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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同舟 同舟共济（篆刻） 陈永春

刊头书法 殷佩红

在我的书橱里、案头上甚至是差旅的

行囊中，不可或缺的唯有一本《史记》。 自

从 20 多年前我得到这本好书以来， 就成

为我十分珍爱的书籍随身携带、 随时翻

阅，终身得益。

翻开这本皇皇巨著，我就会被书籍中

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有本纪十二篇，表十

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

52 万余字的丰富内容所吸引。 从黄帝到

汉武帝， 在这 3000 多年间出现的先哲和

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不计其数。 说她是

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一点不为过。更让我

感动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身

残志坚，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靠着一丝不

苟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不完成著作就死

不瞑目”的信念才在贫病交加和被世人所

讥笑中写成的。

翻开这本满是繁体字的竖排书籍，让

我不仅了解到我国古代的政治、 经济、军

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还让我

认识了离开我们已经有数千年历史的人

物，如孔子、屈原、廉颇、蔺相如等。她还以

简洁的古汉语记叙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

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秦的兴

衰、汉的建立和巩固，时间整整跨越了三

千多年。我觉得当年鲁迅对这本书“史家

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评价是十分到位

和确切的。

翻开这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 她包罗万象，脉络清晰，翔实地记录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现在读起来依然是

那么的引人入胜。掩卷之余，我常常会悟出

这本书籍给予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 她甚

至还撼动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书籍中记录的负荆请罪、鸿鹄之志、毛遂

自荐、破釜沉舟、韦编三绝、一言九鼎、一字

千金、约法三章、纸上谈兵等历史故事的阅

读，常常会让我反复领悟，每有新得。

通过对《史记》作者、中国西汉伟大

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深入

了解，我更是对这位史学家充满了敬意。

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

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

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据记

载，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

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

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 108）任太史令，继

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这本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

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据记

载，当年吕不韦曾说，如果有人能增删《吕

氏春秋》 篇目中的一字， 就给一千金的奖

励，然而无人能领如此殊荣，由此可见《史

记》文字的严谨和史实的不可辩驳。

特别可贵的是， 司马迁对所搜集的

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 淘汰了一

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

五帝作为本纪开篇，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

的问题，或者采用阙（que）疑的态度，或者

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说，司马迁当年

为了写成这本巨著， 想方设法地到始发

地现场去考察去凭吊， 以了解第一手的

资料。 司马迁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为

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史记》是让我度过数个静谧夜的好伴

侣，且是我硕大书橱中的众多藏书中精品。

我珍藏

一本书

的

我与《史记》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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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摄影） 阿元

两岁半的女儿幼托入园了， 她被老师接过去的

那一刻，我的眼角湿润了，一如当年父亲送我上学的

情景。

我自幼学习成绩拿得出手，没有闯过祸。 然而，

我从小就不想上学。 那时上学时间很早，每天五点五

十分起床，六点就出门上学了。 夏天日长夜短，六点

的天已经大亮了，我还能准时起床，到了冬天，我蠢

蠢欲动的起床气便开始翻倍发作，一点也不想上学。

父亲送我，很少说话，默默跟着我，说得最多的

一句便是“乖乖，别哭了”，然后是两行渐趋渐行的脚

步声， 还有我那冗长拖沓的哭声。 有时他举起右手想拍下我肩

膀，我生怕被同学看到，故意躲开了。 我走快一点，他的脚步声就

变得急促起来，我放缓脚步，后面的脚步便慢了下来，三米的距

离似乎是沉默的约定。 六点的冬天是黑漆漆的，父亲一定会拿着

一支装电池的铝合金的电筒，把电筒头左右拧几圈，把光束调整

到最小，然后举过头顶，把光集中照在我的脚下，驱散周边的黑

暗。

到了三年级，我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你以后不用送

我上学了啦！ ”父亲怔了一下，右手不自然地拨了一下右上额的

头发，笑笑说：“没关系啦，还是我送你吧，习惯了，我可以送你到

半途。 ”于是，父亲再送我时，会在刚看到学校的位置停住脚步，

远远看着我走向教室，或用手电筒照着我。 小学的生活，我就是

在父亲的目光和电筒光中前行的。

上学的路程，也是我学会哭的历程。每天挂着泪去上学，到了

教室就假扮坚强，这是我的童年戏码。那些戏，父亲都是陪着我一

起演绎的，直到镇上上学为止。上学最美好的年月，就是带着泪的

时候，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很精神，一直默默地跟着我，无论寒来

暑往。 那时，我很年轻，年少无知，还不曾想过身后没有父亲的日

子。直到多年之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那穿着睡衣、手拿手电筒

的模样，还是如此的清晰，还有他常常和邻居说过的话：“我家阿

细很听话的，也喜欢看书学习，送到学校就不用我操心了。 ”

如今，我虽未达中年，但早已目送父亲的离去，如今又目送女

儿上学。父亲对孩子的爱是如此周而复始，如同静水流深，永远深

而不言。

致妻子

亲爱的妻子：

有人说书信是最动人的表达

方式，也有人说书信最能让人铭记

于心。 如今的网络时代，书信仿佛

早已过时， 仿佛离我们渐行渐远，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但我依然想

通过这次写廉洁家书活动的机会，

把这份廉政家书写给现在和将来

的我们。

中华民族历来有“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传统，治好家

也是修身的具体体现，治好家才能

从好政，才能治国平天下。 现在的

党员干部仅仅管住自己，独善其身

是不够的，还要与父母、配偶一起

廉洁治家，这是廉洁从政的重要一

环。

2013 年我成为了华泾镇镇管

干部，作为我的妻子，你经常在身

边不断地提醒我， 督促我清正廉

洁，秉公办事，时时处处要坚守自

己的底线，不为金钱诱惑和利益所

动。从此在廉政的道路上你与我携

手同行，往大了说，这是为了国家

和人民；往小里说，就是为了我们

的小家。你一直希望我们要珍惜现

在的幸福生活， 注意纯洁社交圈、

净化生活圈、规范工作圈、管住活

动圈。 希望我明白得失轻重，不贪

才有底气去忠诚地履行工作职责，

每天“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

回家来”，做一个党的好干部、妻子

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父亲。

在你的鼓励下， 我深深明白，

廉是为人之本， 是为人的道德底

线，一个好占便宜，贪他人财物的

人，怎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谁愿与

之挚交？ 廉更是为官之本，是为官

的思想防线。 在诱惑面前，爱还是

贪，贪还是廉，是意志的考验和心

灵的历练。 不同的选择，最终结果

是天壤之别。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

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敬廉

崇洁”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执著追

求。爱国英雄于谦这样写道：“千锤

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

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

不正是廉洁的最好写照吗？

其实，生活很简单，家幸人安，

吃穿不愁足矣，何必挖空心思去追

逐那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知足者，才能常修为政之德；知足

者，才能常思贪欲之害；知足者，才

能常怀律己之心。我也会将我们的

清廉家风践行于实际工作中，成为

一种自律、信仰和传承。 为了我们

家庭的幸福，为了所有爱我、关心

我和信任我的人，更为了我们相守

一生的诺言，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

清正廉洁的家庭环境，真正筑起一

道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让家庭成

为充满和睦亲情的温馨空间，成为

远离腐败的洁净港湾。

梁伟

2023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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