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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德海是一位 87 岁高龄的退休老
人，他怀揣梦想，用文化润泽故乡的故
事，在当地十里八村传为佳话，深受家
乡人的称赞。

相传北宋时，著名理学家程颢、程
颐兄弟俩，久仰邵雍大名，专程从洛阳
来共城百泉拜访邵先生，并游览了共城
的山水美景。兄弟俩学问渊博，乐于教
人，每到一处，拜师求学者接连不断，兄
弟俩为了给求知的学子们讲学授业，就
在共城西南 25 公里一片荒无人烟的土
地上结茅而居，垦荒种田，自食其力，开
办学馆。因此有众多学者欣然相随，效
仿师长，落居求学，垦荒创业。

后来，慕名求学的人越聚越多，遂
成村落。因程颢、程颐在此讲学，便取
名为程村。再后来，求学的人更多了，
就又在程村不远的西北聚成一个村落，
人们就按南北方向，把先聚的村落叫南
程村，把后聚的村落叫北程村。又过一
段时间，在北程村北边又聚成了一个小
村落，为区分方便，人们就把这个新村
落叫小北程村，把原先的北程村改叫大
北程村。

历经 900 多年的南程村，直到 20 世
纪上半叶还可以看到许多家户的临街
门楼上悬挂着“耕读传家”的匾额。

1964年，南程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
大学毕业生傅德海，他毕业于开封师范
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后在新乡市第
三中学教书育人。

对于自己的故乡，傅德海有着诉不
完的情感，道不尽的眷恋。因那里是生
他养他的地方，有着善良宽厚的父老乡
亲。学生时代，他把家乡视作一个港
湾，仅仅是诗意的停泊，及至参加工作
后，渐渐与家乡接触多了，便时有耳闻，
村上谁谁在外边工作，给家乡办了点儿
什么事，帮了点儿什么忙。后来就有话
传来：傅德海也是在外工作的，咋就不
给咱家乡办点儿实事呢？

那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也是
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有点权势的人，
可以搞到物资，搞到一般人搞不到的商
品，他们大都在社会上被人高看，在乡

村被人敬仰。同时，受这种思潮影响，
在很多人眼里，“百无一用是书生”，知
识分子又有何用？

傅德海为此也苦恼过。是啊！同
样是在外工作，自己为什么就非要当这

“百无一用”的“书生”呢？如果自己不
是教师，哪怕是个售货员，不也能给村
里人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吗？

但苦恼归苦恼，本性难改，傅德海
就是那种认准的事就要兢兢业业去干
好的人。随着他对教育事业的全身心
投入，让他切实感受到教育工作的乐
趣，意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当这种
思想占据心灵后，那种耻于“不能为人
办事”的思想便渐渐消失了。

2005 年冬，同乡同学来新乡走亲
戚，几个南程村的老人坐在一起，谈起
了家乡往事。昔日风起云涌的年代，在
脑子里居然都模糊了，时间地点、张三
李四也都记不清了。就在此时，大家提
议，咱走过来的这些老人何不把南程村
的历史写一写？让南程村的子孙后代
知道自己的家乡在 20 世纪经历过的伟
大变迁。

此后不久，傅德海便开始为家乡写
村志。就在撰写《南程村志》不到一年
时，老伴儿陈桂兰突发脑梗塞，半身瘫
痪。一边要日夜守在老伴儿身旁精心照
料，一边是资料、草稿堆满桌案，亟待撰
写，这是命运的考验，只要稍打退堂鼓，
写作就会半途而废。此时，老伴儿虽然
腿不能动，但头脑还清醒，思想还很活
跃，既表示支持他编写村志，还不断提供
她记得的一些人和事。每当回百里之远
的南程村开编务会时，傅德海都会把轮
椅放到后备箱，带老伴儿一块回家。

将近两年的时间，傅德海一面与保
姆轮流伺候老伴儿，一面利用老伴儿睡
下后的宝贵时间，或伏案整理资料，或
坐在电脑前敲字，全力身心埋头到村志
的撰写中去。村里有人不解地问，你不
要报酬也不要补助，哪来的这么大劲头
儿？其实，埋藏在傅德海心底的动力，
就是实现几十年来能为家乡做点事儿
的心愿。

一部村志，把南程村过去的历史、
现在的状况记录在纸上，让子孙后代随
时可以知道自己的故乡曾经是什么样，
他们的先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奋斗与
生活，以增强他们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
好的信心。这无疑是南程村一笔厚重
的文化财富。

2010 年 5 月，当傅德海拿到油墨飘
香、由他主编的《南程村志》时，第一时
间就是翻开一页一页的图片让老伴儿
看，给老伴儿讲……

《南程村志》出版后，傅德海想，一本
《南程村志》25万字，厚厚的一大本，作为
资料保存可以，作为村民的读物就不太
方便了；由此他想到在《南程村志》的基
础上再编一本供村民阅读的简本，这便
是2014年7月出版的《南程村读本》。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程村煤
矿开建，2013 年下半年的一天，傅德海
回故乡南程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保乐让
他看一张有关上级发下来的文件通知，
说是南程村属采煤塌陷区，2019年以后
要陆续整体搬迁到薄壁镇新区。王保
乐对傅德海说：“支部会上大家讨论了
一个想法，想让您把咱村的方方面面拍
成照片，印成一本书，子孙后代将来还
可以从书上看到南程村是个什么样
子。”听到这个消息，傅德海二话没说，
毅然接受了任务。他邀请村民、老党员
窦常青做助手，从 2013 年 12 月到 2015
年 1 月，傅德海每个月至少回南程村一
两次，到村里收集资料或拍摄照片。

2016年10月，《南程村·定格二〇一
四年》出版，这是傅德海为家乡编写的
第三本书。

接着，傅德海又撰写了一本《南程
村土话记》，还与村人陈德亮合编了一
本《笔下南程村》。至此，他已经为家乡
编写了5本书。

在“写”南程村的过程中，傅德海
看到许多村民在文化上有一技之长，
有的长于书法，有的长于绘画，有的长
于摄影，而且都具有相当的水平。他
想这就是我们的一点资本，但是我们
不能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孤芳自赏，而

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自己的故乡、为南程村的发展起到
应有的作用。

为此，经过深思熟虑，傅德海向村
党支部提出了建议并得到大力支持，成
立了“南程村书法绘画摄影协会”。

这样一来，既把村里有此爱好的青
少年以及成年人吸引了过来，发挥了他
们的特长，还通过举行书法、绘画、摄影
艺术作品展览，为村民提供欣赏艺术的
机会，陶冶他们的情操，开阔他们的眼
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南程村书画摄影协会”成立以后，
已经利用春节假期举行了5次书法绘画
摄影展览，吸引了大量的本村以及邻村
村民的热情参观。

傅德海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用
相机为南程村的村政党群活动、生产生
活、文化活动拍下了几千张照片。村

“两委”在村委会大院设立了一个大型
宣传栏，傅德海用自己的摄影作品把宣
传栏办成了一张多姿多彩的《南程村画
报》，他按村党支部工作的部署，每年在
宣传栏举办两期主题影展。自 2013 年
到2023年，《南程村画报》已经刊出了21
期。

程村煤矿继续在南程村地面下采
煤，土地在塌陷，房屋在变危，预计不久
后村民将全部搬迁完毕。

2022年6月，经村党支部会议研究，
《南程村志》出版已经12年，《南程村志》
的资料信息截止时间是2007年年底，至
今已有 15 个年头了，如果算到 2025 年
将是18年时间。为此，特决定再组织编
写一本《南程村志·续编》，把南程村存
世的最后十多年时间补起来。

于是乎，2023年年初，这一艰巨的编
写任务自然又落在了86岁高龄的傅德海
身上。他很快在村里招贤纳士，精心组
织挑选编委会人员，并亲自“领兵挂帅”，
担当起《南程村志·续编》的主编重担。
傅德海高兴地说：“趁有生之年，决心再
卖卖老、发发红，用文化润泽故乡，用文
字记载家乡，完成自己毕生的夙愿，向父
老乡亲送上一份独特的厚礼。”

用文化润泽故乡
陈德亮（新乡市）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去年夏天，一次与朋友喝茶聊天
时，他满怀敬仰之情地向我讲述了高
来沸先生的一些事迹，后来又把《高来
沸自传》和发表过的童话、寓言和小品
论文等有关资料给我看。虽然高先生
在世时我未曾与之谋面，但通过朋友
的讲述和拜读有关资料，我对高先生
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认识。

在我看来，高先生是一位痴情而
又顽强的筑梦者。

高来沸出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末，
他读过私塾，又在新式学堂读了六年小
学，尔后又读了六年师范，在不断学习
研读古今中外诗文的过程中，他的文学
梦也由此滋生起来。

许多人在追梦中半途而废了，原因
很多，既与其天赋、学识有关，也与其是
否具有锲而不舍、痴情筑梦的精神有
关。高来沸在自传里说他少儿时期曾与
两个小伙伴谈到长大后干什么的话题，
一个说想当官，一个说想经商，他说自己
想做一个文化人。“做文化人，用知识创
造价值”，是他人生最初的理想。高来沸
师范毕业后，其人生职业主要分为两大
块：先是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后在《新
乡晚报》《新乡日报》从事编辑工作20余
年。从他的自传和年谱可知，在读小学
尤其是读师范时他已对文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五六年级写的作文受到老师的
赞扬和爷爷的鼓励。上师范时在阅读大
量文艺书刊的过程中，开始对故事、小
说、诗歌和散文等体裁的写作进行尝试，
并多次投稿，虽一次次失败，却从不灰
心，坚持不断地写作、投稿。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师范学习后期(1957年9月)，他
的处女作《空壳麦子》《想拉磨的狗》等四
则寓言，在上海《儿童时代》上发表。不
久，又有《两副面孔》《小二指赶牛》《小黑
蛋蛋在看场》等童话式诗文在《解放日
报》《北京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副刊先
后发表。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与他自
幼常听祖辈老人讲故事、劝善励学和他
爱读书、善思考、不懈进取等有着极大的
关系。以此为基础步入教学生涯后，他
充分结合育人职业和时事政治，又陆续
创作了《矮子的尺》《小溪流的梦》《骄傲
的驴》《野蚕和桑树》《小牛和小鸡》《种葫
芦的人》《三个小雨点》等一大批寓言、童

话、科普类作品，许多作品发表于《解放
日报》《少年文艺》《向阳花》等全国著名
报刊，其中《三个小雨点》被收入《孙敬修
爷爷讲的故事》一书中；《种葫芦的人》改
编为《我要的是葫芦》被选入我国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课本
二年级上册）中，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
今，沿用了40余年。调入报社工作后，
高来沸充分发挥其思维的清晰敏锐、文
字的深厚功力之优势，使编辑的副刊风
生水起，同时，更加勤勉进取、笔耕不辍，
在全国多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寓言、科
普故事和杂文，《蚂蚁和牛》《阔少、商人
和学者》《穿山甲的骗术》等，被收入《当
代中国寓言大系》第三卷，还编著出版了
报告文学集《时代的强者》等书。这一切
成果的取得，不仅是他少儿时要“做文化
人”梦的实现，更彰显了他人生笔墨的意
义与价值，因为他的梦及其筑梦之路，始
终是与人们崇尚的真、善、美和时代奔流
的大潮融在一起而行进的。

人生的道路本就充满崎岖和坎坷，
有抱负、有志向的筑梦者，必须有较常人
更为坚韧的意志和毅力，必须付出更多
的艰辛，况高来沸天性率直，多才艺而倔
强，平时不免遭人嫉妒而身处逆境，尤其
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他
作为一位正直的教育者、文化人，在种种
排挤下，身体和心灵经受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磨难和煎熬。司马迁《史记》里云：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
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
为作也。高来沸年少时勤于读书，对古
代经典自然谙熟于心，他正是以历史上
有为有大成的圣贤为标杆而励志，不忘
初心，坚持不懈地追梦筑梦的。

每个人的一生，无不映现着一个
民族在一特定时代特有的历史情景及
其前行的轨迹，因此便有了不可复制
性。然而，向往追求人间真、善、美的
大道并持之以恒坚持奋斗的精神，则
是古今共有而为世人所珍视的。所
以，我们要向高来沸先生致敬，向这样
一位有着高远理想而又勤奋顽强的痴
情筑梦者学习。

一个痴情筑梦的人
——读《高来沸自传》有感

秦阳（新乡市）

好风当属春风，驱寒回暖先锋。
潜入千家万户，滋润万物无声，

柔柔弱弱，袅袅婷婷。
大地复苏，冰雪消融。
鸟语花香，柳绿花红。

强国必有好家，好家必有好风。
爱国敬业诚信，勤俭清廉文明。

奶奶的唠叨，爷爷的叮咛。
母亲的示范，父亲的躬行。

一如春风化雨，融合于血液中！

春风春雨共生共荣，家风国风同祖同宗。
国事也是家事，家风恰如春风。
风和孕育希望，家和万事皆兴。
春风年年吹拂，家风代代传承。
家家风清气正，国家繁荣昌盛。

七绝·甲辰新春师笔书臆
刘齐晋（新乡市）

从来岁月不饶人，赤帜镰锤壮骨身。
增齿园丁绛帐志，新植桃李满园春。

七律·写在甲辰惊蛰兼学雷锋纪念日

家风 春风
王岩（新乡市）

夜半，有风自门窗缝隙袭入，绕床
而行。手伸出被子外，觉冷。已过“惊
蛰”时分，倒春寒之意味浓。

枕头，又被我“顶”到了床头，脖子
累得够呛。

无梦，更无美梦。能睡个好觉就
是幸福。

春寒料峭，是起床后的第一感
觉。窗外的构树，无蕾，枝条还是深褐
色的。此时，正被风摇晃得不知所措，
看来风力不小。那枝条像是要伸手抓
住防盗网歇一歇，可抓不住，又停不下
来，只能无助地胡乱拨拉，一遍又一
遍，兀自发出“乱弹琴”的声音。

这哪是春之声，这是惊醒了春梦好
吧。昨日午后的明媚阳光，让人有恍然
已入初夏之感。可前日与友人进山寻
春，却未曾见一朵山桃花开。只在去景
区的道旁，瞥见一树绽蕾的玉兰。

这个冬天，奇冷。
有大鸟在小区叫了多日，竟分辨

不出是什么鸟的叫声，这叫声在乡下
十分常见，也是近几年在城市才有
的。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改善了不
少。去超市的路上，头顶忽然落下一
条杨絮毛毛，用手一摸，毛茸茸的，吓
了一跳。咦？这不是春天才有的吗？

一墙之隔，那家别墅门前，两盏大

红灯笼在风里摇荡，在这春风似剪、乍
暖还寒的二月初，显得格外喜庆。中
国红，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传统喜
庆色。

好久没看见那家老太太的身影
了，但愿她老人家一切都好。她儿子
为来自乡下的老母亲专门在车库房顶
开辟了“一亩三分地”，这会儿刚泛起
一层青色，是蒜苗？还是青菜？我眼
拙，辨不清。总之，那是难以割舍的乡
土之情，也让我从视野中满足了一把

“田园之梦”。
楼上的孩子们大呼小叫地玩耍

着。溜溜球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他们
蹦蹦跳跳地大声说笑，抒发着属于他
们的童年之乐。

起初的烦恼，慢慢地转变成了一
种“人生励志”和提醒：年轻真好！无
忧无虑真好！

在快乐的年龄去做快乐的事。
再不努力就老了。
他们一年一年长大，我们一天一

天变老。
无目的生活——曾是我设置的理

想生活状态。可以是日复一日的一日
三餐洒扫庭除，也可以是三五好友偶
尔小聚，畅聊古今……就这样一天天，
一年年，不知不觉地慢慢老去……夫

复何求？
当然有所求。求心安，求康健，求

家国安泰，求万民吉祥。要知道，个人
的福祉永远是与家国的利益联系在一
起的。一个人可以追求知识、艺术无
国界，但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无论
走到哪里，都不过是无根之木。这是
底线，也是其“宗”。

自认是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年轻时也曾羡慕“外面的月亮”。后来
见多了人间世事，兜兜转转，百转千
回，又回到了人之初始的后知后觉。

素日，常说些令人嗤笑的话，还自
诩为童言无忌。别人不觉尴尬，尴尬的
就是自己了。好在那颗千锤百炼的玻
璃心啊，早就碎了一地又一地。哈哈。

当然，忙碌琐事之余，也会心生孤
独。与好友小聚时当面说出来，他们
除了笑我，就是损我。这也好啊，总比
没人理你好很多。

回去的路上，我问青春：时光都去
哪儿了？青春笑道：一晃三十年过去
了。是呀，从“为赋新词强说愁”，到如
今的欲语还休，欲说还羞，这期间，一
晃就是三四十年。也只有在时光飞逝
如白驹之后，才能懂得其中跌宕甘苦，
一半于命，一半于运。而能与命运携
手并肩奋进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听 春
朱文君（新乡市）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 地
官·诵训》中的“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一语，是地方志的简称。人们通常意义
上讲的地方志，是指记述一个地方历史
发展变化情况的资料性文献。梁启超
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自古以
来，“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串
联起中华文化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脉
络。持续不断编修地方志，在中国有着
三千多年的历史，已然内化成为中华民
族独特的中国文化基因。

理清浩如烟海的往事，记录时代发
展的变迁有着这样一群方志人，他们能
够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
空”，编纂出一本本记录伟大时代、讴歌
伟大时代、奉献伟大时代的新乡方志佳
作。盛世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高
质量的发展和稳定的大好局势，可以为
修史修志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与良
好的环境条件。鉴古知今，教化后人，修
史修志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认
识现状，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是一种重
要的精神资源。传承历史文化，盛世修
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它不仅是个
人记忆的承载者，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和
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通过修志，可以记录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为科学研判、政策制定
等提供宝贵的资料和信息，更是提升一
个地域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盛世
修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
方志工作，指出党史方志工作是党的工
作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工作更能够体
现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综上所述，盛
世修志对于国家和社会都具有深远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

新乡方志人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和
闯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方志力
量。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即将启动，
曾经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评为先进
单位，并被誉为“北有新乡，南有岳阳”
全国典型的新乡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的
春天。“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
志”的历史使命也必将永世传承，发扬
光大。

“方志”的意义所在
樊光辉（新乡市）

仲春三月百蛰惊，大块噫风欲暖融。
领袖题词逾甲子，英模垂范有生平。
昔年皆仰国防绿，我辈犹钟志愿红。
革命精神相绍继，萤烛散作满天星。

本报讯 近日，新乡作家李连印的
乡土诗歌集《报之以歌》赠书座谈会举
行，来自全市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嘉宾
和文友到会祝贺，参加座谈。

《报之以歌》是李连印首部诗歌作品
自选集。全书由《温馨港湾》《大美故乡》

《家国情怀》《山高水长》《一腔情思》和《诗
与远方》等六辑组成，共收入作者原创诗
歌230余首。所选作品囊括了作者几十
年的诗路历程，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痴迷

诗歌的心血结晶。诗坛耆宿、著名诗人
李洪程为该书作序，盛赞作者的家国情
怀、淳朴诗风、真情实感与艺术造诣。

作者李连印与共和国同龄，曾在
大型企业长期从事企业文化和思想政
治工作，是“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
好”广告词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多见
于报刊和网络媒体，著有 35 万字的纪
实文学专著《广告到底》一书。

（周宾祖 王新中）

李连印乡土诗歌集《报之以歌》出版
并举行赠书座谈会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