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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藻

在我国古代影响最为深广的儿童启
蒙读物《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苏
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
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它的意思就是
说：苏老泉这个人，已经二十七岁了，才
开始发愤读书。他的年纪已经很大，尚
且悔恨读书太迟，于是发愤苦读，终于读
成了一名文学家。你们后生小辈，要趁
早想一想，应该如何向他学习呀！

这里说的苏老泉，就是北宋时期有
名的文学家苏洵。他就是苏东坡的父
亲。他与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样，也是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生于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四川眉山县
人。他家境殷实，生活优裕。他有三弟
兄，大哥，二哥都已进士及笫，二哥还在
朝廷做官。他排行第三，是父母最小的
儿子。

苏洵与他两个哥哥一样，也是六七岁
就上学了。他天资颕异，思维敏捷，都说
他是块读书求学的好材料。但是，他生性
内向，沉默寡言，性格古怪，不爱读书，就
喜欢跟那些浪荡子弟游玩。对于学业，他
一直不专心，不用功。因此，他几次参加
乡试科考，都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一套固定的规
矩和形式。要达到那些要求，就必须下
一番苦功夫，就必须强记某些经典的篇
章、段落和名言警句，必须强记某些史
实、典故和某些字、词、句的准确解读。
可是，由于他不用功读书，该记的没记
住，该理解的没弄懂，应知应会的他也没
学到手。再加上他写的文章不合时尚，
不对主考官的口味，作的诗也不能吸引
主考官的眼球，所以他只能一次又一次
地落榜。

时光如百驹过隙，苏洵一晃就 20岁
了。这时他已婚娶。岳丈家是邻近的青
神县一家富豪。贤妻程氏自小受过良好
的教育，不仅知书识礼，而且学识不浅。
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前两个不幸夭折了，
只有眼前的一个女儿，名唤八娘，虽然生
得聪明乖巧，很是可爱，但他还是想生一
个男孩。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12月19
日，他终于如愿以偿，一个大胖小子就降
临在他的名下。这，就是后来的苏东
坡。两年之后，他又生一个男孩，这就是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
在这段岁月里，苏洵对自己上学读

书，求取功名这件事，有过反复深入的思
考。他认为，自己读书用功不够，功底太
浅，所以久考不中，这是事实。但那种科
考制度，也确实让人不可捉摸，难以应
对。你防东他打西，你防西他又击东。
为此疲于奔命，却很难取胜。与其如此
受磨，还不如弃绝功名，托身学术，著书
立说，以言立世。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妻
子程氏合盘托出，程氏见他有志向学，不
再浪荡游玩，立即表示赞同。她说：我终
于等来了你的这些话！我终于看到了我
期望中的夫婿苏洵！从明天起，家里的
大事小事都不用你管，一切由我承担。
你只管读好你的书，顺便辅导和督促两
个孩子的学业就行了。我相信，再过十
年八年，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现在你才
二十七岁，到那时，也还未进不惑之年，
正值血气方刚，大可作为的时候。夫君，
我就等你这一天了！

从这以后，苏洵谢绝与他素所往来
的游荡少年，闭门谢客，发愤读书。他先
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籍，包括经书《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
《尚书》，还有“三礼”，还有，《周易》、《春
秋》、《左传》，以及《说文解字》等书找出
来，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他大部分都
读过，只是有的没读熟，有的没读懂，现
在从头再读，毎本都读七八遍。其中《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中
的风诗部分，都能背诵。接着他又把史
书如《史记》、《汉书》之类翻出来认真阅
读。对其中那些著名的人物传记，也反
复读四五遍。对有些精彩段落，还读到
大体能背诵的程度。接着他先后将子部
书和集部书又陆续找来认真仔细地阅
读。其中，他对孙子和孙膑那两部兵法
读得更细，领会更深。对楚辞和乐府诗
歌也大都读得能够背诵。此外，他对中
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汉初的黄老之学，魏
晋的玄学，也有所涉猎。

苏洵在发愤苦读之初，曾给自己定
了一条规定，那就是五年之内，封存笔墨
纸砚，不写任何文章，待五年之后，再视
当时情况而定。而今已过六年，苏洵就
常常感到“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
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
来之易也。”从此，苏洵边读边写，在几年
之间，他就先后写了若干系列文章，如

《权术》、《几策》、《衡论》，还有《六经论》、
《洪范论》、《史论》等等。可惜，这些文章
大部分都已散佚，现在存世的仅百余
篇。由于他的这些文章见解独到，文风
高古，清新流畅，特色鲜明，很受一般读
书人的追捧。

有人说，《三字经》中关于“苏老泉，
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说法不准
确。说苏老泉发愤读书是二十五岁，不
是二十七岁。这是苏老泉自己说的。诚
然，苏老泉是说过类似的话。他在第一
次《上欧阳内翰书》中说，“洵少年不学，
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他
这里说的是二十五岁“始知”读书，而不
是说二十五岁“始发愤”读书。他二十五
岁“始知读书”，也仅仅是比他此前“昔予
少年，游荡不学”（苏洵《嘉祐集。祭亡妻
文》）好一点。但是由于他这时仗着自己
脑子聪敏，记忆力也强，竟认为“读书并
非难事”，还认为别人并不比自己高明，
结果那年他出应乡试举人，却又一次落
第。这次失败，才使他痛自检讨，才有他
愤然将几百篇旧稿一火而焚之的故事。
当他真的下决心认真读书，发愤苦读时，
实则己是二十七岁了。所以他逝世后，
欧阳修给他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以
及宋史本传，都说他“年二十七，始发愤
读书”。 再说，《三字经》成书于南宋，距
苏老泉生活的年代仅隔数十年，《三字
经》的作者，相传为王应麟，也是一名大
儒，在治学方面，是有基本素养的。他绝
不会把道听途说的，未经核实的人和事，
写进一部启蒙后代的重要读物中去。因
此，“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应该是可信无疑的。

公元1056年，饱读诗书的苏洵，带着
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决定赴京赶
考。他们先到成都，拜谒当时的益州太
守张方平，受到赏识和尊重，张方平还为
他们父子三人给欧阳修写了推介信。然
后，苏洵父子又前往四川的雅安，又得到
雅安太守雷简夫给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
的亲笔信。于是苏洵父子三人走梓潼、
剑阁、阆中，经米仓道，进入陕南，再折头
向东，抵达京师汴梁。

到京师后，苏洵就带着张方平和雷简
夫的介绍信，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还带着
他那一大叠文章，前去拜谒欧阳修。欧阳
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又是朝廷高官，天
子近臣，而苏洵乃穷乡僻壤的一介布衣，

却受到欧阳修的热情接待，令苏氏父子终
生感激不尽。会面后，欧阳修很坦诚地表
示：文章，要先看看再说，如果优秀，他定
当举荐。至于两个儿子，他要求作好应考
准备，待明年春季开科考试时就去应考。
希望考出好成绩，双双高中。

送走苏洵父子后，欧阳修就开始翻
阅苏洵的文稿。他一篇没看完就认为这
是难得的好文章。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兴
奋，促使他一篇又一篇地读下去，直至深
夜。最后他很激动地站起身来，在房间
里来回踱步。他没想到，在祖国西南的
偏僻乡村，竟有这样的饱学之士，竟写出
这样好的文章。他从全部文稿中精选出
最优秀的 22篇给仁宗皇帝送去，想让皇
帝也高兴高兴。宋仁宗读过之后，果然
感叹不已。他要求欧阳修把这类人才尽
量地选拔出来，为国效力。苏洵的这些
文章，皇帝看罢又传给大臣们看。大臣
们一看，也是个个惊喜，人人称赞。一时
间，整个京城的士大夫们都在盛赞苏氏
文章，苏洵的名气陡然大增。

第二年，科举考试开始。苏轼苏辙
双双应试，结果双双进士及第。后来又
经礼部考试，苏轼苏辙又被双双授予了
官职。经过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举荐和
斡旋，苏洵也终于被朝廷破格录用，担任
了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薛辟一
起，负责礼书《太常因革礼》的修纂。历
经数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书的修纂，
共计 100 卷。他现今还存世的著作，有
《嘉祐集》15卷，《谥法》3卷。

像苏洵这样，科考失利后，退而发愤
苦读，最终成就功业者，远远不止他一
人。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辉煌，名望
和影响，那就少有人可比了。苏洵和他
的两个儿子，都成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中
的一员。唐宋两朝仅此八大家，他老苏
及其两个儿子就占了三家，何其难得
啊！若干年后，又形成了“三苏父子”的
称喟。而类似的称喟，在中国历史上还
只有汉末曹魏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以
其诗文出众，史称“三曹父子”。 从“三曹
父子”到“三苏父子”经过了八百年，而
从“三苏父子”到如今，已经九百多年了，
还不见有那家父子三人都是文墨大家的
范例出现。而且“三苏父子”比起“三曹
父子”来，至少在文化方面的影响要深远
得多。所有这些，恐怕当年的苏老泉做
梦也没想到过吧。

踏过险径是大道

钟寒

“腹有诗书气自华”、“书中自有颜如
玉”，这是古人对读书重要性的点赞。当
代一位文化学者也说过：“如果你不能背
诵近百首唐诗宋词，你就不能算是真正
意义上的文化人。”事实上许多知名的学
者和科学家，他们除了精工于本专业外，
或文学或书法或音乐等方面，都有极高
的造诣。

今天，虽然多数人依然重视子女的
读书，但其功利性甚重，大多是围绕名
校、高薪、出人头地而来的。有些家长甚
至相互攀比，对孩子的成绩严格把关，稍
不如意便如坐针毡；有些人把孩子的休
息时间全部剥夺，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辅
导，家长将自己的意愿和理想毫无顾忌
地强加给孩子。个别教师为了利益的驱
使，也成了“帮凶”。

在校园中，这种状态下造就了三种
人。一种是对读书的兴趣荡然无存，甚
至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不管家长如何
威胁利诱，在初、高中阶段都会辍学，
过早地外出打工或在社会上闯荡。由于
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生存能力和法律知
识，个别人便上演了一些违法犯罪的惨

剧。一种是迫于压力，只要你出钱，我
就入学，这就是校园混混族的不断催生
和延续。第三种是能将书读通，读到博
士后都行，仅此而已，其它的生活能
力、工作能力、“文化”能力基本趋近
于零。

我个人认为：现在一些孩子的异端
和唳气，都是家长、学校和社会造成的，
《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的论断无
疑是正确的。只有对知识充满浓厚的兴
趣和掌握有效的方法,才能深入知识的灵
魂;只有对孩子持续地进行优秀文化的浸
润,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文化人。

其实，读书是纯自然和应该的事情，
对读书的任何雕饰都会收到反面的效
果。读书也不是唯一的事情，全面发展
将会使人生更精致和更有韵昧。读书更
不会是一时的事情,终生学习是现代社会
的需要,更是完善自我和创新自我的唯一
途径。

家有君子兰

喜爱花草应该是人的天性,但能够坚
持不懈地养植花草的人却不很多,几十年

如一日与花草相伴的就更少了。
在我的近三十盆花草中,每年都要更

换品种,因为每年都有由于养植不当和自
然原因而枯死的。但有一盆例外,因为它
己陪我度过了二十八个风霜岁月,那就是
我在二十八年前移栽的一株君子兰。

其实，我对于每一盆花草的态度都
是公平的。春初换土，春秋施肥，平时松
土和浇水，但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我不
后悔对弃我而去的花草的培育，它们也
给我带来过众多的愉悦和快乐，它们的
早逝,也有我种养不当的责任。但我更感
动于这株君子兰与我忠贞的陪伴和它的
生命的顽强!

我深知，我家中良好的空气质量有
它的不可磨灭的功劳，让身心疲惫的我
回到家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调整和休息。

它从不停止地冒出并生长的绿色叶
片，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和生长的
幸福 。它当年或隔年绽放的红色花朵，
见证了我和妻子平淡而不老的爱情。

前二十年，这株君子兰每年都是要
发小芽的，有时身边同时拥有三四个小
芽。每年春初在翻盆时，我都会小心翼
翼地连根带土移走稍大的幼苗，馈赠给
喜爱君子兰的亲朋好友，抑或是自己另

盆栽植，母体的良好基因让它每栽必
活。现在我家中的阳台、客厅、卧室、书
房等处均有一至二盆君子兰，且都是这
株君子兰的后代。君子兰与藏书成了我
家中独特的风景，让到家的朋友们唏嘘
不已。

资料上说，盆栽君子兰的自然寿命
是二十年，前十五年是比较好的观赏期，
以后本身不漂亮了，发小芽的能力也没
了，可以扔掉了。看来我与这株君子兰
相伴的时间己超乎自然规律以外了!而我
与妻子牵手至今也恰是二十八周年,这似
乎又向我昭示了什么?我想,尽管你的叶
片不再鲜嫩，尽管你花朵的绽放不再有
期，我又怎么会扔掉你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株君子兰会
离我而去，但我真不希望这一天的到
来。即使有这一天，你也用不着遗撼，因
为从你母体上移栽的幼株早已是叶片丰
满，含苞待放。当然，有一天我也会离它
们而去，但我会将它们托付给我很好的
朋友，让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善待它
们。

君子兰，让我们永远牵手，走向不再
青春亮丽但更加成熟厚重的明天！

读书之道（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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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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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一卷卷书 缄默不语
静静叠放案头 神情凝定
像深邃的智者在等候灵魂的知音
美丽的封面与封底
坚守文字的秘密
坚守暗藏的黄金

每本书 都是为他的情人而打开的
像打开一对对飞翔的翅膀
书页翻动读者的情绪
文字复活作者的思想
大千世界的精彩依序展开
角色和命运闪亮登场

经过时间的翻阅锤炼
众多的书被奉为经典
泛黄的纸张透出书香
弥漫的气息支撑脊梁
每一个生命旺盛健美有力的文字
催人精神振奋 叫人过目不忘

为世界打开一扇扇窗口
一卷卷书 把视野拓为天空
把胸怀阔成海洋
它最后合拢的姿势
暗示我们闭上嘴唇 掩卷沉思
细品其中的滋味

读书的人

在疯长的喧嚣浮躁中 读书的人
努力沉静下来 排除杂念
把心放在书上
任它随其中人物的命运
一起跳动
一起共鸣

读书的人 用内心积蓄的力量
在一种疆场上驰骋
在一种山峰上攀登
洞悉万物的角度 眼明心亮
在看透人间百态之后 他探究
身边真实的人物
如何在书中艺术地表演

把书放在生活之上 读书的人
手不释卷 痴迷其中
用众多的选择独守一种选择
层层深入的挖掘 执着坚韧
在泥沙俱下的河流中
淘洗自己的真金
词句闪光 照亮迷惘的脚印

畅游在一种海中 永无彼岸
沉潜得越深上升得越高
读书的人 让藏匿书中的智慧
浮出字面 并借助它的力量
彻悟尘世的疑惑
化解生命的艰难

人过五十

人过五十 下午的阳光
照在收割后的土地上
清晰中模糊 暗淡中明亮

人过五十 理智的大脑
与内心的豹子达成默契
皱纹和白发交替沧桑

人过五十 视力下降
过去和未来都已模糊不清
只有现在还沉重地压在肩上

人过五十 精疲力竭
走过的路比未走的路还长
迈出的脚
不知该缓慢 还是该匆忙

电梯随想

只有在电梯中 人们
对上下的问题才显得淡定

该上的上 该下的下
岁月让所有的事情有自然的分流

有不该上的上了
有不该下的下了

有上错了的
也有下错了的

有直线上升的
也有直线下降的

有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的
有终点相同起点不同的

有始终不上的
没有始终不下的

电梯是一个超浓缩
快速变化的社会小窗口
短暂的相逢相离恰像人在旅途

行程相同时 即使是陌生人
也要点头微笑 互致友好

对于先上的 给予祝福
对于先下的 给予安慰

总之 对于上下的问题
我们要像乘电梯一样坦然面对

最重要的是不被卡住
渠道畅通 才是安全和健康

仰望李白

他是天才 但只会写诗
写成的诗耸一座高山
狠狠地挡在前面
任何人都翻越不过 更狠的是
他拒绝附庸风雅人进入诗歌的花园

其实 他有很多东西也没学会
他用诗人的办法跟小人斗
（那些小人只用小人的办法）
结果还是输了
扼腕的叹息浮涌成诗歌长河的泡沫

他已经混到了皇帝的身边
（真不简单 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但连那样的机遇都没抓住
因此有人说他太傻
有些事情懂不起

最后遭到了贬谪
（还自诩为谪仙）
当不成官 就写诗吧
（有什么办法呢）

仗剑出游 玩遍名山大川
写了那么多浪漫的诗
那么多名山大川的广告词
不但没得过奖 连一分稿费都没有

一写 就写成了一座高峰
（全用警句垒成）
耸立千年 让后人难以翻越
只能仰望
只敢写一些调侃的文字 消遣

拜师苏东坡

该有怎样的才气才配作你的弟子
拜您为师
大江东去 一阕词章
淘尽我郁积满腔的忧患

拜您为师
拜您黄州惠州儋州鼎立的足迹
拜您诗词散文书法鼎立的艺术
拜您儒释道鼎立的思想
拜您一门父子三词客
鼎立的文化江山

拜您为师 拜您豪放旷达的气魄
拜您密州原野上雕弓挽射天狼
拜您赤壁波涛间扁舟起伏命运
拜您风雨泥泞后回首潇洒向前

拜您为师
拜您在一个云散月明的中秋晚上
拜您的大醉
与弟的深谈凝成千古诗篇
拜您的光芒澄清天容海色
拜您乾坤朗朗照亮人间黑暗

自塑的雕像（组诗）

推 荐 人 物 ——蒲国庆

蒲国庆，广元市昭化区白果乡
人，生于 1963 年 3 月，现供职于广
元市昭化区政协办公室，系四川省
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星星诗
刊》、《绿风诗刊》、《青年作家》、《四
川日报》、《世界华文诗报》等省内
外30余家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作
品200余首（篇）。出版诗集《自塑
的 雕 像》，著 有 诗 集《立 春 的 土
地》。多篇作品入选《广元十年文
学作品选》、《建国五十年广元文学
作品选》、《广元建市 30 年诗选》、

《广元建市 30 年散文选》等选集。
多次荣获“广元市优秀精神产品”
二等奖和三等奖。诗集《自塑的雕
像》获广元市十年文学作品集三等
奖（2002-2012）。

广元广元作家推介作家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