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决定于2023年11月起开展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是件好事儿
啊。由此我想起了为朔县（今朔城区）
文物普查作出巨大贡献的“王魔”——
王继声老前辈。

据《朔州市朔城区志》记载：王继
声 （1918——1973），忻州市保德县人。
民国25年（1936）参加革命工作，为地下
联络员，身份为县城小学国文教员，后
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到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晋察冀边区和
朔县民众教育馆工作。1950 年调崇福
寺负责文物工作，敬业守职，事迹感
人。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第一次文物
普查中，他背着背篼，徒步走遍朔城区
二百多个山庄窝铺，对域内文物进行普
查，摸清了文物的基本状况，用有限的
经费购买文物，并竖立文物保护标志碑
1 通。1950 年到 1966 年征集文物 4000
余件，登记的钟有154口。

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文物考查
并不像现在的文物考查工作这样细致

严密，当时只有开始时间（1956年2月），
没有结束时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
当时考查条件相当艰难的情况下，王继
声老前辈只身一人背着背篼，徒步走遍
全区二百多个山庄窝铺，对域内文物进
行普查，摸清了文物的基本状况……这
在全国文物考查工作上堪称是一个壮
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由于他对
文物普查及保护等工作达到了忘我、着
魔的境地，因此被当地群众戏称为“王
魔”。久而久之，“王魔”竟取代了他的
本名。

为了调查王继声老前辈的光辉人
生，我先后走访了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高海老师、理事雷云贵老师，崇福
寺文管所研究员孙学瑞老师，曾为王继
声前辈修缮崇福寺帮忙的郭忠先生，王
继声前辈的女儿王西霞大姐，还有一位
是利民镇的村民，当时未作书面记录，
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姓名，实在抱憾。
我当时还准备去王继声前辈的家乡保
德进行走访，为了准备更为充分，我在

网上找到在保德文化界小有名气的朋
友袁保民，让他代我了解王继声前辈在
保德的情况，遗憾的是，尽管袁保民进
行了详细的调查，但还是一无所获——
保德县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乡还出来
这么一位伟大的共产党员、老红军。为
此，我只好作罢保德之行。

好在高海老师当时向我伸出了巨
大的援助之手，他向我提供了王继声老
前辈生前留下的五部手记，加之上述
各位老师、先生、朋友给我提供的口头
或文字资料，这让我得以对王继声前辈
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为我撰写《文
物“王魔”——王继声传》的书稿打下了
基础。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整理写作，我终
于完成了这部16万字的书稿。现在，当
我听到国务院决定开展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的消息时，王继声老前辈的身影
已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跋山涉水历
经艰难的身影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以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保护崇福寺的

壮举令人万分景仰。
不过，令人叹息的是，朔州大地上

又有几个人知道王继声老前辈呢？当
我去崇福寺和马邑博物馆进行了解
时，我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对王继声
老前辈竟然知之甚少。问及身边的普
通市民，对王继声老前辈知道的更是
寥若晨星。

2009 年，马邑博物馆始建。馆内
展出文物 780 件，王继声当年收集的文
物就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诸如张浩的
祖上张炜所著的《增补三字经》；一件
木 雕 版 文 物 ；千 佛 石 塔 塔 刹（复 制
品）……都在其中，为朔州人普及文物
知识打开了一扇精彩的大门。可是，
当人们欣赏这些文物的时候，又有谁
知道这些无价之宝是王继声老前辈用
生命保护下来的呢？

王继声老前辈的名字虽然只留在
地 方 志 的 史 料 中 ，委 实 有 些 让 人 遗
憾，但我相信，崇福寺是永远不会忘
记他的。

崇 福 寺 不 会 忘 记 的 一 个 人崇 福 寺 不 会 忘 记 的 一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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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怀故里新貌
走近家山莫费猜，恢弘不负客追来。
黄沙尽处烟松顾，紫陌寻春翠柳陪。
闹市高楼斜照里，乡居沃野岭云隈。
时光见证民心向，孕育精神贯耳雷。

与亦好共勉
榜上题名尚可嘉，深思学海实无涯。
知难求索书山路，莫问金台冀玉骅。

点绛唇·太原夜市
盛世踪蹊，升平歌舞唐风起。闹

声街市，过客川流至。
炫彩光摇，不夜钟楼地。终一

试。顺成功利，直解民生计。

踏莎行·洛阳看牡丹
婀娜千姿，亭亭垂露。早知国色

驰名著。姚黄魏紫不寻常，珍奇容色
曾凄楚。

武后随风，天香解语。相逢幸自
怡魂处。春风沉醉盛花时，伊人难舍
神都去。

滴滴金·梦回老屋心头热
梦回老屋心头热。多少话、与娘

说。高堂垂泪恨离愁，领窗前明月。
天伦至乐终无缺。音依然、影重

叠。余芳忠孝著家风，记训词谆切。

醉花阴·庞泉沟度假消暑
昨 日 漂 流 疯 角 逐 。 戏 水 添 欢

趣。华发幻青春，笑领喧哗，欣慰填
空谷。

玉 溪 不 夜 观 星 宿 。 浩 渺 旷 心
目。无远杏花村，篝火狂歌，没有谁
知足。

燕归梁·合唱四渡赤水
众志情怀意满腔。浩唱慨而慷。

声声念念忆沧桑。谁能忘、那时光。

湍流赤水，奇兵四渡，名世入辉煌。
长征万里破苍茫。如神算、断迷航。

留春令·过南太行印记
绝尘山路，洞穿峭壁，半天烟紫。

好似乘风上灵霄，彩云处、灵光积。
眺望崔嵬千嶂里。感蟠龙雄起。

明日谁能少行踪，探奇貌、周游记。

满庭芳·西口乡愁
春念田歌，夏行绿野，惠风穿越

边墙。茫茫林海，环绕白云乡。苍水
清流北去，两岸送、鸟语花香。迷津
处，翠深红浅，盛草没牛羊。

徜徉。坡岭上，芸苔吐艳，一染
娇黄。殿堂坐孤峰，独奏钟祥。福地
名山胜境，游人聚、乘月追凉。吾当
别，归根守土，书写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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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的时候，我曾拜读了王与
甘 先 生 的 传 记 文 学《大 明 首 辅 王 家
屏》。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重新了解和
认识王家屏的优秀读本。

一
王家屏，字忠伯，朔州山阴人，生于

明嘉靖十五年（1536）。嘉靖四十三年
（1564），王家屏乡试中举，隆庆二年
（1568），高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被选
为庶吉士。次年三月，授翰林院编修。
万历十二年四月，擢升吏部右侍郎，十
二月，以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预机
务。万历十四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
学士，入阁办事。万历十九年，担任首
辅。万历二十年，引疾罢归，回到山
阴。万历三十一年（1603）与世长辞，享
年68岁。被追封为少保，谥文端。熹宗
时增封太保，民间以“王阁爷”“王阁老”
敬称之。著有《王文端公诗集》《复宿山
房文集》。王家屏是明代著名的政治
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朔州人官职最
高的官员、唯一的内阁首辅。

《大明首辅王家屏》的作者王与甘，
山阴县人，退休前系平鲁区人民医院副
院长，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该书73
万字、70 章，全面系统地记录了王家屏
的成长历程。全书收录了王家屏的不
少诗词、奏章、日讲讲义、书信、墓表等
原创作品。这些作品分别贯穿在不同
的章节里，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让读者实实在在地领略了王家
屏的才思敏捷、为人刚正、文笔生辉的
精神风貌。比如，第十二章《家屏请免
灾年赋税 张卤赴晋甄选拔贡》中，王
家屏从南洲书院回到山阴城。山阴受
灾严重，税收却没有减。对此他写下了

《悯农》诗一首：“春日荷一锸，夏日荷一
锄。摘稻如摘发，种谷如种珠……生计
怀农事，谁能不欷歔。”表达了他对受灾
地方的高度关注。不仅写诗，他还写呈
子直接递交给县衙。

又如，第二十二章《吏部牵头考大
臣 家屏拟旨谕百官》，张居正成为首
辅后，内阁诸事繁杂，社会百废待兴。
就在吏部牵头开始考察官员之际，大行
皇帝尊谥礼成，昭告天下。王家屏采纳
众人意见，起草了《拟上大行皇帝尊谥
诏》，使吏部等衙门考察官员有了处理
意见。介于复职等官员进京对朝廷有

所表示这一现象，王家屏为皇上草拟了
《拟敕谕天下朝觐官员》，全文不到 300
字，行云流水，得体端庄，文采飞扬。

万历皇帝登基，年仅 10 岁。培养
教育皇帝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居正、张
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等重臣的身上。
万历三年，王家屏充日讲官。万历七
年，值日讲。《大明首辅王家屏》第二十
八章，开篇就向读者介绍王家屏给皇
上主讲《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一节，
结尾时这样说：“三代之民所以不令而
行，不严而治者，有其本也，汉武帝表
章六经，学非不设，而内牵于多欲之
私。唐太宗增置四学，教非不与，而身
不免惭德之累。此皆本之不立，学校
教化徒饰文具焉耳……仰惟皇上，道惟
尽性，治本因心……臣愚更愿：持望道
未见之溥，教思无穷之泽……”如此精
辟之讲义，无愧一代帝师名号。

作为人物传记，《大明首辅王家
屏》一书，把王家屏有史可查的诗词、
奏章、讲义等作品，和故事的情节有机
地结合起来，不仅显示了传记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也为传记的可读性增加
了不少色彩。

二
我们知道，人物传记和小说是有很

大差别的。人物传记是通过典型人物
的生平、生活和事迹等来反映主人公一
生或一个时期的作为、贡献、社会影响
的一种文学体裁。它要求作者实事求
是、忠于史实，不能凭个人的好恶来取
舍史实，更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
小说则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
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典型人物、典型环境
等描述，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
裁。说白一点，人物传记不能虚构。在
这一方面，《大明首辅王家屏》是写得比
较到位的。传记文学虽然说和小说不
是同一种体裁，但它同样讲究艺术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读性。

隆庆六年，年仅 10 岁的明神宗即
位，张居正由顾命大臣升为首辅。此
时，社会矛盾尖锐，万历王朝危机四伏，
朝廷竟然走到了无力为满朝文武官员
发放薪水的地步。经过张居正的一系
列全面改革，到万历十年他去世时，明
王朝一度中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吏
治清明、边关安定。因此，张居正被誉

为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十大名相”之
一。然而，张居正去世不到一年，朝廷
竟追夺了张居正的官阶、籍其家、夺玺
书、销诰命。一时间，墙倒众人推，恶
言污水铺天盖地。这是史实。《大明首
辅王家屏》在第三十九章《丘侍郎奉旨
抄张家 张敬修含恨写血书》中作了详
细的描述：刑部侍郎丘橓奉旨前往江
陵查抄张家，有些曾经极力巴结张居
正的官员为他送行。丘侍郎对他们不
屑一顾，三杯酒下肚，将酒杯一摔，说：

“你们一个个都让我看不起，抄没张居
正在京住宅时，多有你们为他祈福祷告
的书札，有人许愿要折自己的寿给他，
如今墙倒众人推，一个个成了反张先
锋，也不脸红！”

有的官员惊得脸上失色，生怕丘橓

将那些书札公布于众，或交与皇上。
有人巧言开脱，说：“人在矮屋下，

哪个不低头？”
丘橓说：“其中唯独没有王家屏的

只纸片言，王家屏真乃端人也!”
这个细节是从侧面来描写王家屏

的。丘侍郎怒斥为他送行的官员，击节叹
赏王家屏是“端人”。丘侍郎率众出发后，
王家屏立即给湖广巡按任养心写了《寄任
正宇侍御》，为张居正的后人说好话。

纵观《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类似
这样的细节描写，无论是正面写还是侧
面写，都为塑造王家屏的形象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难以忘
怀的。

三
《明史》第二百一十七卷（《列传第

一百五》）共为王家屏、陈于陛、沈鲤等
六人作了传记，王家屏位居篇首，大约
2000 余字，给了王家屏高度的评价：

“家屏柄国止半载，又强半杜门，以戇

直去国，朝野惜也。……赠少保，谥文
端。熹宗立，再赠太保，任一子尚宝
臣。”通过阅读《王家屏列传》，我们不
难看出，王家屏，生逢其时，幼年时受
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33 岁步入官场，
直至官居首辅，位极人臣。然而，王家
屏又是生不逢时的，主要是在首辅的
位置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来，使
得“朝野惜也”。

作为传记，无论谁来写，如果回答
不好王家屏“生不逢时”这一历史问题，

就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传记。《大明首
辅王家屏》从第四十二章到五十六章，
以浓重的笔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
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万历皇帝说起。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张居正和李
太后的支持和辅佐下，走过了辉煌的十
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大明帝国
失去了重心，万历皇帝从此走上了一年
不如一年的道路。黄仁宇在《万历十五
年》中这样说：“以皇帝身份向臣僚作长
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
个空前绝后的例子。”柏杨在《中国历史
年表》中指出：“从万历十七年开始，朱
翊钧开始不视朝。（之后凡26年，与群臣
不见一面。至 1615 年‘梃击案起，始出
一朝，而又入宫不出，至其死，31 年间，
君臣仅该一次对唔’。）”

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
疏批评皇帝贪财、嗜酒、恋色、尚气，结果
被贬斥为民。实际上，雒于仁的指责恰
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要害。《明朝十六
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他在位的后
38年，就是生活在酒、色、财、气之中。”在
明代十六帝中，这样的皇帝是首屈一指
的。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先后有张四
维、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等十
数人，并非学问不好、能力不行，而是皇
帝不行。《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对此也
作了不少的描述，发人深省。

有人说王家屏的首辅没当到底，是
因为卷入了册立太子一案，从而得罪了
皇上。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的情况
是，万历九年，皇长子朱常洛诞生，系王
宫娥（后来的恭妃）所生。万历十四年，
郑淑妃生下一子，名朱常洵，是为皇三
子。按常理说，立太子是非长子莫属
的，可是万历皇帝却偏偏宠爱郑淑妃，
要废长立幼，有意立三子常洵为太子。
因此和朝臣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万历
皇帝不仅不立太子，而且对常洛读书也
不关心，直到常洛13岁时，才在申时行、
王家屏等廷臣的力争下出阁讲读。从
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廷臣围绕立太
子与万历皇帝争论了整整15年，所上奏
疏累数千计，史称“争国本”。这一点，
从《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中也可以看
到，并且写得十分精彩。

万历皇帝不立太子，是因为私心在
作祟。由于立太子事关“国本”，所以申
时行、王家屏等首辅及众大臣的拥立太
子之举是为国着想的，其忠心日月可
鉴。皇帝不立太子，也不临朝亲政，做
大臣的就不好办事了。以致出现了申
时行11次乞归、王家屏数次乞归的事，
要知道这可是首辅们在“罢工”啊。《大
明首辅王家屏》在不少的章节中都有具
体的描述，值得反复品味。

纸短言长，就此打住。

喜读《大明首辅王家屏》
●●陈永胜陈永胜

一样的花开不一样的意义
不一样的位置一样的美丽
为何你的脚下就一定是淤泥
怎说我的脚下就全是洁净大地

谁不曾用尽所有的力气
谁没有拼搏不放弃
努力地绽放所有的积蓄
送给这世界最好的自己

却因为这份不羁的恣意
多少次被摘下被揉碎被丢弃
羡慕地望着水面上的你
终只发出声声无奈的叹息

清粼粼的水儿流过去
摇曳其上是多么的安逸
躲过了太多的贪欲
又收获了太多的赞誉

看莲的追忆
●刘淑花

遥想诞辰日，鸡鸣四更天。
呱呱一声啼，裸奔人世间。
粗布裹儿身，爸妈喜泪涟。
母乳似泉涌，吮吸小嘴甜。
夜夜勤喂养，母亲总半眠。
转眼离怀抱，蹦跳成少年。

学堂听师嘱，先练一二三。
早晚背诗书，熟记上百篇。
六一儿童节，指挥众少年。
齐步下舞台，脊背汗浸衫。
随父学耕种，伴母收秋田。
上山砍油棘，下河抓鱼玩。
半崖打酸枣，房檐掏雀蛋。
耕读不懈怠，常看《铡美案》。
青春红似火，爱情暖心田。
击浪神泉水，仰泳眺云天。
志在千里外，梦想成真难。
虽未穿军装，从教也心安。

一代超一代，儿女均孝贤。
工作南北方，节假一日还。
岁岁迎新春，归来大团圆。
夫妻贴窗花，兄弟写对联。
慈母蒸花馍，老爸鲜鱼煎。
响罢接神炮，喜围旺火前。
零点吃水饺，连续看《春晚》。

如今又过年，回乡烧纸钱。
声声呼爸妈，叩头问寒暖。
白雪盖故人，坟头荒草残。
作揖含泪去，依依回头看。
兄妹手足情，手机常微侃。
有事倾囊助，十指心相连。
相跟进老屋，端详好心酸。
呱拉父母情，低头长嗟叹。
真诚待友朋，不议你我短。
平凡也伟大，穷富不两看。
友谊比天高，恩义重如山。
男女都一样，相爱才挂牵。

人生一场戏，唱罢总离散。
知足不烦忧，成败命中缘。
学友开视频，相望笑翻天。
三句不离谱，总拉那几年。
老师虽耄耋，思路仍敏捷。
所教甲乙丙，逐一知哪班。
微信常交流，不忘正三观。
信步七十载，无悔路窄宽。
欲望无穷尽，吃饱又迷穿，
深入百姓里，才懂苦辣咸。
秧歌迎元宵，灯展靓长街。
人流似潮水，龙舞眼花乱。
活着真美好，乐享幸福感。
举杯谢亲朋，再活一百年。

幸福人生七十年
●李成斌

尹进宝 书

古往今来，大凡文人墨客，无不钟
情于名山胜水。当人的审美心灵与大
自然相互碰撞时，“人禀七情，应物斯
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
龙》）。于是便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于是便有了“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于是便有了“黄河落天走东
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人生自有诗意，山河别有深情。山
河给人以灵感，给人以诗意，而诗意又
增加了山河的灵秀。壮丽的山河孕育
了灿烂的文明，塑造了民族的精魂；锦
绣的诗篇烘托出了人文的山河，描绘出
了有血有肉的山河。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历代的文人且吟且
行，用富有辞采声韵之美的方块字，联
珠缀玉，使诗词之美与山河之美交相辉

映，相映成趣。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作为中华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素有“华夏文
明摇篮”之称，灿若星辰的名胜风景镶
嵌于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深藏其中。
无论是梵音渺渺、神秘莫测的佛教圣
地，还是高贵典雅、富丽堂皇的晋商底
色，无论是源远流长、曲径通幽的根祖
文化，还是庄严肃穆、雄关险隘的古战
场遗踪，都吸引了无数吟者去探索，去
追思，去吟咏。由山西旅游学院教授
吕继红所著的《诗韵山西》，以先贤的
诗词为“媒”，以自己的镜头为“妁”，让
我们在书中就能如临其境地拥抱三晋
这片厚土。一卷在手，诗意山河，“晋”
在眼底。

《诗韵山西》的作者钟情于山水，

又酷爱古诗词。因而穷五年之心血，
苦心孤诣，严谨考证，行万里路，摄
万千景，寻古人诗句，配旖旎风光，
并释疑解惑，加以注解，形成了这部
三十九万字的煌煌之作。书中既有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借问酒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景
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等这
些大家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名句，
更多的则是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的清词丽句、遗珠弃璧。在书中，与
名胜相逢，与诗词交融，既可以欣赏
古诗词珠圆玉润之美，又可以领略钟
灵毓秀的晋善晋美，同时也可以深深
体会文人与山水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
的默契。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文化苦

旅》一书中曾写道：给浮嚣以宁静，给躁
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
丽。唯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
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

在这个即使写作也推崇快餐式写
作、急功近利式写作的时代，作者能以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姿态，朝游碧
海暮苍梧，衣带渐宽终不悔，引来太白
句，聊慰霞客情，把诗词文化与锦绣山
河珠联璧合地融为一体，写下这部文化
旅游专著，对于山西旅游发展事业，可
谓其情殷殷、其心拳拳！诚如作者在其
自序中引用诗人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
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美，无处
不在，追求美是人的共性，人类对美
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美，不仅仅是
女子的明眸皓齿，也不仅仅是男子的
玉树临风，也许山水之美，诗词之美，
才是更高维度的美，而且这种美是永
恒的，她不会红颜易逝，也不会凋零
磨灭，而是历久弥新。那么，就让我
们循着这眉眼盈盈处，去饱览三晋大
地这盛世美颜，去一睹古人诗词的流
风余韵。

诗意山河诗意山河 ““晋晋””在眼底在眼底
———读吕继红的—读吕继红的《《诗韵山西诗韵山西》》

●●吴吴 琼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