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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西戈平、桃李成荫；一堂师友、亲爱
精诚……炼好我们的身，炼好我们的心。
此身、此心，成己、成人。复兴民族，孟津群
伦……”

翻开由我省作家李学彦和宣威市西泽
乡中心学校校长王正雷主编的《书香百
年》，西泽乡戈平小学的老校歌仿佛从书中
流淌出来一般，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每
一个声音都爽朗清脆。歌声中，改革兴校，

满怀育人宏大志愿的坚定理想；一代代学
子奋发图强，为复兴中华民族而读书的身
影仿佛重现在眼前。

在这里，“成己成人”可以理解为由“成
己成物”衍生而来。《礼记·中庸》：“诚者，非
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后
以“成己成物”表示自身有成就，也要使身
外的一切有成就。对比“成物”，“成人”即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人也有所成就，
则是“成”的最高境界——人，也是教育的
根本目的。“成己”是小我，“成人”就是大
我。以成己、成人为前提，之后实现“复兴
民族”的最终目标。这对于诞生于民国初
年的戈平小学来说，其办学理念和思想，今
天看来仍堪称伟大和远见卓识。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孙中
山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宣传革命理想时
的忠实拥护者符聘卿，回到故乡宣威西泽
戈平村，开始了他建校兴教的理想。1912
年，戈平小学建成并开始招生办学，至今已
有108年的历史。据《宣威志》记载：“民国
元年，全州（县）有两级小学两所……”戈平
小学是其中的一所，其开宣威农村新型学

校之先河，别开生面，使办学质量名扬全
县、全地，乃至全省，一度成为宣威西区的
教育中心，被称为西泽的文化发源地。新
中国成立后，戈平小学撑起了宣威教育的
半壁江山。一百多年来，戈校人才辈出，或
服务桑梓或报效祖国，一个个优秀人才让
戈平小学熠熠生辉。百年风云，百年巨变，
百年坚守，百年传承，书香浸润的戈平小
学，为宣威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历史
性贡献。

书香最早的由来，据说是因为一种名
叫芸草的植物，因其散发出的香味能杀死
书虫，爱书如命的读书人就把芸草夹在书
中，对其飘散出的缕缕香气称为“书香”。
然而，沧桑逝水，风习递嬗，此时的书香已
经不再是彼时的书香了——不用杀书虫
了，芸草的香味也就不再被需要了，或者被
替代了。

对于百年戈平小学而言，其书香来自
于西泽那片生机盎然的物质乐土，更来自
于西泽那个安宁和谐的精神家园。西，即
宣威西部；泽，水多，有“五峰聚首，四流同
道”。得益于美丽的自然风光，西泽有宣
威“小香格里拉”之称；1949年4月作为中

国共产党滇东北地方工作委员会、“边纵”
六支队所在地，因此还有“小延安”之美
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具有强大生机
与活力的西泽水土，是谓地灵；百年教育
的兴起，书香如春风化雨一般润物无声，
又滋养着这一方水土，让水土灵动起来，
让人文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历经风雨造就
芳华，是谓人杰。

不为一己，没有一己。《书香百年》“让
戈平小学的书香得以芬芳，让戈平小学的
文脉得以延续，让戈平精神的维度更加高
远”。这是对编者辛勤付出的褒奖，更是对
此书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有句话说：“酒香肉香不如书香，藏金
藏银不如藏书。”依我的理解，对于个体而
言，书香当是人的体香；对整体而言，书香
不只属于校园之香，还属于社会之香。遗
憾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香社会，中国自古
就不是，在“阅读危机”的当下离我们也很
遥远。尽管如此，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
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具有高度文化
自信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溢满书香芬芳的社
会。个中美好，值得我们去憧憬，更需要我
们去构筑。

《警世通言》中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故
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其中说到钟子期
对琴的知识，对琴理的通晓。钟子期是个
山野樵夫，居然会听琴，使弹琴的晋国上
大夫俞伯牙大为惊讶，就故意考问他：“你
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
造，抚它有甚好处？”钟子期答曰：“此琴乃
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凰
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
桐不栖……”钟子期一番对琴的见解让俞
伯牙大为惊讶，两人互引为知音。

后因钟子期故去，伯牙痛失知音，便
将这具瑶琴摔碎在钟子期的祭台上。至
于这瑶琴是否经过伏羲、尧、舜之手，自然
是无从考证，但是古人对琴理的见解，却
真实地道出了古代文人对琴的独特感情。

琴的不平凡来历，使它有别于一般的
乐器而成为雅乐。对此，历代的文人都不

嫌烦琐，津津乐道。晋代嵇康的《琴赋》，
一开头就对制琴之木料梧桐着尽铺陈渲
染之能事：“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
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
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夕纳景于虞渊
兮，旦晞干于九阳。”梧桐根植险峻之山，
泉水环绕，环境幽僻深邃。四周布满宝
玉，与之为邻的皆为脱俗之物。这哪里是
在咏制琴之梧桐，分明是对一种高尚、风
雅、清纯、怡静、潇洒、淡泊的人格的歌颂
和向往。制琴之器尚如此集美于一身，琴
声自然和美，抚琴人也自然不同流俗。

钟“琴”的士人，从爱“乐”到爱琴，以
琴明志。

东汉的著名文人蔡邕，在南方时看到吴
人把梧桐当柴烧，就讨下这块已燃着的木
头，将它裁制成琴，音美而纯。因木头自火

中抢出，虽经裁制，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此琴
为“焦尾琴”，这把琴，成为蔡邕最心爱之物。

陶渊明是晋之名士，因“不愿为五斗
米折腰”，隐居村野。他自称不懂音律，却
仍备有一张无弦之琴，不时抚弄一番，别
人不理解以为怪，陶渊明却怡然自得，他
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他意
在琴外。

历代不乏名琴，见诸野史杂说、文人书
稿者不少。有名的如伏羲的“龙吟”，黄帝
的“清角”，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
梁”，司马相如的“绿绮”，白居易的“玉磬”
等等，几乎每张琴都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文人寄情于琴，方代代相传，演绎出
许许多多关于琴的故事，使琴具有高贵的
属性；而琴的不俗“出身”，又增添了后世
文人制琴赏琴的雅趣。从这个意义上讲，

“琴趣”与情趣，确是颇为相通的。

鸡足山上好风光，沙址是个好地方。春
回大地，万物复苏，桃花轻轻地飘进了沙址
河，形成了美妙无比的桃花溪水，带着诗意
慢慢地流向远方。鸡足山镇首届桃花节就
是在这浓浓的春意中，在古香古色的洗心桥
畔举行了开幕式。当天，我接到在昆明的沙
址人寸立奇的电话，建议将沙址人写沙址的
文章进行收集整理后，以《品读沙址》公开出
版发行。沙址白族文化研究会很快采纳建
议，并于半年后出版了《品读沙址》。

明 崇 祯 十 一 年（1638）至 十 二 年
（1639），徐霞客两次经过沙址，他在游记
中写道：“溪北鸡山之麓，有村颇盛，北椅于
山，是为沙址村，此鸡山之南麓也。”据《宾
川县地名志》载：“沙址，村居鸡足山麓，沙：
指沙门，为佛教徒总称。其含义为鸡足山
僧尼至此止步，以规范其行踪。后因‘止’
与‘址’谐音，衍变为今名。”

沙址坝是一个典型的白族聚居地。古往
今来，沙址坝是鸡足山的门户，是朝山拜佛的
必经之地，也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
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再加上风景秀
美、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和淳朴达观的白族
居民，自然沉淀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令
人可敬可叹的精神财富。这里独特的文化底
蕴就像一坛珍藏千年的老酒，醇厚芬芳，余韵
无穷。沙址白族文化研究会的美好愿望，就
是将这坛美酒分享给大家，用文字，用心灵

“举杯同饮，共品人生”，让更多的人了解鸡足
山下的沙址，让沙址的优秀文化薪火相传。

《品读沙址》共分历史浪花、文化探秘、美
丽传说、故乡情深、诗歌飘香等五个部分，集
合了目前沙址坝文化爱好者近年来发表过或
尚未发表的有关沙址的文章，有散文、杂文、
诗词等，以沙址人讲述沙址的事，以沙址人倾
诉家乡的情，多方位多视角介绍沙址历史文
化，宣传和弘扬沙址优秀文化。《品读沙址》的
作者中有8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有风华正茂
的中青年干部，有20多岁的在校大学生，也
有白天干活晚上写作的农民，形成了老中青
三代沙址人共同抒写沙址，赞美沙址。

桃花溪水慢慢流，《品读沙址》画中游。
唐代诗人张旭的“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

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
处边。”让我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如诗如画
的沙址坝，不就是我们心中向往的桃花源吗？

琦君的《读书琐忆》里讲到几处她少
年时读书的地方。

一处是远离正屋的谷仓后面。此处
人迹罕到，风和日丽，有阳光又有风。

一处是厢房楼上走马廊的一角。阿
荣伯为她用旧木板就墙角隔出一间小屋，
屋内一桌一椅。小屋一面临栏杆，坐在里
面，可以放眼看蓝天白云，绿野平畴。

还有一处是花厅背面廊下长年摆着
的一顶轿子。轿子原是琦君父亲进城时
坐的，后来有了小火轮，轿子就没用了。
她捧着书静静地坐在里面看，若听到脚
步声，就把竹帘放下，有一份与世隔绝的
安全感。

汪曾祺年少时有一处读书的地方也
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他外祖父家的几间
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木榻、漆桌、
藤椅。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
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
字：“无事此静坐。”这是待客的地方，但是
客人很少。汪曾祺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

悄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
细思琦君汪曾祺他们少时静心读书

的地方，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随意，并没
有多讲究。少年人爱玩是本性，却心思
简净，一旦喜欢上书本，便可以把一个平
淡无奇甚至孤寂的角落变成丰富多彩的
世界。

我年少时常读书的地方是东屋窗下，
那里放着母亲的缝纫机，窗外有一棵茂盛
的柿子树。只要不去学校上课，我总是喜
欢坐在缝纫机前，把缝纫机当书桌，安安
静静地看书，累了就看看外面柿子树青绿
的叶子在风里摇曳。

然而，长大之后，很难再有这份简净
的心境，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一些书。常
常希望自己能有一间幽静的书房，屏蔽
掉外界的热闹喧嚣。友人笑我，心静不
在于外而在于心，给你一座森林，你也不
觉得安静。

是的，静在于心，而不是外界的因
素。汪曾祺说，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

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
中取静。

汪曾祺晚年养成了静坐的习惯，静坐
的地方是他家的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
了。他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
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汪曾祺晚年写
出了很多优秀的散文小说，他说常得之于
清晨静坐之中。

不久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和我一样也
在大城市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挤早晚高峰
的地铁上下班，反而这段时间是他静心的
时候。早上他起得早，一般都幸运地有座
位可坐，他便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歌，静
静地放空自己，然后再安排一天的工作。
晚上下班没座位，他就静静地站着，梳理
好这一天发生的事，及时反思。因而，每
次见他，总是从容舒缓的样子，令人羡慕
他的好心态。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静坐片刻
并不是浪费时光，而是让自己慢下来，心
境明朗，从容悠然地生活。

书香是什么香？——读《书香百年》

□ 杨树荣

桃花溪水慢慢流学而□ 耿艳菊无事此静坐修身

□ 江舟琴中雅趣掌故

书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