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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前辈欧阳俊即将出版的新书《书香传承录》，
宛如踏入一座满溢着智慧芬芳的文化殿堂。这本书绝
非普通的知识传承记录，而是一个家族一脉相承的书
香记忆，更是对人间真善美的深度叩问，引领读者深
刻领悟：书香传承，实则是一场跨越悠悠岁月、无垠空
间的伟大接力，肩负着人类文明延续与发展的重任，
承载着文明前行的希望与未来。欧阳俊在电话中嘱托
我要写一篇读后感，在欧阳俊的面前我只是一个刚刚
踏入学堂的小学生，从他文字的浩渺中去寻找智慧和
力量。我想用自己的所思所感幻化成收获满满的文字
才不辜负这份情谊和关心。正如欧阳雪梅在序中写
道：父亲一生嗜书如命，酷爱阅读，博览群书，这也深
深影响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学着父亲的样
子，拿起书本，开始探索知识的海洋。在父亲的熏陶
下，我们自幼便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中
提升气质和修养，这也成为我们成长道路上最宝贵的
财富。

欧阳俊十年磨一剑，先后创作了《活着的传奇》
《梵净魂》《梵净儿女闯深圳》《果勇侯杨芳评传》《书香
传承录》等5部作品，超210万字。众多专家、学者对其
作品好评如潮。欧阳俊的母校是我现在所在的学校盘
信镇民族完小前身“三宝乡中心国民学校”，他曾在这
里读了三年书。他是家乡几代人第一个闯出大山沟里
的大学生，他深知山区孩子们的困惑和焦虑，2024年
他主动联系我表示愿个人拿出退休工资作为母校举
行全校性作文比赛的奖金，让孩子们从小喜欢阅读热
爱作文，通过阅读和书写点亮大山孩子的梦想，激发
他们的童心向党之志，让他们在心灵深处种下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我想这是书香传承的伟大意
义，这也是欧阳俊毕生的梦想。

欧阳俊在《我的家国情怀》中写道：我的灵魂深
处，受到了深度的洗礼和剧烈的震撼。如此这般家国
深情将我燃烧到这般模样——耄耋之年，却仍精神矍
铄，由衷地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社会对我的恩
惠。龙正舟老师每一次总是及时的把他们刊印的《春
萌》文集快递给我，如获至宝，细细品读，读孩子们的
作品，如同观赏一朵朵娇小可爱的小花，蓬勃生长着
生命的亮色，如米苔花也争春。描绘他们的梦想，童年
的故事，传递着温暖。每一篇作文都是一次成长，每一
个文字都是成长的脚印，我感到特别的欣慰和幸福。
我愿和《春萌》的孩子们不忘初心，彼此温暖，一路同
行，扬帆远航，共同创造更多感人的故事，共同书写更
加美妙的传奇，共同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我相信，在前行路上，这春萌文学社的孩子
们一定会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关爱青少年，我今生今
世的难解之缘，不了之情。我已是耄耋之年，仍感觉心
态年轻，我的生命之花与祖国花朵一起怒放。向天再
借二十年，共与孩子续情缘！这是欧阳俊在松桃苗族
自治县第二届“百川书屋·书香校园”培根铸魂爱国主
义教育暨盘信镇民族完小《春萌》创刊八周年经验交
流活动中书写的发言稿，因为活动当天，刚被中组部
表彰的欧阳俊因要出席省委表彰会，不能出席故乡举
行的活动特委托姚启智老师在活动上代为朗诵发言
稿。今生我有幸作为一个晚辈，能够得到欧阳俊的关
心、指导，这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欧阳俊仿佛
在梵净山顶，窥探故乡的人世沧桑，他用文字、书香筑
牢了一片土地的未来和希望。

欧阳俊凭借敏锐的洞察与细腻的笔触，勾勒诸多
文化现象，讲述众多人物故事，将书香传承在不同时
代浪潮、各异社会背景下的独特韵味一一展现。当然
这离不开他的勤奋努力，年轻时的苦难给予了他无穷
无尽的力量，他是故乡的骄傲。他在《父子天鹅泪》中
淋漓尽致地回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所有的
苦难尽在不言中，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读到这样的文
字，内心一定五味杂陈，从欧阳俊的经历中汲取前进
和活着的勇气和力量，在苦难和困难面前只有硬扛，
咬紧牙关，一定会先苦后甜。相对于《书香传承录》而
言，从个体沉浸于书海时的心灵感悟让书中的每一则
故事都像夜空中熠熠生辉的星辰，照亮我们对知识传
承认知的漫漫长路，让我们得以一窥其深邃与广阔。
那是欧阳俊呕心沥血都要传达的思想境界。

阅读之际，书中对家庭阅读氛围营造的阐述，令
我心潮澎湃、感触极深。回顾盘信镇欧阳家族，祖上的
欧阳华坤开始，就一直是盘信街上的名门望族。在字
里行间欧阳俊深刻地指出家庭堪称书香传承的“第一

课堂”，他就是典范之一，他说父母对待阅读的习惯与
态度，如同基因般烙印在孩子的成长轨迹中，影响深
远。这一观点瞬间勾起我对童年的温暖回忆，那些与
家人围坐，在昏黄灯光下共品书香的宁静时刻，恰是
我对知识热爱的最初火种。在当下这个被电子产品深
度渗透的快节奏时代，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愈发
显得弥足珍贵且刻不容缓。我想欧阳俊以书中理念为
指引，精心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充满书香墨韵的生活环
境，让阅读如同每日的阳光与空气，成为家庭生活中
自然且不可或缺的部分。林林总总中我经常和欧阳俊
聊天，每次聊天都是一种快乐的收获，不管是为人处
世还是文学常识乃至家国情怀，在潜移默化中尽是满
满的正能量。他用知识的火把照亮周围的人们，我也
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什么权势，只有几部著作，作为传家宝留
给家人和青年朋友们。用实干和坚守，锤炼意志品质，
遗子孙以清白和艰苦奋斗、敬业奉献之精神。但愿这
刻骨铭心的记忆，化作自己的血脉，能作为精神食粮
滋润你们的心灵，长出飞翔的翅膀。作为一块磨石，磨
炼你们的勇气和毅力，传承延续心灵的爱与恨。”这是
欧阳俊在自己文章中书写的句子，我想这也是他人生
孜孜不倦的追求，朴实无华的语句彰显了他的梦想。
欧阳俊从故乡盘信走出，用活着的传奇告诉我们，生
命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用梵净儿女闯深圳的故事激励
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干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践行善
良是人世间最美的模样。此刻，我想《书香传承录》远
不止是一本关于书香传承的普通读物，它更像是一位
智慧长者，用温和而有力的话语引导我们思索人生的
意义，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充盈。它让我们清晰地
认识到，书香传承绝非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崇
高精神的延续，是人类对美好生活永恒的向往与执着
追求。故乡，用自己的姿势站立，在故乡林林总总故事

中，有些人注定是故乡的高度，他们用自己的追求创
造奇迹，他们用书写的文字让故乡拔高了梦想，我想
欧阳俊就是这样的人，相对于故乡、相对于他自己、相
对于我们。

人生是一场持续的爱，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
挚情感，一辈子魂牵梦绕。在《人生感悟》中欧阳俊把
自己一生的感悟浓缩成洋洋洒洒的文字，感悟人生易
逝，岁月不再，珍惜当下憧憬未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奋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不忘来路初心，不负青
春年华。其中《传奇历史在这里沉思》《发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跟党走》《用信仰和拼搏影响
下一代》《家风家教家国情》等篇章从理想的高度，脚
踏实地为了祖国的未来，努力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教
育人为后世子孙树立榜样，用生命影响生命，立志立
德。在《知识改变命运》中他这样写道：从杨芳、欧阳建
威将军、欧百川等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这样的启迪：
大凡能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人，都有一个重要前提，他
们都读过书，受过教育，有文化基础知识。知识和勇敢
改变了命运，让他们像雄鹰般飞得很高。飞翔、搏击，
向壮丽的理想奋进，征服世界。这一批从松桃走向世
界的人，他们燃烧的青春，飞翔的英姿，拼搏的风骨，
给苗乡故事传承人树立了榜样，在他们的前方，拨亮
了一盏明灯，照亮了一大片。从我一家四世同堂的家
国情怀中，同样得到这样的启发。

《书香传承录》第二十、二十一章中收录了陈妤玺
十七篇文章，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陈妤玺就读于深
圳海旺学校，勤奋好学，书桌前的墙上贴满了每周的
计划表，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天要完成的作业、阅读任
务、英语单词背诵等，而周末的计划则更加丰富多彩，
包括打篮球、击剑、骑马、练钢琴等。简简单单的文字
浸润的是欧阳俊的良苦用心，陈妤玺的文章富有灵
性，在文字的张力中我们从中感悟欧阳俊对她的影
响，这种影响是基因中流淌的书香传承。岁月长河里，
书籍是熠熠生辉的航标，照亮一代又一代前行的道
路。欧阳俊关心下一代读书，就是在为他们构筑精神
的基石。一本好书，于孩子而言，是启蒙的钥匙，开启
认知世界的大门，从童话里领悟善恶美丑，在科普中
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他为下一代营造书香氛围，是
给予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在家庭里温馨的共读时光
中，点滴汇聚，都是在浇灌他们在墨香中茁壮成长，以
知识为羽翼，飞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想这是欧阳俊
的初衷，更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龙正舟

知识与精神的传承
——品欧阳俊《书香传承录》

一切过去的时空就像消失在“黑洞”
里的物质，没有光的照耀，一切都将呈现

“寂灭”的状态。只有当一道光闪过，才会
重新显现出原来的轮廓来。这就是我阅
读《舒芳芷诗集》后的感受。我通过那一
首首闪现着人性光芒的诗歌，似乎又回到
了两百年前的铜仁，看到了锦江岸边中南
门古城楼的斑驳墙砖，东山脚下旧民居防
火墙上的青苔，铜岩下映着月色星光的渔
火，以及渔梁滩传来的“梆梆”的渔鼓声。
我真真看到了那位倚闾望夫归的夫人，以
及那一对泛舟唱和的神仙眷侣。细读每
一首诗，你就会看到舒芳芷、徐楘、许韵兰
……他们衣着古装正款款向你走来……

徐楘的第一位夫人许韵兰，本浙江许
氏大家族千金小姐，其父许述卓为明经
（明清时对贡生的尊称），其祖父许汝霖做
过礼部尚书，是正宗的书香官宦人家。相
对而言，徐楘续弦的舒芳芷，出身就要低
微得多：籍贯铜仁（今碧江坝黄镇长坪
村），身世史载不甚详，其父舒理亭为处
士，应是读过书却未出仕为官之人。舒芳
芷嫁入茶园山徐氏家族，虽不及徐家仕宦
显赫，但同样是书香人家。何况徐楘新娶
十五岁娇妻，自然倍加珍惜这份情缘。加
上舒芳芷自幼颖悟过人，熟读唐诗，深得
丈夫宠爱。就连她的公公徐如澍亦对她
称赞有加：“舒氏芝仙，年才十五，即喜读
唐诗，于归后刺绣余闲，手不释卷。吾儿
又时时为之讲解，朝夕与之推敲。今年二
十一岁，已著有诗稿。其格律之工稳，音
韵之清圆，可与《听春楼》继起而齐名焉。”
徐许关系，成了亦师亦友的诗文知己，亦
远远超出了“郎才女貌”的传统婚姻模
式。这是传统知识分子最理想的婚姻结
合，难怪舒氏去世后，徐楘悲痛不已，再无
续弦之念，还写了一百多首悼亡诗来表达
思念之情，读之令人泫然。

舒氏生活半径只及中南门古城与坝
黄长坪、茶园山祖居之间，出阁前一直未
走出过山清水秀的边城铜仁。生命长度
亦堪惜，十五岁出阁徐家不及四十而殁，
二十余年的夫妻生活，相濡以沫，情投意
合。以徐楘之家境，生活优渥而安稳，或
致诗歌创作题材有所局限，但并不影响诗
歌作为抒发性灵这一文学体裁的尽情发
挥。正如前人评价千古词帝李煜“生于深
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反而成了吟诗作
词的优势一样，舒芳芷的生活就是一种诗
意栖居的典型，纯粹的诗意催生了许多生
活化的诗歌，也诗化了她的生活。所以，
诗歌成了她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即
是诗，诗即是她。

比如《山居春晓》“春光爱清晓，试听
山中鸟。推枕莫迟迟，日高清趣少”：春光
明媚的早晨，窗外传来山中婉转的鸟啼之
声，诗人感受到春天的勃勃生机，和山中
宁静的清野之趣，于是趁早上清趣未散之
时，便推枕起身，走进鸟语花香的春天里，
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其欣喜之态跃然纸
上，一扫历来写伤春、春愁的窠臼，不落俗
套，推陈出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再如写回娘家的这首《初还长坪大溪
村居喜赋》：

侵晨行到夕阳昏，水转山环自有村。
竹里人喧闻笑语，双亲迎我出柴门。

离家日久倍多情，谁不欣然带笑迎。
饭罢草堂灯已上，团团围坐话江城。

这是她出嫁不久回娘家省亲时所作
的两首七绝。富有生活的情趣，清晰地记
录了两百年前江城铜仁的地理风貌与风
土人情，把久别重逢的亲情渲染到了极
致。全诗充满了人情味、烟火味与乡土
味。语句浅白而不乏韵味，层次分明而错
落有致，情景交融而亲情倍增。代入感极
强，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
人，倍感亲切。平仄、格律、音韵、修辞、意
境都非常出色。是生命力极强的两首诗。

又如《晓行望喻家坪李花盛开》：
晓雾蒙蒙野色昏，清江一曲绕柴门。

不因隔水桃花放，误认春寒雪满村。

春江水暖，山村氤氲，虽无人而充满
人气，不言情而情满纸上，细腻、清奇、活
泼、生动、纤巧、机心都表露无遗。

又如《春夜月下闻笛》：
临风吹笛是谁家，杨柳梢头月已斜。

夜色春光无限好，更移花影上窗纱。

该诗意境异常清奇，在化用古诗“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意境上更有创
新，笛声悠扬，春心萌动，时光静水潜流，
惜春、伤春之情都在“更移花影上窗纱”一
句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诗人把内心
的感受与眼前的情景融会贯通，把抽象的
时间具象化了，读者仿佛看到和听到了时
间的流逝，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该诗写于两百年前而今天读来依然鲜活
如新，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舒诗的最大特色就是记录诗化的生
活，她把平凡庸常的生活过成了诗。这是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诗意的栖居”。赏读
诗集，顺手拈来即是，如《重至长坪母家》：

清晨出城郭，向晚到山家。绕屋千峰
秀，沿溪一径斜。盘餐供笋蕨，篱落绕桑
麻。更约重来日，秋深看菊花。

完全生活化的诗作，语句流畅，音韵
和谐，明白如话。既有对古诗的化用，也
有自己对生活细腻的体察和感悟。亲情、
乡愁自然融入诗中，不矫情，无斧凿匠气，
经过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
山”的艺术提炼过程，返璞归真，深得晋人
山水田园诗的真趣与精髓。后人读诗，还
能考察出当时的交通状况与乡村人家的
饮食习惯。铜仁城到坝黄长坪，按照今天
交通便利的条件来衡量，开车不过半小时
行程，而百年前的人需走一整天，朝发夕
至。而且还不是她可以徒步能到的，要坐
轿子（笋舆）才行。这样回一趟娘家着实
不易。难怪她每次都倍加珍视，还要郑重
其事地约好下次回来的时间。今天的城
里人回到乡下，也喜欢吃笋蕨这样的山蔬
野味。可见，乡风民俗，饮食习惯，历百年
而不变，这也是乡愁历久弥新的魅力。

她生活在“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

的美丽江城，自然少不了对家乡风景名胜
的吟咏。《舒芳芷诗集》也收录了她的《铜
江八景》，今天读来犹觉十分亲切、诗意盎
然。现选联摘录如下：

绕郭皆春水，扁舟系柳根。绿遮烟外
岸，红湿雨中村。——《两江春色》

夕阳犹满树，野渡已笼烟。小艇横花
外，行人歇柳边。——《双江晚渡》

山林虽近市，楼阁欲凌空。烟水双江
合，松篁一径通。——《东山楼阁》

暝色昏西岭，归樵荷担逢。空山红叶
满，野径白云封。——《西邻归樵》

濛濛烟带雨，漠漠雨笼烟。荷笠寻芳
客，鸣榔载酒船。——《铜岩烟雨》

似屏还似玉，宜雪又宜晴。林际寒光
合，云端霁色横。——《玉屏晴雪》

突兀千寻峙，辉煌五色分。灵钟天地
气，秀拔应斯文。——《文笔连云》

渔梁滩水急，皓月在中天。良夜逢三
五，浮光讶万千。——《渔梁夜月》

这些诗句对仗工整，音韵和谐，意境
优美，文采斐然。彰显了山水诗歌恬淡、
和谐、自由的精神，遣词造句富有创新的
力量，一扫闺阁脂粉之气。

因为夫家家境殷实，让她得以沉浸于
诗书而不为生活发愁。她不论是回长坪
娘家，还是去茶园山祖宅，路上乘坐的交
通工具都是人工抬的轿子（笋舆，用竹子
做的轿子）。这在诗中也有记录：

石上清泉泻，林深尽绿苔。笋舆刚歇
下，便有好风来。——《过六家洞小憩，爱
其风凉口占》

当然，由于丈夫徐楘为求功名而屡次
外出应试，也就有了长亭送别和闺中思夫
的诗作出现，比如《秋初送外赴省试》：

未送行时已订归，虽然小别也依依。
笋舆去远犹相望，野店官桥接翠微。

夫妻琴瑟和谐，感情甚笃，虽小别也
依依难舍。别后独守空房，思念之情尤
甚。如《八月二十日，月夜忆外，计其时当
在偏桥旅次》：

茅店鸡声旅夜凉，月明人踏板桥霜。
归途屈指知非远，依旧他乡忆故乡。

该诗的特色一是巧妙地化用古诗意
境；二是以对方的视角来写自己内心的思
念，角度新颖，力度更深。

舒芳芷与徐楘夫妻感情非常好，后来
舒去世后，徐还写了百首悼亡诗，这在后
文将会引用和评论。舒芳芷是徐楘续弦
的妻子，二人在年龄上相差较大，加上徐
楘学富五车，经常在读书、写诗上与妻子
唱和并予以帮助和指导，二人成了亦师亦
友亦亲的特殊关系。这在舒诗中有明确
的记述，如《谢外改诗》：

四壁烟霞绕翠岑，新妆无事学清吟。
五言唱和消长昼，七字推敲到夜深。敢说
披沙时遇宝，果然点石便成金。唐诗口授
灯窗下，费尽先生一片心。

“费尽先生一片心”虽然有些口语化
和俚俗气，但也不失为真情流露，表达了
她对夫君的崇拜仰慕之情。

通过阅读舒诗，还让后人对于铜仁古
地名有了更深了解。比如我们现在称的

“芦家洞”古时叫“六家洞”，“棕树塘”原叫
“螽斯塘”。多么富有诗意与文化！

从舒诗中也能读到铜仁的风土人情
和民俗文化，如《己亥午日观龙舟竞渡》：

衣香鬓影水边游，舞蝶翩翩去复留。
无数人行江两岸，何曾来为看龙舟。

醉翁之意不在酒，看龙舟不是目的，
目的是看热闹，其实就是看看热闹的人。
原来，这样的诗情画意，古人早已写过了。

作为书香世家的女主人，自然要重视
子女的教育与成长，包括操持为子女们
择偶婚配的家务事。这些生活上的琐细
也都可以入诗。如《勉次儿奎点三儿鲁
瞻学》：

束发日无多，青春二载过。诗书须发
愤，岁月莫蹉跎。

旧业夸世家，先人尽科甲。休辞攻读
苦，得意快如何。

其殷殷期盼之情溢于言表，其氏族大
家的家风家教亦可见一斑。另外，她对于
子女的婚配和成家立业也多有用心操持，
如《乙巳新正八日为次儿娶妇》：

俗说耕锄不误人，书香便是好姻亲。
但须新妇能行孝，莫计妆奁富与贫。

这样的择媳标准，确实让今天那些看
重家庭财富和地位的人汗颜不已。又如
《忆次儿奎点客桂林用李频<渡汉江>韵》：

游子他乡去，关心又暮春。莫贪风景
好，应念倚闾人。

人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悲
欢离合，甚至生死离别，命运之
神的播弄，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辛亥花朝哭女小娇》：

有儿有女我心欢，掌上明珠
一样看。最小偏怜抛我去，花时
含泪倚阑干。

自古红颜多薄命，何况又是
绝代的才女，舒芳芷不到四十岁
就病亡了。她在病中得到丈夫
徐楘的悉心照顾，诗中也多有表
达，如《病中感外赠外》：

伴我朝曛又夕曛，病中未忍
手轻分。含情欲诉情无限，不独
怜君更感君。

花时辜负旧香衾，病不禁春
渐渐深。茶灶药炉亲检点，劳君
筋力费君心。

正是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
常融洽，在舒芳芷过世后，徐楘
再无续弦之念。他把对爱妻的
无限思念之情诉诸笔端，一共写
了百（余）首悼亡诗，其词情真
切，感人至深，艺术性与思想性

高度融合，其中亦不乏有堪比苏轼的《江
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上乘之
作。如：

伉俪情逾结发深，分飞忽散鸟同林。
缘何独有无穷恨，难得相知一片心。

夫唱妇随，举案齐眉，这些在封建旧
伦理道德下可能容易实现，但是，真正能
够琴瑟和谐达到“相知一片心”的并不多，
所以，才倍觉珍惜。

舒芳芷去世后，徐楘悲痛欲绝，思念
过度，曾多次梦到亡妻。仅仅读这些诗作
的标题就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思念与悲苦
之情。如：《七月十九日，病中夜梦内人为
余理发，感而有作》《廿五日夜，梦内回生，
新迁宅院照料家务，督率仆妇洒扫庭除，
醒而纪之以诗》《润八月廿一日小病，夜梦
内人书怀》《九月十一夜梦内，次日即其四
旬初度之辰也》《十一月初三日夜半梦内
重生》《十二月十七日夜梦内》《正月十七
日夜梦内，醒而感赋》《三月二十九日雨夜
梦内话旧》《中元节后连夜梦内》《九月初
五夜梦内》《九月既望月夜梦内》《十一月
廿二三日连夜梦内》《十一月廿七日夜梦
内及女小娇》等等。这么多的梦见，足见
其生前感情之笃。而每次入梦，又是如此
清晰生动，记述又是如此详尽琐细，许多
诗句读之令人泫然。如：

握手依依梦里逢，别来情比旧时浓。
缘何含笑翻含泪，半是欢容半病容。

姗姗莲步不沾尘，细诉衷情倍觉亲。
云鬓半偏灯影畔，浑忘人是梦中人。

小窗灯灺漏沉沉，春夜寒添翡翠衾。
欹枕三更频入梦，居家七事尚关心。暗中
约莫时常见，醒后茫然没处寻。偶尔加餐
无限乐（梦内病愈，饮食胜常），晓钟惊散
鸟同林。

作为一代女诗人，生前把生活过成了
诗，死后把诗留给了后人，两百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能够读到这些充满生活情趣、清
新脱俗的诗作，诗歌就像一道光照亮了她
的一生，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邓有民

诗歌是穿行时空的一道光的一道光
——舒芳芷诗集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