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城市展风华，五载登攀实可夸。
医药陶瓷羊产业，连通世界万千家。

（韩春芳）

云城翠色满银屏，水榭花都夜夜萤。
绿绕青围山峻秀，业兴民富曜新星。

（梁峙山）

鲤跃龙门仅五年，瓷都处处泛祥烟。
干群一体共谋远，产业多元遥领先。
幸福绵绵江接海，明珠灿灿景无边。
怀仁今日须重看，久久为功因集贤。

（王永忠）

撤县距今整五年，祥云紫瑞焕新天。
层层大厦流光漫，处处园区景色妍。
路网纵横融画卷，市场兴旺溢诗篇。
瓷都塞上繁华盛，世贸金街不夜眠。

（张志爱）

岁月流光一梦圆，怀仁建市五周年。
襟怀山水幽情烈，德泽民生意续连。
七塔殊奇衔北斗，八湖皎澈卧青莲。
昭明市貌贞风朴，净化街头霁景鲜。
产业扶贫开富路，陶瓷出口惠佳篇。
登临景点清凉寺，亲览云城古塞边。
绮阁飞晖凭鸟渡，垣墙透绿任花妍。
莺歌福祉裙衫舞，赞贺家乡启后贤。

（周玉江）

青山绿水塔玲珑，墅舍林园景色融。
地理优殊呈俊美，人文荟萃显神聪。
瓷都盛誉宾朋赞，仁义德乡邻里崇。
决策英明携众志，云城攀越又千重。

（李学银）

一
沐雨披霜数百年，云州大地换新天。
民生改善增元祉，商贸经纶著巨篇。
晕染华灯街路阔，勾皴绿被阁楼连。
鸣弦千室因勤政，把酒吟歌颂德贤。

二
雁门八月喜秋阳，洪岳悠悠沐景光。

州县千年成闹市，家山百里易穷庄。
文殊不忘仁人地，后嗣常追德义乡。
又见清流桑水绕，金风赋韵玉琳琅。

三
春风化雨润城乡，四十经年大业煌。
誉满畜禽声内外，名传陶埴惠丰穰。
桑干迢递灵河澈，西岳逶迤翠岭凉。
新故相推舒画卷，生民勤勉乐耕忙。

四
塞外怀仁曙光中，雄鸡报晓唱高声。
金沙碧水怡怡景，绿野新田矻矻耕。
辉映黉门兴事业，翠添芳草靓云城。
家乡旧貌杳然去，强市宏图绘锦程。

（李必剑）

云中设市话沧桑，怀想仁人史泽长。
峙峰碑燧惊边塞，金水沙滩记国殇。

教化德乡多正气，陶甄新业展锋芒。
明珠塞外愈璀璨，凑句颂声聊佐觞。

（辛 举）

转身华丽乘飞鹰，助力怀仁新旅程。
一键直达蹚富路，五年巨变惠民生。
煤陶羔肉成支柱，水电交通做硬撑。
双百佳音人自醉，德乡大美日趋兴。

（杨源世）

双调·步步娇
拔节声声民心向，五载征程上，冲

百强。医药陶瓷炭羔羊，转型忙。塞上
明珠亮。

（司红霞）

十六字令

一
仁，广阔胸怀最爱民。云城丽，秋

韵雁门欣。

二
仁，吏品官德底蕴深。经风雨，党

帜漾初心。

三
仁，使命牢读经典真。江山论，茂

盛在基根。
（刘 科)

行香子
旭日云柔，碧翠飞鸥。醉凝眸，市

貌清幽。清凉山寺，暮鼓春秋。望金沙
滩，瓷都业，小羊收。

鲁沟壮阔，精神引领，景观园，宝塔
高楼。五年绘卷，史册长留。更梦齐
飞，心齐聚，策齐谋。

（张志爱）

五年奋进 硕果飘香五年奋进 硕果飘香
———庆祝怀仁撤县建市五周年诗词选登—庆祝怀仁撤县建市五周年诗词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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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明

作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中国，百废待兴，社会急需各方面人
才。但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比
较落后，每年能进入高校的学生还十分
有限。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
出台了大力发展自学考试的有关政
策。1979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
员会成立，1981年开始在北京、天津、上
海和辽宁三市一省试点，1983 年，这 4
个省市就有了我国第一批自学考试毕
业生。

从1983年开始，国家又在11个省推
广了自学考试，山西即是其中之一，相
应成立了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
导委员会。至1988年，自学考试覆盖了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年，国务院颁
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

《条例》的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
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
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
教育形式”。

1984 年 4 月，山西省首次开考了汉
语言文学和党政干部管理两个专业，其
主考院校分别是山西师大和山西大
学。两个专业首次只开考了一门公共
课——政治经济学。一个月后，我领到
了这一科的合格证。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

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学文化、学技术的
热潮在全国一浪赶过一浪。自学考试
制度未实行前，全国各地的业余大学、
函授大学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其中

《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的刊授大学，尽
管国家不承认学历，但报名人员数以万
计，竟能把全国各地的自学者吸引过
来，气势之大，蔚为壮观。

1983年，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
了山东师范大学在全国招收汉语言文
学专业函授生的启事，至今我还记忆犹
新。启事说，他们要让自学者立志成
才，通过系统的自学，让自学者完全达
到普通高校专科或本科的水平。我看
后倍受鼓舞，立即报名成了山东师大的
函授生。一个月后，我就收到了山东师
大寄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
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选》《政治经济学》等5种教材
及相应的辅导材料和自学课程进度表。

回过头来想，当初正是这种全国性
的自学热潮，客观上推动了国家的自学
考试制度的实施，也为自学考试制度的
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自学考试的试
行，更加激发了全国自学者的积极性。

三
自学考试的准入门槛很低，也可以

说是没有门槛，报考人员不受年龄、学
历、身份等限制。但有一条令人不解，
即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
会不承认普通高校、电大、党校的专科
毕业生的学历，也就是说这些大专生要

想取得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证书，必须
得从专科考起，不能越过专科直接考本
科。其理由是自考考试大纲与普通高
校的不完全一致，自考教材的难度略高
于普通高校。

在第一轮专科考试中，朔县的考生
并不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生大约只
有 50 多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雁北师
专、电大毕业的专科生，他们多数为教
师和干部，工人只有神头电厂的几个，
农民身份的人只有我一个。

当初，自学考试是一种新生事物，
国家十分关心，社会十分关注，其焦点
是自考毕业生水平到底达到达不到普
通高校毕业生的水平。对此社会各界
众说纷纭。为此，国家教委的做法是：
考试容易，毕业难，一门一门过关，绝不
降低标准。记得是 1985 年北京市教委
出版的《自学考试报》上说，北京大学中
文系的学生十分担心自考的质量，对自
考也颇有微词。为此，北大中文系曾把
北京市和上海市自考过的《古代汉语》

《形式逻辑》《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的试题，在相
同的时间里考他们的学生，及格率虽说
高于自考生，但也不过是50%的水平，其
中《古代汉语》的及格率不到 35%。从
此，高校的师生才算是从心里认可了这
种考试制度。

考场纪律是自学考试成败的关键，
当时国家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对于自
学考试，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偏
见，尤其是对“国家承认学历”这一政策
比较敏感，其中也包括不少的监考人
员。我至今记得，每个考场设有3名监考
人员，其中2人来自外县，他们都十分尽
责，开考前都会向考生说：“自学考试不
同于高考，我们必须监得严严实实。如
果监不严，我们就对不起那些寒窗苦读
的大学生，再说了，这也是省教委交给我
们的任务。希望大家配合、原谅……”果
然是说到做到，只要有做弊的行为甚至
是嫌疑，就会被逐出考场。在考《形式
逻辑》《外国文学》和《哲学》中，就有几
名考生被清理了出去。再说了，由于考
生少，也给监考人员带来了工作上的便
利。比如在《现代文学作品选》考试中，
朔县只有5名考生，一个考场3名监考人
员监5名考生，实在轻松。

自考每年举行两次，上半年一次，
下半年一次。不知如今还是不是这样
了。1984年上半年，两个专业都只开了
一门公共课《政治经济学》，至1986年上
半年，10 门课程全部考完，最后一次开
考了4门，是两年中最多的一次。在这
10门课程中，我都是一次性合格的。就
这样，我成了朔县第一轮考试中唯一的
一名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生，我的毕业
证号是 000355 号。我自学成才的事迹
曾刊登在当年的《山西青年》和第二年
的《我的大学》上。

1986年，山西省的党政干部管理专
业自学考试也产生了首届毕业生，朔县
也仅有一名考生取得了毕业证书。这
位考生叫吴天璧，当时已经是朔县教育
局的局长了。当时，一位认识吴天璧的
考友和我说：“别看吴天璧已经是局长

了，自学起来可有精神哩，一点也不比
咱们差呀！”

据当年的《北京自学考试报》报道，
尽管国家规定“自考毕业生不包分配”，
但河北等省却把没有正式工作的首届、
二届自考毕业生分配了工作。可惜我
投错了胎，没有生在河北。但同样鼓起
了我坚持自学本科的信心。

四
1986年上半年，山西的汉语言文学

专业有了第一批自考专科生，本科自考
何时开考？是广大自考生特别是专科
毕业生们十分关心的事。直到1989年，
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才
批准了山西省下半年开考本科考试。
我兴致勃勃地报了名，又踏上了一个新
的征程。

本科课程的深度和广度明显高于专
科，学起来并不轻松。其中一个突出问
题是买不到国家规定的材料，自己熟悉
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很少，可以说
是“举目无亲”。为此只好到处借，四处
求援。真还应了那句老话——车到山前
必有路。我的朋友石冰托人走后门从图
书馆给我借来了朱德熙的《语法讲义》；
同学梁剑锋给我从她的学校山西师大的
中文系朋友处借来了《美学》和《现代汉
语修辞学》，双挂号从临汾寄到了朔州；
王力的《古代汉语》和白寿彝的《中国通
史》，则是从上海新华书店邮购回来的。
在近十年的自学中，我得到了赵昭老师
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赵德邦、卢平、张
宝国、贾莉、刘克顺等朋友们的关心和帮
助，特别是精神上的鼓励。要是没有他
们的支持，我能不能十年不动摇地坚持
自学，自己的心里恐怕也没个底。

借回来的书格外珍贵，我至今保存
的《美学》《语法讲义》《现代汉语修辞
学》《外国文学简史》都是十分完整的手
抄本，大约有 100 余万字。当时之所以
要一字不漏地抄下来，是为了预防一次
考不住再考时使用。因为借来的书是
要还人家的。还好，这些课程都一次性
结业，没想到这些“手抄本”竟成了朋友
们赞美我的“生动物证”。

在整个自学过程中，有两份报纸和
两份刊物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报纸是

《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市自考委主办的
《北京自学考试报》，杂志是华东师大主
办的《中文自修》和上海自考委中文专
业 指 导 委 员 会 主 办 的《中 文 自 学 指
导》。这上面既有关于全国自学考试的
动态性新闻，也有具体的学习辅导材料
以及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自考试
题。近十年的自学中，我先后读了 200
多部中外名著。

到1991年下半年，我考完了本科的
全部课程，共计15门。其中有14门是一
次性结业的。对于本科考试来说，拿到
所有的单科结业证只算完成了学业的
一半，另一半就是论文答辩。

1992年春，我开始申请撰写毕业论
文，山西师大为我指定的导师是中文系
副教授秦德行先生。首先是给导师寄毕
业论文提纲，最多可寄三个方向的选
题。我寄的选题一是《<红楼梦>艺术形

象论》，二是《<孔雀东南飞>艺术形象的
时代意义》，三是《毛泽东诗词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不到十天，就收到了秦先生
的回信。他说：“《<红楼梦>艺术形象论》
范围太大，如选，要将范围缩小到一个人
或一组人，”如“王熙风艺术形象论”或

“薛宝钗与袭人论”或“东西府两大太太
论”等。“毛泽东诗词的思想性目前艺术
界争论太多，不宜本科毕业生选。《孔雀
东南飞》是南北朝时的代表作，前人论述
固然不少，但只要有新意，可以一试……
请你选定后挂号告我为盼”。

就这样我选了《论<孔雀东南飞>艺
术形象的时代意义》，论题是秦先生给
定下的，原计划1992年秋季或1993年春
季答辩。论文反复改写，秦先生一遍又
一遍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记得是
1992年国庆节前夕，论文已修改了第六
次。秦先生来信说：“论文很像个样子
了。照我的意见再改一下就可以正式
寄给答辩委员会了。但须注意：一、为
了能顺利通过答辩，宜选在明年秋季，
这样还有近一年的学习时间；如选在春
季，恐怕时间不充分，欲速则不达。二、
这一年时间，可集中精力学习一下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学习
一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
说史略》等专著。三、你的刻苦精神令
我感动，令眼下的在校生汗颜。有问题
有疑难即可写信告知，为师者以此为荣
也”。秦先生每次改稿后即附上一页手
书，两年中共有七八封，我一直保存到
2003年，可惜这一年搬家时弄丢了。

1993年国庆节过后，论文答辩在师
大中文系的一排平房中举行。答辩的前
一天，我在山西师大拜见了秦先生，大约
不到60岁，面目极是和善，他说：“导师不
能担任自己学生的答辩组成员。明天你
答辩时不要紧张，知道啥就说啥，估计你
没问题，即使通不过，还有明年。你住在
哪里？千万要吃好休息好啊。”

第二天下午，我走进了答辩会场，
会场并不大，顶多60平方米，上面坐着
5 名考官，一场答辩 30 多分种。前 5 分
钟是简述论文大概，后 30 分钟是回答
考官的提问，一般是 3 到 5 个问题。我
回答了三四个提问。当我回答完最后
一个问题时，坐在最中间的那位满头
银发的先生笑着说：“行了！不错！难
为你了！等着拿毕业证吧。”事后，我
听秦先生说，除非特别优秀者，考官当
场说“行了！不错”的评价的话是很少
见的。秦先生很高兴，我自然也格外
兴奋。

山西的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从
1991 年产生了第一批本科毕业生，至
1993年共6批毕业了199人，其中，朔城
区共有7人拿到了毕业证书，分别是张
国华、蔚晓霞、苏玺、高建春、落金寿、赵
生华和我。

五
回过头来看，自学考试制度的实施，

无疑给有志于自学成才的青年人提供了
一条实现大学梦的有效途径。但远远不
止于此，它的成功，在于推动了人们崇尚
知识、勤奋学习、立志成才的奋斗精神，
养成了刻苦读书的良好习惯。

朔县和后来的朔城区，至今究竟有
多少人取得了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我
不清楚。但我清楚的一点是，不少经历
过自考的人，大都是喜欢读书、善于学
习的，活到老学到老成了他们不是座右
铭的座右铭。

见证朔县自学考试
●●陈永胜陈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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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我与王孝相识于风华正茂之年，
相契于同工共事之中，相知于共同
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相惜于
境遇相类、性格相似、志趣相投，可
谓惺惺焉。

我与王孝在一起工作十余年，深
知其处世为人正派，少年老成，随和中
正。与同事团结友爱，主持正义，办事
公道。从不隐瞒自己对人对事认准的
观点，仗义执言，对好人好事赞赏有
加；对宵小之徒敢直言相怼，不留情
面。对上级布置的工作，尽心竭力去
完成；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从不偷奸耍滑，或虚与委蛇。领导面
前，从来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实事求
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努力
奉献却不计报酬。对家庭尽责,艰辛付
出，育子女皆成良材，自我发展服务于
社会。对诸弟友爱，克己襄助，使之自
立。对弱势群体，悯农助困,尽力帮扶
脱贫。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博得好人
之称，堪称同辈之典范。

王孝退休而不寂寞，编《老年报》
以奉余热；修《家乘》以传子孙；弄翰墨
以自怡乐。今《诗文书画集》编成，我
有幸先睹为快，集中所述经历、家世、
手足(兄弟）、夫妻琐事，娓娓道来，简略
而明晰，纸短而情长。读之犹如重新
经历了一遍混沌世界，体味了一回世
态炎凉。

文中所述虽属个体经历，却是当
年普遍现象。写实而不失真，堪称春
秋笔法，微言大义，足见其守正而平和
之心境。吾国正史中每有粉饰，或非
全属“黄钟”，窃以为“瓦缶”也无须毁
弃，虽不能雷鸣，击之或有正音。历代
野史中颇多当时真情实景，自有其存
在价值。今人汹汹，是非不分者有之，
黑白颠倒者有之，不明究理者有之，莫
名其妙者有之，漠不关心者更是人群
之多数。我与王孝同为过来人，文中
所记情境人事，奉读之余，历历在目，
宛然如昨。这些篇什夫子自道，真实
不虚，留与子孙，言传身教，大可励
志。传之后人，可当野史来读，也可作
为乡土教材，其价值不可低估。

王孝因通音律能操乐器而脱农为
工，因擅书画从“领导阶级”跳入文艺
队伍。青年时代利用放映电影之余，
锄禾养家之暇，先拜民间画匠为师，后
经专业名宿指点。画炕围、画挂镜、绘
胤谱、画油布、烫立柜，制作彩灯、彩
车。年富力强之时，从不过周日节假
日, 以一技之长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为
社会增了光添了彩。

王孝中年转干任职，为吏为官，谨
小慎微，勤政为民。2010 年在岗到限
退休后，专心弄笔染翰，数年之后，墨
泼宣纸无数，皇皇成摞成堆。每为识
者求去，悬之庭堂，藏诸箱箧，视若拱
璧。专集所录书画属九牛之一毛，风
檐展读，清气扑人。水墨淋漓之中有

江河横流，有云山万重；色彩斑斓之
间见花鸟鱼虫、梅兰竹菊。章法讲
究，笔精墨妙，既能陶情遣兴，也可自
娱娱人。

专集中更有真草篆隶,巨幛小幅,
所书内容皆是前贤诗文、今人名言。
向壁释读，可体味汉字之精深,书法之
内涵。可激发有志者奋进，好学者明
理，儒雅者味道，闲适者清净。于潜移
默化中如聆仙乐，如品佳酿。一册在
手，随时随地可细品慢咽。千载之后，
仍是精神之食粮，家族之荣耀。

清 人 张 潮《幽 梦 影》：“ 值 太 平
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
娶妻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
谓全福。”

对照六条，纵观王孝此生，未遇战
乱而安享太平；朔地难称湖山之胜，
却有苍古雄迈之景；半生所遇长官，
绝少宵小之辈，而多慧眼识珠之人；
早年家境贫困，临老住 170 平方米华
屋，家道堪称优裕；娶大户人家之女，
相夫教子，相敬如宾，友爱诸弟，和谐
邻里，真好妻命；所育子女，各有大
成，圆了宿梦，门庭转换，耀祖光宗。
王孝不枉此生，可云全福。究其原
因，天时也，地利也，人和也，人何以
和？自作自和也。

茫茫大千，悠悠时空。我与王孝
同年同事同游同好，系有幸相遇在沧
海中的两粒粟米。相知相契相惜有
年，须臾之间，多半生已过。福人自有
福相，唯愿吾侪身体康健，唯愿上苍假
以天年。与子共适共享江上之清风，
山间之明月，尘世之万象。

惺
惺
相
惜
说
王
孝

●●

李李

柱柱

大集体时
二叔的任务是放牧
二叔那时爱唱
他的舞台在驴背上

二叔的歌声称不上雄浑
倒也原汁原味
在山坡上沟壑中
高一声 低一声
羊儿是他忠实的听众

我读不懂歌声的内涵
只知道二叔戴了一顶帽子
这帽子很沉

帽子里藏着他从城市遣回农村的情节
藏着妻离子散的情节

这些故事是村子里
十几张嘴拼凑出来的
真实性无从考处
我只是见鸟儿归巢时
无边的黑暗
淹没了他的孤独

几十年没见二叔了
有人说他的嗓音不再动听
还有人说他回到原籍
找到了久违的爱情

二 叔
●●马阿春

致敬老兵
青春转瞬逝，容颜不等人。
稚气尚未退，从军未忧身。
而今鬓发衰，常萦军号声。
又逢建军节，民安国飞腾。
衷心敬老兵，蹉跎岁月尘。

虽临夕阳年，军魂情怀真。

军旗颂
八一枪声震天下，九十六载金戈曲。
战蒋驱倭退美英，横扫千军无人敌。
戍边筑路抗洪灾，疫来军民同心驱。
热血铸就意志强，保家卫国擎军旗。

诗二首
●●李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