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之翘楚 同乡孺子牛
■ 胡乐浩

对贺茂之将军仰慕已久，但真正
走近、了解他，还是在拜读他的《京
都枣籍人物志》一书后。

贺茂之原任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
学院副院长、空军装备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现任走进崇高研究院院长、少
将军衔的贺茂之，文武双全，在完成
正常军务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创
作，已出版报告文学集《武将文官》、
诗集 《我站在岁末年首》、《走进崇
高》系列论文集、长篇传记《张爱萍
传》（上、下）、散文集《慈母圣歌》、
《感激》、中篇小说《县长罢官记》、电
视文献片文学本《神剑》；主编人物特
写集《华夏一枝梅》；《张爱萍传》评
论专集《儒将史诗》等多部著作。目
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
会理事。

将军热心公益事业，一向关心家
乡建设，尽己所能，不遗余力，帮助
提携在外家乡人，尤其是对在京城的
同乡格外关照，《京都枣籍人物志》一
书即是这种情怀的生动写照，体现了
将军一如既往爱乡、热心、勤勉的年
轻人般的蓬勃朝气和激情。此书一出
版，便受到大家的肯定和热捧。因为
它为乡友们提供了一个互通有无、互
相鼓励、互相支持的平台，成为彼此
联系的纽带。

认真拜读 《京都枣籍人物志》
后，感觉收获满满。书中一共收集了
407位在京工作的枣庄老乡的简介，体
例区别于其他人物志。内容上，除常
规简历外，重点设置了来京时间、从
业情况、个人成绩 （就） 等；编排
上，本着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

职业官民，凡在京安家落户及在京创
业立业者均可入志的原则，保证了入
选者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从而增加了
该书的史料价值、教育及人文价值。

在笔者看来，本书比较有看头的
是“来京感悟”和“人生信条”部
分，因为读者据此可以分享入选者不
同的成功故事，领略他们的处世风采
和人生智慧。窃认为，无论从事什么
工作的读者，也不论处在哪个年龄阶
段，读后都会从中受到鼓舞。尤其适
合年轻人一读，作为良师益友，定能
激起年轻读者内心蓬勃向上的进取力
量，给他们以有益的人生启迪。

该书从方便彼此联络考虑，简单
明了，实用、方便，可读性和实用性
都很强。它的面世，让我们看到贺将
军不仅是家乡的翘楚，更是同乡的孺
子牛。为使更多的乡友加入进来，推
动此书顺利早日出版，将军不顾年
迈，忘记疲劳，四处奔走，积极联络
……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兄长而
自豪，应该感谢这样一位古道热肠的
老乡。正是在他的积极带动下，才有
了我们案头这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让
远在京华的老乡们相互联系起来更方
便。作为家乡人，才有机会一睹他们
的风采，了解他们在京城取得的不俗
成就。

家乡是沃土，京都是舞台。笔者
羡慕老乡们取得的骄人成绩，为家乡
争光添彩的背后是集中体现在他们身
上的家乡人吃苦耐劳的特质。相比之
下，我更敬佩将军的努力和付出。今
年 68岁高龄的将军，精力过人，编写
该书的想法虽早已有之，但受主客观

因素的制约，成书时间一推再推。书
中汇集的枣庄籍人，皆是在京打拼的
成功人士。书中所列人物，均来自本
乡本土，靠事实说话，没有一丝说
教，可读可信，亲切自然。

可以说，该书是青年人的一部人
生教科书，不仅是因为书中每个主人
公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更重要的，
是因为他们的成才之路不同，尤其在
创业初期所遇到的挫折、经受的磨
难、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现在看
来，无疑都已变成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

作为共和国首都，北京人才济
济。仅三四百的枣庄人这个小群体而
言，就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有国家机关干部，有科研单位的高级
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普通大众，他
们学历不高，文化不深，但凭借自己
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奋
斗、特别能吃苦的精神，硬是在竞争
激烈的首都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光
辉天地。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学
习吗？

该书出版之际，原中共中央对台
领导小组成员兼台办主任杨斯得老将
军、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李景上
将、空军原副司令员景学勤中将、军
事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宜俊将军、空军
第七军原副军长刘子贤将军等写来了
贺辞，德高望重的乡贤代表人物、原
文化部贺敬之老部长题写书名，足见
将军在老领导、老首长和同乡心目中
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在京城的人脉，他
们的支持，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影响
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贺茂之，笔名：东方鹤，山东省枣庄市人，先后

在解放军班、营、团、师及军区、总部等基层和机关
工作过，曾任军委办公厅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办公
室秘书、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副院长，少将军
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现
任走进崇高研究院院长。在完成正常军务工作的
同时，多年来坚持业余写作。主要作品有：理论文
章《走进崇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军
队院校亦当德育为先》、《理念是方向也是力量》
等，报告文学集《武将文官》、《纯金的金婚》，
诗集《我站在岁末年首》，散文集《慈母圣歌》、
《感激》，长篇传记《张爱萍传》(上、下)，中篇
小说《县长罢官记》，电视文献片文学本《神
剑》等，已有400多万字作品问世。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书中一共收集了407位在京工作的枣庄老乡

的简介，体例区别于其他人物志。内容上，除常规
简历外，重点设置了来京时间、从业情况、个人成
绩（就）等；编排上，本着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
职业官民，凡在京安家落户及在京创业立业者均
可入志的原则，保证了入选者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从而增加了该书的史料价值、教育及人文价值。

▲《京都枣籍人物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精彩评论精彩评论】】▷▷▷▷

《京都枣籍人物志》
贺茂之 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王善鹏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青年

作家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
他笔耕不辍，创作了一批诸如《寂寞荀子》、
《白发兰陵》、《归梦醒来是乡愁》、《此心安处
是吾乡》等深受读者喜爱的乡村散文。其中部
分作品被多家中学列入高考范文，收录《百度
文库》。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继散文集《谁的童年不颓废》之后，王善

鹏的又一力作《乡关何处》，由中国戏剧出版

社出版发行。

《乡关何处》收录了王善鹏近年来创作的

36篇文章。作者以真挚的情感，写了故乡的风

俗、故乡的风物和故乡的风情，文笔细腻，散

发出芬芳的泥土气息。通过对乡人、乡事和乡

情的描写，对宋家民、“猫眼司令”以及王二

憨等不同人物命运的刻画，勾勒出那个时代难

以释怀的乡村记忆。文章还对近年来农民住楼

的心理及感受，作了深刻细致的剖析，透出了

作者要“留得住乡愁”的强烈意愿。文章风格

朴素，乡土情结浓郁，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生活

的热爱和对故乡深切的眷恋之情。

▲《乡关何处》▲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精彩评论精彩评论】】▷▷▷▷
一个人一旦离开出生地在别处生

活，也就意味着他拥有了“故乡”。这
由“离别”生成的词语绝不单是内心对
特定地理的“牵扯”，而在于一个人和
他的故土血脉相连的内涵。从某种意义
上说，故土构成了一个人内心的精神坐
标。王善鹏散文集取名《乡关何处》，
他的文字短章，大都着墨乡土人物、人
文、历史，以及在时间的变迁中情感与
思考的冲击。他的一颗游子心，依附着
温热而又面目已非的土地，呈现出魂牵
梦绕的怆然存在。

一方水土一方人，也意味着一个人
撤离故土，扎根另一片土地上，他灵魂
的根饱吸过那里水土的养分，在时间与
生死的轮回中，永远的回望、亲近，他
会不断地发现这样的存在变化给自己带
来的深刻影响，并反思着人和地理位置
之间的关联。这因此也就有了“此心安
处是吾乡”的原由，也就多了“乡关何
处”的内在心结。

善鹏说“那年刚好十七岁，走出家
门的一瞬间，感觉自己脚软了，头重
了，迈着踉踉跄跄的脚步，走出村口
……”（《此心安处是吾乡》）他虽然
觉得令自己心安的是家乡，但岁月更
迭，故乡也在时代变迁中，带来的不仅
是思念的慰藉与怅然，更多是故土在时
间里的沧桑变化，它像一团影子紧紧盘
踞在内心，所引起的内心波澜，这也就
促成了他这些缠绕在故乡土地上的文字
的生成。多年之后，他回乡找寻记忆的
风物，发现父母已经年老，故乡风貌已
非昨日，他忧虑“乡村被推倒盖起楼
房，然后彻底消失了，没有了瓦房小
院，听不见鸡唱蛙鸣，哪里去找我的安
心之处？”（《此心安处是吾乡》）。

真正能找的只有故乡的记忆了。在
《归梦醒来是乡愁》 里，他看专题片
《梦回台儿庄》想到的是“故乡兰陵镇
桥头村，紧挨着台儿庄的边缘”，那里
有“童年的老屋”、“奶奶咿咿呀呀的纺
车声”、“爷爷编好的草鞋一双双整齐地
挂在墙上”，还有那“小家雀儿/扑楞楞/
俺上姥娘家过一冬……”儿歌声。而在
《乡关何处》这篇文字里，他实实在在
走进故乡，他面对的是“村子要拆了，
整体迁移到城南门附近。”他开始寻

访，一一走过那片村庄的格局，他感叹
古老的村子“拆开了六百年时光垒砌的
梦，拆开了六百年风雨摧不毁的家。”
而他听着父亲忧虑“那具牛槽放在哪里
呢？”母亲忧虑院子里的鸡鸭该如何安
放。故土难离的情怀，揪痛着人的内
心。故乡遥远的记忆是温热的，却也在
远离时间之中，承受着社会发展的改
变，那都会带给人内心难以抹去的阵
痛。

他写乡村人物，写它们朴素、勤
劳、辛苦、智慧、心酸而又传奇的生命
历程。比如《宋家民的陈年旧事》、《猫
眼司令》、《风起的日子想起您》等。宋
家民，一个草芥而卑微人物的人生命
运，折射出那片土地的岁月沧桑，那片
土地蕴藏的人文内涵。猫眼司令，一个
极为粗鄙的人物，一个在那片土地上为
了生存所具有的狡黠、智慧的草根人
物。他依托了鲜活生活细节，表达生存
的艰辛与悲苦，同时也不乏轻松、玩劣
的趣味；他写姥爷，写一个人的生死过
程，以翔实的细节、特定历史时期的乡
村生活，呈现了一个家族兴衰的历史画
像。他写乡村的风俗，比如《想起二月
二》，文字里有着浓郁的父老乡亲们对
生活热爱，以及对未来寄予的期望。

善鹏那片属于故乡的土地上，有着
在历史上极为辉煌的名字——“兰
陵”。兰陵作为一个久远时代诞生的名
字，它的风物与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
有着世人皆知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的
美名；有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集
大成者荀子；有西汉太子太傅疏广、疏
受，这叔侄二人告老还乡，面对乡亲撒
金济困，仗义疏财；有齐朝和梁朝的开
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与梁武帝萧衍，在
历史上留下一代英名。兰陵作为古自县
治，从楚（公元前 594年）到南北朝的
北齐（公元 550 年），一直连续存在了
近千年。这样一个蕴含着丰饶历史意蕴
的土地，足以使人对这片土地充满敬
意，何况它又是一片根植善鹏血液里的
故土呢。

善鹏在《白发兰陵》说：“我很幸
运，我就土生土长在这座‘巨镇’（指
兰陵）里。”他和文友共同寻访兰陵故
土，目睹那里的历史遗迹，体察那片土

地的兴衰荣辱，缅怀先人的风骨，在详
实的描述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
说：“今天的兰陵，静悄悄地承受着岁
月的变迁，兰陵众多的寺院、牌坊、古
城墙不见了踪影，兰陵的圣贤们也愈走
愈远。好在，游子一样的‘南兰陵’千
里迢迢地回家了，一切都归于平静，美
酒还香，温岭还有，那棵垂危的白果树
还健在。”这样的感怀足以拨动人的心
弦。

兰陵这片故土对善鹏的成长也有着
深刻的影响，他说“老师在课堂上讲了

‘凿壁偷光’的故事”，“当知道‘凿壁
偷光’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时，
油然而生愧意。”“每有惰性膨胀，不思
进取时，便想起匡衡。”他说：“匡衡的
精神影响了我一生。”。在《寂寞荀子》
一文中，面对“长满了野草，周围有几
棵瘦弱的洋槐，既没有楼阁庙宇，又没
有苍松翠柏。逢年过节或许没有人烧香
祭奠”的荀子墓，感觉是那么凄凉。诸
如此类，对先贤的尊崇和怀念，令人动
容。

善鹏在 《白发兰陵》、《寂寞匡
衡》、《寂寞荀子》、《亡国之痛》等大量
篇章中，他把自己的目光深入到兰陵的
历史烟尘中，梳理那片土地上历史人物
的命运沉浮和思想与文明渊源，诸如萧
望之、毋将隆、邱颍、匡衡、王良、孟喜、疏
广、疏受，通过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
云、顶天立地的人物，去发现那里沉淀下
来的历史人文内涵，在先人铭刻青史的
历史事件中，体察古人的智慧豪情，在
思想的财富中，寻求智慧的人间传承，
在济贫救弱的古风中，缅怀古人的美好
品德。他的思古幽情依托着故土，那么
散发出浓烈的景仰与缅怀之情，也表达
了对故乡土地的省思与厚爱。

一个人的回望，一个人的成长，一
个人的灵魂与精神，在于他的寻根意
识，在于他从一片蕴藏着文明历史的厚
土里，汲取的养分，融化到自己的血液
里。善鹏就是这样，以他炽热的情怀，
在这散文集里，诉求了他的情感与精神
需求。他对故乡土地的依恋，对童年生
活和历史人物的怀念，是真挚而浓烈
的，他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目光关注是沉
实而悠远的。

沉甸甸的厚土 ■ 房子《乡关何处》
王善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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