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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拜读《夕阳新赋》，我感触良多，
受益匪浅。

作者段运劳是我十分敬重的老领
导。多年来，工作上得到他太多的指导和
帮助，自不待言，尤其敬重他的品格。他
平易近人，真诚待人，和他接触过的人，对
他无不敬重有加。

文如其人。《夕阳新赋》收入的是作
者退休十多年来的部分作品，共分《感悟
篇》《诗话篇》《书法篇》《辑锦篇》等 7 部
分，包括：作者抒发对人生认识和感悟的
文章 4 篇，作者为社会团体和友人、部下
出版物撰写的序言 9 篇，作者为观赏石
的配诗 16 首，作者咏事、咏地、咏景、咏
人、咏物的诗作 37 首及讲话稿 5 篇，还有
作者的 31 幅书法作品，作者退休以来所
获得的多项荣誉，作者辑录的 109 条名
言格言。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位可敬的
退休干部的勤奋追求，更可以看到他一
以贯之的高尚品格。

首篇《70 岁生日感言》应是代表之
作。此文简述了作者求学、工作、退休三
个阶段的经历，并予以总结：“回顾我走过
的 70 年，特别是参加工作和退休之后这
46 年的实践，深深体会到，每一个人，人
生中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做到这十个
字，即对国以‘忠’、对家以‘和’、对上以

‘敬’、对下以‘慈’、对人以‘诚’、对事以
‘真’、对友以‘心’、对业以‘精’、对难以

‘乐’、对愁以‘笑’，他不仅品格高尚，事
业有成，而且一定会受人点赞，好评如
潮。他就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比较完美
的人，他的一生活得就值，就有意义。”由
此我们更加明白，作者正是“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地践行了他所说的“十个字”，所
以成为一位品格高尚、事业有成、受人尊
敬的人。

人都是要老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
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大小，到了规定年龄都
要退休。如何对待和安排退休生活？怎
样让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作者在《夕
阳新赋》中给出了清楚明白的答案。

该书扉页面上刊发了作者2004年退
休时创作的一首诗：“革命匆匆四十年，为
民从未敢偷闲。年华逝水无虚度，今始退
休心坦然。”此诗浓缩了作者在岗40年勤
奋努力的工作状态和一心为民的高尚情
怀，表达了正确对待退休生活的良好心
态。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老同
志在岗时精神饱满、生龙活虎，一退休就
变得意志消沉、老气横秋。究其原因，皆
因缺乏“坦然”胸怀所致。

退休的生活该如何过？书中《让人生
更加灿烂——我的一点人生感悟》一文讲
得透彻：“人生由少年壮年进入老年，是客
观规律，不可抗拒，要活得潇洒，活得快
乐，活得有滋有味。我的感悟是，务必做
到三有：一要有一个好心态。要始终保持
乐观开朗、宽容大度、与时俱进、积极向上

的心态，使自己的心理年龄永葆年轻。
要做到‘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一

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不攀
比，不抱怨。对人生要抱

着：活一天赚一天，活一天乐一天，活一天
学一天，活一天有益于社会一天。始终保
持一个好心情，才能乐而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二要有一个好身体。如果身体不
好，疾病缠身，整天焦躁不安，愁眉苦脸，
长吁短叹，带来的后果是：自己受罪，儿女
受累，亲朋操心，国家花费，实在合不来。
三要有点小爱好。诸如体育、文艺、音乐、
舞蹈、读书、写作、书画、摄影、养花、种
草、遛鸟等，从而使自己每天都过得充实、
快乐。”

说到做到、身体力行，是作者的一贯
作风。在任时对工作是如此，退休后对生
活也是如此。阅读《夕阳新赋》可以看出，
他在退休以后，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老年大学等社会公益事
业，参与洛阳老年诗词学会、老年书画研
究会活动，主编《康寿之苑》《花都老人咏
洛阳》《洛阳当代诗词百家》等书籍，继续
为社会做着许多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
他不间断地读书学习、撰写诗文、练习书
法、游览山水，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快乐、
丰富多彩。

人生是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
为撰写着各自的书。人不同，书各异，有
的厚重，有的浅薄；有的精彩，有的平庸。
作者的人生三阶段，学生时期品学兼优，
工作阶段成就卓著，退休以后充实快乐，
把人生这部书撰写得厚重而且精彩，实为
我辈之楷模。认真阅读《夕阳新赋》的每
位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收获对人生的有益
感悟和启迪。

（本文为《夕阳新赋》之序言，刊发时
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古语经典进入时代篇章，总能焕发历经岁月淘沥
的光芒。人们在写文章时，旁征博引、画龙点睛，引经
据典、洞彻事理，往往能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激荡。

如果把文章比作电路板，竹简丝帛上字字珠玑，连缀
成文，是为阐明义理；电路板上的千百元件，串连成体，就
能启动机关。在“电路板”中，如果说缕缕导线是写作思
路，密密零件是字词句段，那么集成块则是文章中的成语
典故、名言警句。一个小小的集成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整合升级，其功能往往超过一大堆零件。同理，在文章
中，精妙的典故浓缩了丰富的思想，不仅能一字顶十字、
一句顶十句，更能使文章精理成文、秀气成采。

在古代，文人著述、名士谈吐早把引经据典变成自
觉。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列国公卿集会，
通过讽诵古诗章句以示其志。此后，“诵明月之诗，歌
窈窕之章”的情景更是不胜枚举。中华文明历经数千
年的熔铸积淀，经典名篇、金句隽语浩如烟海、灿若繁
星，凝结成语言宝库中的串串隋珠，成为著文抒怀、知
人论世时取之不尽的骊渊。

为何文章大家都乐于引用、化用古语佳句？这些
蕴含着家国情怀、伦理道德、天地自然等方方面面哲思
的语言，是论事析理、教化世人、解疑释难的有力武器，
能增加思想深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融思想性和
文学性于一体的章句，读来朗朗上口，品之余味无穷，
为文章点睛添彩；而经典为大众所共知，引经据典便于
读者相互交流、产生与古圣贤灵犀相通之感，所引发的
共鸣也是一种心理享受。

坚持文化自信，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底气，这底气来
自于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从诸子百家到经史子集，从
汉赋唐诗到宋明理学，学习古人思想的“集成块”，不失
为进入传统文化之门的一条捷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坚实根基。”要做到“流水户枢”信手拈来、“泰山鸿毛”
脱口而出，就要查清传统“库存”，将文化遗产熟稔于
心。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必要前提。

先读典，才谈得上继承弘扬。如果将经典篇章、古
语金句等著述放在书架上作摆设，而不装进脑子里，则
只能润屋，不能润身。当然，面对卷帙浩繁的古代典
籍，还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毕竟，只有深知，才能深
爱深信，才能从优秀文化的“集成块”中汲取能量，撰写
无愧时代的锦绣篇章。

（据《人民日报》作者：孟志斌）

用好优秀文化“集成块”

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
辑米博华所著《博论正风反腐》一书，近日由中国方正
出版社出版。

本书精选作者近年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的
《博论》评论专栏的文章124篇，围绕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展开论说。全书从
问题出发，坚持“义正词严、字正腔圆”，既有“零容忍”
的直言批评、辨事析理，展示了评论独有的政治性、战
斗性、建设性，同时又注重有的放矢、就事论理、有感而
发，不搞“为批评而批评”，体现出“猛击一掌”“大喝一
声”背后的爱护和关心。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董事长卢新宁在为
该书所写的推荐语中表示，本书既可以作为全面从严
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理论辅导书，也可
以作为党报新闻评论业务参考书。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评论人的思考永远在路上。《博论正风反
腐》激扬文字、激荡正气，仍有豪情似旧时，读之如闻
金石之声，掩卷犹有未尽之思。从中可以感受党报评
论前辈对政治职业性的敏锐、对政论本能般的热爱，真
乃磊落写时代，妙笔著文章。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宗边）

《博论正风反腐》
出版发行

河 洛 书 香

年华虽如逝水 时光从未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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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艺术与素朴之美

学习急救知识

体检是如何检查出人们身体健康与否呢？我们
又该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带着种种疑问，
12月1日上午，20名小记者走进市第八人民医院,
学习健康知识，探索身体的奥秘。

参观各个科室 来一次体检
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小记者们开始对放射科、

化验室、彩超室等科室逐一进行参观。在参观过程
中，医务人员不断给小记者们讲解各类健康知识。

“小朋友们，你们会正确刷牙吗？在大家的口腔内有
几个我们容易忽视的‘盲区’，你们要像叔叔这样刷
牙，且每次刷牙要保证在2分钟以上。”口腔科的医

生一边讲解一边在模型上演示正确的刷牙方法。
随后，在医务人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接受了抽

血化验、心电图、身高体重、视力测试等项目体检。
值得一提的是，在急救室内，外科医生为小记者们演
示了心肺复苏的方法，教小记者在危难时刻如何进
行紧急救助。

与医生互动 学习健康知识
“请问儿童测试骨密度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才

能成为一名医生？”“我们医院有多少科室？每天哪
个科室诊治的病人最多？”……参观完各科室，小记
者们来到医院会议室，与儿科医生近距离互动。面

对小记者们的提问，医务人员耐心作答，并为小记者
们传授如何预防各种疾病等健康知识。

活动结束后,家长们对工作人员纷纷致谢。一
名家长激动地说：“小记者协会每次举办的活动都
特别有意义，孩子们在快乐的氛围里学习到各种
知识，我们是洛报小记者活动的忠实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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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走进市第八人民医院，学习健康知识，探索身体的奥秘

瞧，这次体检可真有意义

扫二维码，了解小记者
精彩活动

小记者热线：63232410

《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是作者黄孝纪
继推出《八公分记忆》后又一部生态文学
的力作。文章均写于义乌，在烟雨迷蒙的
江南小镇，他用平缓、温情的笔触从容书
写着过往的日子与农家器物相关联的故
事，表现了柔软浪漫、返璞归真的人文情
怀。作者匠心独具将全书分为草叶、铁

器、瓦器、石器、杂具5个篇章，像一部乡
村旧器物的百科全书，将目光投向日益淡
漠或被忽视甚至是业已被遗忘的农家器
具，唤醒读者的集体记忆，去探寻传统中
国人的文化根基。让人感到神奇的是，文
本虽然只是单纯记录曾经有过的乡村生
活，展示的器物也大多稀松平常，却散发
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字里行间充盈着一
种素朴的美感。

《庄子·外篇·马蹄》中“素”本指生
丝，“朴”则是原始木材，“素朴而民性得
矣”，表现的是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
切返归自然。《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实
际 上 就 是 对 这 种 自 然 观 念 的 现 代 演
绎。在作者笔下，“素”是旧物造型的简
单、功能的实用，它们体现的是最自然
自由的生命形态。比如，“草叶篇”有斗
篷、草帽、蓑衣、秆铺的故事，“铁器篇”
是油糍粑灯盏、猪草刀、三齿锄、二齿锄
的过去，“瓦器篇”则是搓线瓦、宽口钵、
腌菜瓮共同敲奏的交响曲。这些遍布
于乡村寻常人家的生活必需品是村民
们日常劳动的好帮手，但是这些用得陈
旧、破烂而且没有任何装饰的农具究竟
有什么美感？

乡村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而需要抛

弃的，破得不能再穿的套鞋扔到灶屋与柴
火杂物为伍，任其蒙垢生尘，最后卖给收
破烂的换回几分油盐钱；用久了陈旧发黑
的斗篷拆散了可用来引火；烂草席变为村
边茅厕门上的挂帘子；断过很多次的棕绳
会套在窗外墙钉上，用来挂晾衣的竹竿，
或套在木梁上挂菜篮箩筐。总之，每一件
物品都自然而然地由新用至旧，哪怕不再
具有原来的功能，乡里人也总有办法物尽
其用。现在我们常常提及循环再利用的
生态观念，却费尽心思地设计一些烦琐工
序以增加商品的附加价值，却忘记了化工
制品是没有生命温度的，它们永远没有办
法像取之于自然的那些斗篷、蓑衣一样最
后自然地回归土地，故而我们也永远没有
办法在一只旧塑料袋上发现素朴之美。

所谓“素朴”之美，重在“素朴”二字。
素者，清水芙蓉，毫无雕饰，是洁之体、净
之心。“朴”，指的是淳朴、质朴、简朴等，是
一种生活态度。素朴之美彰显民风之淳、
农具之朴、村民之美。在《挂锁》一文里，
作者描绘了近似现代“桃花源”的情景，
30 多年前的八公分村里有文化的人不
多，但是满怀馨德的人比比皆是，村人长
幼有序，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宽容、平和、
互助，每家屋门上的那一把挂锁，基本上

只是摆设，即使出远门把锁锁上了，钥匙
也会随意地挂在显眼的地方。那时候的
人心如果有形，大抵是圆润透明的吧。

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今天，生活必
需品早就不是稀缺资源，我们不用通过
早起赶圩购得套鞋、斗篷并辛苦将其挑
回家，更不用家庭成员自己亲手把草席
编出来，任何物品的获得都太过容易，
高效率的生产催促着我们频繁地将必
需品更新换代，时尚的风潮刺激着我们
对物质乐此不疲的追求，然而我们恰恰
忘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已是如此不
堪重负。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黄孝纪
这本极具南方地域特色的乡土器物散文
集里读到那些承载着人们生活过往的“朴
素之物”，在这些非机器流水线生产的“普
通之物”中，感受人与自然亲近的渴望，那
些与肌肤亲密接触的草席、点亮了黑夜的
煤油灯、寄予了对祖先最真挚的祝福的钱
凿及在乡村盛宴中担重任的汤罐，都是我
们曾经有过的原态生活的真实凭证。轻
轻地触摸它们，一如触摸隐藏已久的秘
密，温馨而美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聂茂
陈雪桃

★作者 黄孝纪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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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段运劳新作《夕阳新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