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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瑞

他出了一本书! 他说"这是一本很

普通的书! 很多读者说"这是一本很好

看的书!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
!,

年了"

远在千里之外# 素昧平生的大都市作

家#编辑仍然记忆犹新"并多次给予高

度评价!

-

月的最后一天"天津的张编审打

来电话"和我聊天!聊着聊着"聊到了张

保安!

,..,

年年初"由宣传部批准"文

联派我组织周口地区几位创作活跃的

作者"编辑出版一套
!.

卷本的$绿地丛

书%" 经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和一位副

秘书长把关" 最后交天津的张编审定

稿!当他读到张保安的散文集&五味子'

时"感觉很有味道! 最近"当他再读&五

味子'的时候"体悟到写得很深沉#很深

邃#很深刻!他还说"他能从全书的字里

行间看出"张保安是一位谦逊#厚道#博

学的人!我笑说"张编审"你怎么还是一

位读书看相大师呢(

我的书架上摆放着张保安的散文

集&五味子'#诗词集&行得集'"今天我

的写字台上又摆出他刚刚出版的&续貂

集'" 能不可喜可贺吗( 我读着 &续貂

集'"笑逐颜开!

我和张保安已经认识几十年了!虽

然我比他大十来岁"但他是我心中的老

师!我在读书#写作遇到困惑时"就向他

请教"他也很乐意帮助我!我记得"他任

周口日报副刊部主任时"我送去一篇散

文&沂蒙山区访红嫂'"他做了认真修改

后"予以发表!他还建议我"把这个题材

写成小小说"寄给大报大刊!我写成&看

娘'"在辽宁&芒种'发表后"立即被&解

放军报'&小小说选刊'等十多家报刊选

载"并被收入&科罗拉多的月光'等
+

部

小小说集
/

! 我记得"他任周口晚报副总

编辑时"我想让他为一部格言集的插图

玫瑰花配首诗! 他虽是诗词界名人"但

从来没有架子"当即就诵出一首&玫瑰

吟')$莫要人夸面色鲜" 浑身长刺护娇

颜! 不俗不媚多钦敬" 骨里藏香赠世

间! %我还记得"一份资料上说"三国时

期曹植写过一首&空竹赋'"但没说赋的

内容!我打电话问他"哪里有这首赋(他

稍加思索后"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

首赋!后来"李佳领着我在电脑上找#在

市图书馆找# 在师范学院图书馆找"都

没有找到!李佳说"在咱小城诗词界"只

要张保安说$没有%"那就不用再找了!

在当代" 衡量文人的标准是德和

艺!德是品德#道德"艺是才华#能力!德

是艺的灵魂"艺是德的支撑! 立艺要先

立德"人品决定文品! 无德写不出好诗

文"即使他能划拉出几个长短句"因为

没有好的形象和口碑"也会被人们嗤之

以鼻"甚至成为谈资和笑柄! 唯有德艺

共馨香"才能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

和喜爱! 张保安在&崔庆余之歌'中写

道)$清正廉洁德自馨" 半世不改忠贞

心! 扎根底层无所悔" 开花枝头启后

人! %我觉得"这很像是在写他自己! 当

他有了作品问世"首先感念的是一路走

来的恩师)梁鸿勋#韩素云#张衡石#公

中午**他在&淮阳师范'中写道)$陈

州求学何能忘"晨读国风龙湖旁**传

道不悔仰师心"受业长铭记衷肠! %

张保安说)$生活就是一口老井"创

作"其实也就是淘井!不深入到底层"不

把那些淤积的泉眼挖开"那汩汩的甜水

便流不出来!发现#挖掘#歌颂生活的真

善美"批判#鞭挞生活的假恶丑!果能如

此"则你生活和创作的深井里"一定能

永葆水质的甘美清纯! %嗬"张保安在淘

井+ 怪不得"他&续貂集'中的很多很多

诗篇"也是初读感觉很有味道"当再读

的时候"体悟到写得很深沉#很深邃#很

深刻! 请看"他写&自绘青竹')$青枝绿

叶惠凉风**虚心有节与君同! %他写

&咏荷')$荷箭挺挺叶凝香"扬波绿水洗

红妆! %他写&咏菊')$笑破秋风携艳阳"

百花谢尽我传香! %他写&仰梅')$百花

不敢我偏开"傲骨瘦枝斗雪来! %我并非

突发奇想"花花草草间与人世间岂不相

似乃尔+

张保安的诗词已在读者中引起反

响和轰动"但他仍然很低调"还是那样

不喧哗#不张扬"温文尔雅地做人做事#

作诗作文! 他知道"一个作家最需要的

是安静,,,安静地读书# 安静地思考#

安静地甚至孤独地刻苦创作!

淘深井者得清泉!张保安在默默地

淘井!张保安那生活和创作之井中的清

冽甘泉正汩汩流淌**

分享 读悦 读书 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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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芷兰

少时爱读小说 "一部 &三侠五

义'伴我多年! 开封府的贤相"日断

阳夜断阴"审奇案#平冤狱"让侠肝

义胆的英雄豪杰甘愿追随左右"也

让千余年后的我无比崇拜! 一人独

坐"手捧&三侠五义'"$闲中着色
0

精

神百倍%! 后来读三公奇案"又读其

他的公案小说"觉得远不如 &三侠

五义'精彩! 这也难怪"&三侠五义'

开侠义公案小说之先河"又有被封

建统治阶级赏识推崇#被老百姓奉

若神明的$包青天%"包公文学的精

彩又岂是其他的小说所能比+

读 &宋史 '"重新认识包拯 "不

由得更加佩服他"更加崇拜他!

包拯"字希仁"北宋政治家"宋

仁宗天圣五年进士"被任命为大理

评事# 建昌县知县"$以父母皆老"

辞不就! 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

行" 拯即解官归养%! 父母相继亡

故"包拯便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

守丧! 几年后"同乡父老多次前来

劝勉"包拯才接受调遣 "正式踏入

仕途! 他曾先后任天长# 端州#赢

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开封等

地知县#知府-当过外交使节出使

过辽国-在户部#工部#刑部#兵部

任过职-还任过转运使#三司使#监

察御使#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等职-

至和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

封府-嘉佑六年任枢密副使! 他当

过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所

以有了 $包待制%#$包龙图% 的雅

称" 老百姓则更喜欢称他为包公#

包青天!

包拯任端州知州时"命令工匠

只按照进贡朝廷的数目制造端砚"

三年任期届满"$不持一砚归 %"被

传为美谈! 他半生为官"向仁宗上

过的奏折 # 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

议 #意见近
,..

篇 "主张对外严修

武备#精选将士#广蓄军粮以御外

侮-对内限制臣戚特权#肃治官场#

任用贤能#休养生息"这些大都得

到实施! 当然"宋仁宗不是唐太宗"

不可能事事做到从谏如流! 如包拯

任龙图阁直学士时曾建议在边境

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请求罢除

河北的屯兵"精兵简政 "减轻农民

的负担"都没有得到实施!

虽然包拯任监察御使#谏议大

夫只是一时"但他半生为官一直都

在弹劾别人"只要是对国家 #对百

姓不利的"不管是皇亲国戚当朝权

贵还是皇帝的宠臣"他都一概不放

过! 在他的弹劾下被降职#罢官#依

律惩处的重臣达几十人之多! 其实

包拯所要的不过是官吏尽

职尽责# 百姓安居乐业而

已" 他忠君爱民的初衷任

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当然"

&宋史'也记载了包拯曾因

$三司使%事件被欧阳修弹

劾!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

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 "被

包拯上奏弹劾"继任的$红

杏枝头春意闹尚书% 宋祁

依然被包拯弹劾"$拯以枢

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然而

包拯的心底无私被视为不

谙世事"欧阳修的奏折&论

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向宋

仁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拯性好

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

体或有不思%" 他认为包拯逐其人

而代其位有蹊田夺牛之嫌"究其原

因"$其学问不深"思虑不周"而处

之乖当%! 欧阳修请宋仁宗$别选材

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使包拯

得以避嫌"$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

之名节%! 此奏折名为弹劾包拯"言

语之间又有处处为包拯着想之意!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三

侠五义'中的包拯虽是集民间包公

形象之大成"使包拯的形象得以更

广泛的流传 " 然故事情节多是虚

构"实际上包拯既没有江湖豪杰相

助" 也没有王朝和马汉等人相伴#

保护"二十余年为官"他一个人孤

单走过! 包拯$少有孝行 "闻于乡

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这是不

争的事实! 他生性秉直"正直无私"

一生不结派系" 亦不卷入党争"甚

至没有至近的朋友"$故人#亲党皆

绝之%! 正因其以赤子之心为仁宗#

为大宋王朝 # 为黎民百姓鞠躬尽

瘁" 才赢得生前身后名"$包青天%

被视为$正义%#$无私%的化身!

包拯为官" 开封府不是开始"

也不是归宿"但是开封府却让他走

向历史的深处"让他成为家喻户晓

的名臣! 在开封任职的两年"把包

拯的形象推向顶峰! $拯立朝刚毅"

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

人们把看到包拯笑比作黄河水变

清一样难"他的大名妇孺皆知! 包

拯裁撤门派司"使告状的人能够直

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京城因

此盛传 $关节不到 " 有阎王爷包

老! %能为民做主的清官"正是几千

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百

姓所祈盼的! 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不

少廉吏" 即使是在宋仁宗时期"包

拯的地位不及富弼#文彦博等人显

赫"文采比不上欧阳修 #苏轼等人

的出类拔萃-政治上的建树也无法

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相比 "然独

有包公得到当时及后世万民的仰

慕和爱戴"成为清官的典范! 早在

北宋时期"包拯的故事已经开始在

民间流传! 包公文学的丰富"在历

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的戏曲

史上"没有哪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

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历代戏曲舞台

上"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 "并成为

一门非常独特的戏剧,,,包公戏"

久演不衰!

悠悠历史长河"包公形象似一

座丰碑"早已深入人心 "成为老百

姓最敬仰最崇拜的清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