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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溪水，洪波。

源青海，不蹉跎。

千回百转，九衢流过。

泥沙常久下，污水乱流多。

山水草林植被，沙湖湿地颇颇。

一曲生态大合唱，一泓清水入黄河。

一七令一七令··河河（（白居易体白居易体））
西西 玉玉

芦苇摇新穗，莲蓬醉满塘。

征鸿留剪影，野菊散秋香。

夜幕落霜露，晨晖映梓桑。

朔边迎雪瑞，抒意盼春光。

寒 露 抒 怀
西 玉

征稿启事
“书香政协”是《华兴时报》面向全区各级政协

委员、各级政协机关和政协参加单位干部职工及离
退休老同志，搭建的文艺作品学习交流平台。旨在
多方位展示政协人的文化风采。本版每周刊发一
期，内容以书画、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为主，现面
向全区征稿。

一、内容要求：

1. 聚焦当下国家政策热点，结合身边事，用
随笔或散文的形式，以充满观察与分析的笔调，
讲述与当前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宁夏生活密切关
联的现象或故事。

2. 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捕捉宁夏当下的兴奋
点，或是你的经历，或是你的观察、体悟。

3.以小切口关注城市文脉的变迁，传统文化的
复兴与蝶变。

4.文艺评论，关注当下的热点影视剧或宁夏图
书的新作力作，评论要富含思想与观点，行文活泼。

5.书法、绘画作品尽量反映宁夏元素，具有美感，
有意味。

6.所有作品须为本人原创。

二、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604517680@qq.com
电话：18909599575
联系人：孙丽君

三、声明

因本版为公益性版面，不向任何投稿人收取版
面费用及书画作品。刊登的作品亦不向投稿人支
付稿费。

本报编辑部

书画欣赏书画欣赏

作 者：朱香敏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实践
研究》吸收理论界研究成果和各地
实践经验，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
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理论渊
源、内涵特征、核心动力、产业形
态、绿色转型、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
进行了深刻解读和系统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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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 读

《灵沙乡史话》读后感怀

听说初中同学韩林森写了一本
《灵沙乡史话》，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
请他在方便的时候给我带过来，他却
在当天就给我快递了一本，顺便带来
他的两本诗集。他曾经是平罗中学
的历史教师，自治区级特级教师，还
是中国诗词学会会员，刚刚退休。

我翻开《灵沙乡史话》，粗粗翻阅
了一遍，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名曰：“哲
学博士杨学林”。正看着，韩林森打来
电话：“你的资料是网上的，可能反映
得不全面。”我答：“已经很好了，我非
常喜欢书中对我的介绍。”“你是我们
乡第一个博士，所以我没有突出你的
官职。”我肯定地说：“这样写很好！”因
为，在那偏僻的黄河边，上学是一件多

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恰恰表明，我
们这代人享受了新中国教育的红利。

灵 沙 乡 的 教 育 始 于 民 国 八 年
（1919年）的清真初级小学（初小），当
时有学生 30人，教员 4人。到 1949年
仅有小学 2 所，学生不到百人。解放
后建立了完备的国民教育，《灵沙乡
史话》载：自 1977 年恢复高考到 2021
年，仅灵沙中学毕业的学生考入大专
院校的人数为 1500多人。1981年，我
本人成为灵沙乡第 3个考入重点大学
的学生。

当然，我只是徒具虚名罢了。在
灵沙乡出来的干部中，有自治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主任、党校常务副校长等。在
科技界，有河北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宁
夏建设集团的建筑专家、农业农村部全
国粮食生产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中国

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中国
煤炭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获得者。企
业界有宁夏优秀企业家，文学艺术界有
著名民俗学家丁一波，还有上面讲到的
《灵沙乡史话》的作者韩林森。韩林森
和我，是丁一波的学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身体素质
也明显改善。灵沙乡长大的何杰，在
近年马拉松国内赛事中，取得了令人
骄傲的成绩。

马克思在 1848年所写的《共产党
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
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
多，还要大。”我们说，在共产党成立特
别是解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比
过去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这个猜测，一点儿都不过分。

四 川 行 记
田连升

山河形胜岷江边，南国风雨几多烟。

千年都江堰犹在，武侯祠堂别样天。

我所了解的百年巨变我所了解的百年巨变（（三三））
杨学林

探访翰林故里探访翰林故里
王淑萍王淑萍

翰林，作为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官
职，在科举制时代，授封的皆是诗书
文章出类拔萃的才俊。诸如唐代诗人
李白、杜甫以及宋代文豪苏东坡等诸
多历史上的文化宗师，都曾担任过翰
林之职。

宁夏平罗虽地处偏远，却也有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文人学士如同绵延的
贺兰山脉，不断焕发着生机与活力，仅
头闸镇昌润渠畔的俞氏家族，在清代
嘉、道、咸、同四代皇帝在位时期，就先
后考取举人 4人、进士 3人，实授知府
以上官员 3 人，受皇室或朝廷赐封的
品级官员多达 72 人——这是一组数
据，更是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优秀根
脉。这条根脉上，清正廉洁、刚直不阿
的俞德渊翰林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
史的册页上熠熠生辉。

在一个春日的上午，我前往距离
平罗县城 10多公里外的头闸镇昌润渠
畔，探访俞德渊翰林故里，此时，距他
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过去 180年。站
在昌润渠桥上，看浑黄的渠水如一道
黄色的绸缎从远方缓缓铺来，渐行渐
近，又渐行渐远，如史书中鲜活而又冰
凉的俞德渊。

昌润渠比俞德渊年长 50岁，距离
他生活过的村庄不过几公里。它见过
少年俞德渊吃黑馍、饮渠水、熬灯苦读
的样子，也见过青年俞德渊步履匆匆
进京赶考的样子；它目睹过他卖鱼求
生的落魄，也见证了他考中进士的辉
煌；它听说过他江南为官时实政为民、
勤俭自律、克己奉公的轶事，也耳闻过
他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的刚直与清廉……
它曾经一次次泛着欢快的涟漪目送他行
色匆匆奔赴考场、官场，却于1836年，和
村庄里的父老乡亲们一起低声啜泣着，
迎接他的灵柩从扬州归来。

之所以伤悲，是因为实在太心疼
这个乡村孩子，心疼他在江南为官 10

多年，历任荆溪、长洲知县，苏州府督
粮同知，苏州、常州、江宁知府，官至两
淮盐运使，始终以清廉立身，对外不畏
强权，不媚权贵；对内和妻儿一起身体
力行，常年布衣素履，粗茶淡饭，以此
与扬州的奢靡之风对抗；心疼他节俭
如斯，却为家乡修建书院慷慨解囊，自
掏腰包为灾荒年的百姓买面做饼。而
最为心疼的，是他为两淮盐运殚精竭
虑，病逝于任上，却连回家的盘缠都没
攒够，如果不是挚友林则徐相助，灵柩
都难以归乡。

如此一代清官，本该被故乡长久
地记起，却长时间地被遗忘在冰凉的
史册中；直到清风吹开沉积的迷雾，他
一生的清廉与刚直才又重新被乡人提
起，我也才有幸带着一份敬仰探访他
的故里。

经过翰林古井，路过翰林清风文
化展馆，穿过翰林广场，车子沿着昌润
渠畔一路向南行驶，直到一幢素白粉
墙、青灰瓦顶的建筑出现在视野里。
眼睛一亮，是印象中徽式民居的模
样。俞翰林祖籍安徽，后人在这大西
北的一隅为他建这样一座充满江南气
息的祠堂，不知是在告慰他远在江南
的祖上，还是喻示他清廉节俭的一
生？应该都是吧。这样想着，再走近
细看这坐北朝南的三间砖瓦房，更觉
青的更青，白的更白。

祠堂远离村庄，四周散落着残砖
败瓦，样样都透露着坚实的悲凉，人
为破坏过的痕迹如此明显，让人唏嘘
不已。

游人稀少，祠堂大门紧锁。透过
窗户往里看，俞德渊的画像挂在祠堂
正中的墙面上，头戴官帽，身穿官服，
面容凝重。往事越百年，历史的风尘
掩遮不住他的忧伤，室外田野里农人
和牛羊的喧闹也没能唤醒他沉重的双
眸——“转送故里，葬于生地，立碑建

祠……景毁物殇。祠堂焚废，墓莹掘
敞，碑断柱塌，魂消势荒。”这一段文
字，无疑是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翰林
隐于心底的忧伤。

是仲春，有风吹过，祠堂前的椿树
发出哗哗的声响。地里的庄稼已绿意
舒展，农人们在田间忙碌。大风走在
地上，拉扯着农人的衣衫和庄稼的枝
茎，如筝琶齐奏，隐隐有琅琅读书之
声。面对这片乡村景色，除了我，还有
立在昌润渠边的俞德渊——两三米高
的一尊石像。他身着官袍，右手持卷，
左手隐在身后，双目炯炯。他看见的
应该不止昌润渠，那些他一生走过的
地方，见过的风景，贺兰山、黄河、大运
河、北京、苏州、扬州，乃至整个西北和
江南可能都在他的眼里。

离祠堂不过百米的地方，坐落着
俞德渊墓。路旁一块青色碑体上“俞
翰林墓”四个金色字体分外醒目。这
应该是我见到的最简陋的名人墓了。
没有亭台楼阁，没有雕塑花篮，如果不
是墓前黑色大理石的墓碑，这座荒野
中的墓冢和周围的墓冢几乎没有什么
不同。唯一醒目的，是它有被修葺过
的痕迹——墓前有青砖铺就的小道，
墓围也用青砖重新砌过。黑色大理石
的新墓碑上，刻着“俞德渊翰林之墓”
几个字，耀眼的金色，在太阳下闪着
光。碑的背面，是新撰的碑文，连同标
点在内，共 275个字。这寥寥几百字的
碑文，让诸多的心情被平复，诸多的信
息安了家，坚硬刚毅的石质挺立着千
秋万古之意，其余的信息则行走在碑
文的一笔一划中。圆圆的墓穴边上长
满了野草，一朵朵小花寂寞地开着。
墓地里，荒草成堆，风一吹，草木呜咽，
顿感凄凉。

从 39 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到 58
岁病逝于两淮盐运使任上，在俞德渊
19年的为官生涯中，他没有为一个亲

戚族人谋求一官半职，包括自己的儿
子。他的父母一生粗茶淡饭，安守乡
村，直至去世，没有因为他官居高位而
享受过任何的荣华富贵。他一生两袖
清风，家无余财，只留下数量颇多的家
训家规，培育了家族的枝繁叶茂。

霜华殆尽之后，俞德渊魂归故里，
长眠在生养他的土地上。踌躇满志却
猝然离世，这不仅仅是大清的遗憾，是
挚友林则徐、陶澍的遗憾，更是家乡的
遗憾。

历史就是如此，沧海桑田本是其
中应有之义。遗憾之余，若转变一下
思路，并非没有欣慰。比如当年俞德渊
吃黑馍饮渠水潜心苦读的关帝庙，如
今成了一所全日制九年义务学校，校
园内的德渊文化墙上写着他的生平事
迹和诗词作品；比如当年他求学必经
的昌润渠畔为他立起了雕像，修建了翰
林广场，建起了翰林清风文化展馆，展
示着他一生的经历和功绩；比如他读过
书、教过书又出资修建过的又新书院，
依然书声琅琅，他书示童生们“立志大、
植品正、察理明”的殷殷嘱托依然在古
老而崭新的校园里久久回荡……

百余年来，昌润渠水缓缓流淌，滋
润着一方土地，年年五谷飘香。那些
他生活过的地方在今天被赋予了新
意，重新参与了当下，正如当年被破坏
的墓地被重修，他遗留的书稿《默斋存
稿》《默斋公牍》被刊行于世，供后人学
习。它们有力地参与了当下生活，又
有效地唤醒了历史。

有人曾问我，平罗是一座历史文
化古城，文人学士比比皆是，为什么只
为一个人树雕像、建广场、开展馆？我
的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座城在致敬
一个人，以城的名义，以民众的名义，
向这个人——清官俞德渊，表达敬意。

（作者系平罗县政协委员、民进会员、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广艺舟双楫选》

▲《清 莲》

王一凡 书（银川青联、宁夏书法家协会理事、银川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水彩画）

曹晶晶 作（惠农区政协委员、惠农区美协主席）

（篆书中堂）

作 者：彭璐珞 肖伟光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本书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民为邦
本”的政治传统、“形神兼备”的生命
观念、“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亲
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核心理念，诠
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阐明
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文
化
基
因
》

秋云忽觉晓，清风逐浪高。

无端连诗意，凭栏立海潮。

丝路金城浪涛洪，高铁似雄风。飞奔迅

猛，疾驰穿洞，跨水如龙。卫宁大地秋收景，阡

陌树葱茏。平原万顷，大棚千栋，农业颇丰！

眼儿媚·兰州至银川
坐高铁感怀（（左誉体左誉体））

西 玉

秋 云
田连升

（（作者系银川市政协委员作者系银川市政协委员、、金凤区政协委员金凤区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