说，名字叫

《马戏团来到了镇上》，它在我心中引
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着美
好与痛楚之间忧郁的感觉，让我怎么也
忘不了。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
买每期的《少年文艺》，它们伴随我升
入 中 学 。

进 入 中 学 ，我 读 的 第 一 本 书 是
《千家诗》。那是同学借我的一本清末
民初的线装书，每页有一幅木版插图，
我将一本书都抄了下来，每天在上学的
路上背诵其中的一首，那是我古典文学
的 启 蒙 。

我的中学是有名的汇文中学，图
书馆里的藏书很多，许多解放以前出版
的老书，藏在图书馆里面另一间储藏室
里，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管理图书
馆的高挥老师大概看我特别爱看书吧，
便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
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
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
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
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

肖复兴

    （本文选自《中华读书报》2008年

4月9日，有删节。）

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
震 撼 了 。
     从尘埋网封中翻书，是那一段时期
最快乐的事情。我就是从那里找全了冰
心在解放前出版过的所有的文集，找到
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契诃夫所
有的剧本。那时，我沉浸在那间潮湿的
屋子里，常常忘记了时间。书页散发着
霉味，也常常闻不到了。不到图书馆关
门，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
灯，我是不会离开的。那时，可笑的
我，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

《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
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
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
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
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
美好的珍藏了。

其实，说实在话，有些书，我并
没有看懂，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
感动，但最初的那些印象，却是和现实
完全不同的，它让我对生活的未来充满

了想象，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一定发
生，而那一切将会都是很美好的，又有
着镜中花水中月那样的惆怅。我一直这
样认为，青春季节的阅读，是人生之中
最为美好的状态。那时，远遁尘世，又
涉世未深，心思单纯，容易六根剪净，
那时候的阅读，便也就容易融化在青春
的血液里，镌刻在青春的生命中，让我
一生受用无穷。而在这些的阅读之中，
文学书籍的作用在于滋润心灵，给予温
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是无可取
代的。日后长大当然可以再来阅读这些
书籍，但和青春时的阅读已是两回事，
所有的感觉和吸收都是不一样的。青春
季节的阅读和青春一样，都是一次性
的，无法弥补。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只
是安慰自己于一时的童话。

这样的阅读，在汇文中学延续了
整整八年，一直到我去北大荒插队。在
北大荒最后的两年，留给我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雨果的《九三年》和罗曼·罗
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

书，我整段整段的抄过，记了好几个笔
记本。书中有的地方，我看了两遍，后
来翻看笔记，发现好几处地方竟然也抄
了 两 遍 。

在以后的日子里 ，书 越 来 越 好
找，我读的书也远比以前更多更杂更受
益，但是，总会有一种感觉隐隐地袭上
心头，那就是再也找不回来那时候读书
如同与初恋情人相遇的心境和感觉了，
再也遇不到高挥老师和曹大肚子一样与
你与书倾心相知倾力相助的人了。有
时，我会想，也许是如今书的得来太容
易了，也是自己读书功利色彩加重了的
原因吧？

有这样两句古语我很喜欢，也常
以此告诫自己。一句是陆放翁的诗：

“晨炊躬稼米，夜读世藏书。”它能让
我想到我们先人的读书情景，那时读书
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自己一边煮
自己躬身稼穑的米粥吃一边读书，而不
是现在伴一杯咖啡的时髦或点缀。一句
是北京明永乐年间开业的老药铺万全堂
中的一幅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
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其实也可作
读书的座右铭，读书也是一种修合，不
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别人读的，更
不是为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德性，心
知 书 知，天知地知 。

读书人的德性

（作者系安徽

师范大学副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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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华实

曾有一段时间很为自己遗憾：长
这么大了，竟没养过“真正”的花。我
认为“真正”的花应该有正式而美丽的
名字，应该种在专辟的土地上或漂亮的
花盆里，专供人欣赏。

终于，我央求妈妈在院子里收拾出
一块地来种花。妈妈伸着疲惫的腰说：
花，还要种吗？这不都是？于是，我稍
一留意，可不是吗？常常见、常常开的
花还真不少！

那时，我正是小女孩臭美的年纪！
我和小伙伴总喜欢学着村里出嫁时的姑
娘，把指甲染成红色，但没有谁去买挺
贵的指甲油，我们用的是一种花，它就
叫“指甲花”。这种花没有谁刻意去种，
但只要在院子里、篱笆边、果树下长出
了一株，开了花，结了籽，来年那儿就
会呼啦啦冒出一大片。大人们总嫌它们
占地，常会拿铁锹铲掉，但最后总会有
几株就在他们眼底下长壮了且开了花，
有大红的、紫红的、粉红的，花期很长。
这时，我们就把花掐下来，堆在青瓦片
的凹槽里，用砖捣碎，直到浸出紫黑色

的汁，再把烂了的花挑在指甲上，用狭长
的叶子包好，系紧绳子。不用多久，拆开
来看，指甲就被染成橙红色的了，很久也
不会褪色。后来我得知，指甲花其实是

“真正”的花，它有正式且美丽的名字：
凤仙。凤仙凤仙，如凤似仙。而且，很多
城里人是把它精心养在花盆里的。

我家前面有一方闲置的大院，围着
高高的围墙。温暖的春风刚刚吹过，我沿
着大院的墙根转到最偏的一角，忽然一
枝杏花扑入眼帘，花儿正开得娇嫩！乳
白晶莹的花瓣中含些柔柔的粉色，映着
中央一点米黄的花蕊，在轻风中微微打
着颤。美的让人心醉。直到几年后，书读
的多了，才猛然想到，那正是前人沉醉不
已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
来”的妙景啊！

有一年很幸运，邻居大伯在院子里
挖了一方荷池。夏天一场大雨过后，他家
的土墙塌了，荷池一览无余。我被几朵早
开的荷花深深地吸引了，便偷偷地踩着
倒进荷池里的几段土墙慢慢地靠近了一
朵荷花。那朵荷花触手可及，层层荷瓣依

次盛开，洁白柔软，娇嫩可爱。我已伸到
花梗处的手终于没忍心用力，转身欲走
又觉得心有不甘，看那浮在水面的碧绿
的荷叶也挺惹人爱的，便狠心掐了几枝，
匆匆逃走了。

如果走进田野，稍稍留心一下，
嘿，原来不少庄稼与蔬菜也开着绚烂多
彩的花呢！玉米的花真好玩，像老爷爷
被染紫的长胡须；红薯的花很少见，但
偶见一朵粉色的花探出碧绿的叶，万绿
丛中一点红，煞是喜人；黄瓜花的黄色
很纯正，惹人爱；豆角的花像小小的紫
蝴蝶飞满架；南瓜、 冬瓜、 西瓜⋯⋯
瓜瓜有花，花各不同，朵朵生彩。

还有我家院子里的几棵大梧桐，叶
子没长出来就先开满了花，紫中带白，远
看像一片紫色的云霞。还有村口的两棵
老槐树，雪白的花儿挂满了树,一串串,一
簇簇，清香浸人。还有河边沟边各色的小
野花，如繁星点点，点缀出无限生机。

是啊，谁能说这山野乡村的花不美
呢？只是我与它们生活的太近而更容易
忽视。在认识到这点之前，我不知错过了
多少美丽的花啊！

美丽的花儿还在身边盛开，需要我
们做一个懂得欣赏的人。

有 花 开 在 身 边
07 环工  杨慧萍

诗，有时离我很远，很陌生；有
时离我很近，很亲切。我不是一个彻
底的人，我羡慕那些爱诗如命，命即
是诗的人，他们的痛苦是深切的，幸
福也难以与人分享。而我，被牵扯的
东西太多了，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 小 处 敏 感 ， 大 处 茫 然 。”（ 卞 之 琳
语）结果什么也没有，读自己的诗也
是不满意的多，我感到荒凉。

杜甫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清
词丽句必为邻。”我追慕这种姿态和诗
风。臧克家自称：“我是一个两面派，
新诗旧诗我都爱。”我也是新诗旧诗都
爱的，但“两面派”的说法不太妥当，
因为新诗与旧诗并非形同水火，势不两
立的，它们都是诗。我的体会是，新
诗的最大特点是自由，它追求的是情感
的节奏，自然的语气，适宜于表现微
妙复杂的现代人的心理流程。旧体诗，
尤其是近体的诗和词，更像歌，但又
去掉了通俗歌曲中的庸俗成分，显得更
加精致，美。旧体诗词是一种渗透到
我们民族血液里的东西，它的影响时隐
时显，就算它是一件古董吧，也会有

《无端》自序
文学院  张应中

（作者系文学院教师。《无端》，

很小的时候

我挥舞着手中的黄布书包

奔撒在乡间的小路

你蹲在老屋门口

憨憨的笑

我知道

你就在我的身后

一份通知书传入村庄

火炉锅灶香香的肉

我揣着那张命运的证书

激动却矜持地躲在房里

你站在老屋门口

皱纹里绽放着笑

我知道

你就在我的身后

此刻

凄冷的夜晚

我想起你那亲切的声音

熟悉的身影

可是

你却已不在我的身后

虽然

你已永远地走进了我的心中

我却不愿只有这回忆的痛

05 心理  陈志强

父  亲

多少年了，我总是对雨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总是
在下雨天时想回家，回到家
中，我 的 心 里 就 非 常 地 踏
实，心里想着，这儿没有风
没有雨真是好。如果下雨时
我不是在自己的家里，我就
特别想回家，即使是再有趣
的事也吸引不了我，我只想
回去！

我时常在想，我怎么会
有这种感觉呢，而且如今我
已是一个大人了，这样是不
是有点好笑呢！后来，我想
起我出生的故事，我觉得这
种感觉其实是我母亲当时的感
觉，是她在我出生的时刻将
这种感觉传递给了我。

我出生在二十二年前一
个下着大雨的夜里。当时我
的母亲是个刚过门的媳妇，
特别的想念娘家，所以就隔
三差五的往娘家跑，就算是
在我快要出生的时候，她也
是经常回去。一天晚上，我
妈的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有
经验的外婆知道我妈快要生
了，但是，我们家乡的风俗
是过门的女儿不能在娘家生产
的。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雨，
外婆向邻居借了把伞，就和
外公将我妈往回送。一个临
产的孕妇在下着大雨的夜里走
路，是 一 件 多 么 痛 苦 的 事
啊。妈 妈 的 肚 子 一 阵 阵 的

路
干
天
晴

疼！走到半路时，我的母亲疼
的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外婆只
好敲响路边人家的门⋯⋯这样
在一个好心人家的接纳之下，
我总算来到了这个世上。

第 二 天 一 大 早，天 就 晴
了，艳阳高照。我的父亲和家
人都非常感谢那家人的好心相
助，按照当时的风俗，在那家
门头上挂了块红绿布，将母女
俩接回了家。后来，我的母亲
干脆就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露
琴，取我出生时下雨路湿，后
又天晴路干的谐音。

现在想来，我的母亲在当
时是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她
心里迫切地想回家，想有一个
可以挡风避雨的地方。这种强
烈的欲望，就连在她肚子里急
着要出来的我也感觉到了，所
以，我与生俱来便有了这样一
种特殊的感觉。

都说，孩子的生日是母亲
的灾难日，对于我，我的生日更
是我母亲的灾难日。我在出生时
就让她承受了外人无法想像的
痛苦。如今，我长大了，也时常
爱和别人说我出生的故事和我
名字的来历，它成了我和我母亲
人生中的重要故事。这份母亲对
孩子的血脉之情融入到我的名
字中，融入到我的亲情中，也融
入到我的生命中。

0
4
公
管

朱

露

琴

它的欣赏价值，而在有些场合，有些时
候，它更起作用。我写新诗，相当于
喃喃自语，相当于呼唤或叹息；我写旧
体诗词，相当于有节奏的呼吸，相当于
浅斟低唱。不论新旧，但求呼吸畅快，
吐纳自如 。

我写新诗已经二十年，写旧体诗
词是近两年的事，而新旧的数量是一个
约等于，可能我骨子里旧的东西占据了
主导地位吧。收集在这里的新诗，基本
上逆着写作时序排列，近期的排在前，
前期的排在后。旧体诗只选绝句，一则
我写的绝句大大多于其他各体，二则感
觉绝句的质量要好一些，五言排在前，
七言排在后，中间夹了一首六言。绝句
相当于“五四”时期冰心、宗白华等
人的小诗，适宜于写一地的景物，一时
的情趣，我写它，有时是闹着玩玩的。
我相信新旧体诗歌可以而且也会并存，
相信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更有生命力，
还相信新诗比旧体诗词的前程更加远大。

张应中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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