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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人类生命链条中的一个钢栓；父亲，是世界亲情词海中的一个叹号。这是著名作家谭谈对父亲的理解。

亭亭鼎鼎，风光月霁。这是中国文化巨擘王船山在《示子侄》里对后辈子孙的期许。“贞介自持，一尘不染”是船

山先生一生秉承的父训。

父亲是我们的生命源头之一，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关于父亲的故事。父亲节快到了，更唤起人们对于父亲的记

忆。本期《湘韵》，展现父爱的深沉，以及爱的守护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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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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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石

一、让人难以忘怀的上访者

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湖南日

报驻娄底记者站工作。也许初上任，就写了

不少批评稿件见报，结果引来了不少上访

者。

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位上访者找到了我

在地委四楼的办公室。接访、内参、报道是

湖南日报规定记者站的三大任务。我也是

农村出来的，所以特别对上访和内参很重

视。

两位一进门，一位个子魁梧、脸上棱角

分明、长相很有个性的老人，开门见山就

问：你是那个在双峰写批评稿子的谢石记

者吗？

我一听是与我家乡靠近的涟源话，而

且还关注过我，便很亲切地为他沏茶，请他

俩坐在我对面。

我问：“您老有什么事？”他还没回答，

旁边一位年纪稍小一点的就插嘴：这是大

作家谭谈的父亲。他立即厉声制止，板着脸

说：“我是我，他是他。我有我的名字。”

我那时还不认识谭谈，只在电影上看

过他的《山道弯弯》。我马上缓解一下气氛：

“是，我们只就事论事，而且也不能听您老

的一面之词。”这么一说，他那张峻刻的脸

才阴天转晴对着我说：“我叫谭休祥，涟源

乡下的一个农民。有件事想向你反映。”于

是就用非常简洁、清晰的关键词讲明了上

访的问题。

开言知肺腑，我一听就知道是个有经历

有见识的农民。当场做完记录，就问他，我先

打个电话到你们公社了解一下？他一下就按

住我的手说，要打就打到县里，此事就是底

下解决不了，才来找你。于是我便挂通了当

时涟源县委书记阳花萼的电话，阳书记表

示，他们正在解决这个事。并还调侃了一句：

谭先生“学雷锋”还学到你那里去了？

谭老爷子为何有一个“学雷锋”的雅号

呢？原来谭休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又

在一家药店当学徒，见多识广，加上有扶危

救困、仗义疏财的情怀，便成为乡下农民们

拥戴的排忧解难的依靠——有事就找谭佬

子。而他呢？识大局，懂规矩，只要他觉得应

该做的，就会挺身而出。

不久，问题圆满解决了。为何一个农民

有如此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情怀和能力

呢？

二、“休先生”成了“知名人士”

谭休祥老人幼年失怙，母亲含辛茹苦

把他带大。“百善孝为先”，他把疾病缠身的

母亲侍奉到耄耋之年，成了当地远近闻名

的大孝子，成了老一辈教育子女的榜样。村

里有什么纠纷事，特别是关于孝道缺失、公

道受损的事，大家都找“休先生”评理。只要

他出了面，就一言解纷，三章服众。

为什么会有如此地位呢？一是因为德

高望重，榜样摆在那里。二是他为人爽快，

击得中要害，抓得住道理，三言两语就讲得

双方都没话讲，威望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后来更使他威信再上层楼的是，他办

好了一件乡下教师蒙受冤屈久拖不决的

事。

谭老是个读书人，见一位教师冤屈长

期得不到伸张，他决定亲自出手来打抱不

平。别看他是个农民，却有农民的特殊智

慧。既讲战术，又讲战略，思忖这个问题只

有诉诸高层了。于是他提前布局，在教师节

来临的一个月前，就向当时中央领导写了

封翔实的信，结果，这位领导把他的信批了

下来，一时轰动了全省。地、县接到层层批

示，非拖即搁、久拖不决的问题瞬间迎刃而

解。

从此更鼓舞了这位湘中农民的侠义之

气。于是，“有事找休先生”，成了他们家乡

的口头禅，也成了一方有求必应的“110”。

但是，他头脑却非常清醒，不该做的坚决不

做，不给那些垃圾人作工具，为垃圾事当道

具。

谭谈兄曾告诉我，他父亲跑到长沙来，

就是两件事：一是为受委屈的人告状；二是

送病人来看病。一到长沙，虽然吃住在儿子

家里，但从不打儿子的牌子。凡事亲力亲

为，找医院，找信访，他跑得腰酸腿痛，却甘

之如饴。这些事，谭老兄给我作笑话讲过。

有次无意中他看见父亲为别人写的申诉

中，还夹了张名片，上面只有他本人的地址

和电话，在“谭休祥”的顶头写职务职称的

地方，空空如也。一介草民，连村里的组长

都没当过，但他却有零的突破——印了四

个黑体字“知名人士”。晚上父子在吃饭时

有个对话。儿子悄悄问父亲：您老何时成了

“知名人士”？父亲很生气地回答儿子：我有

名有姓，活到这个年纪，为何不是知名人

士？你以为我要打你的牌子？作为知名作家

的儿子只好认输，笑眯眯地夹了一块父亲

很喜欢吃的粉蒸肉到“知名人士”的碗里。

三、家风、庭训的巨大回响

现在再回到我接访“休先生”的那个场

景。因为我是面对面听他“告状”，便好奇而

又仔细地观察了这张“农村知识老年”之

脸：沧桑岁月的皱纹里充盈着执着和倔强

两股气脉。

临走时，他已基本满意了，我要送客，

他还很斯文地要我“留步”时，却撂了两句

这样的话：谢记者，我是相信你，才来找你

的。如搞不好，我会再来寻你，我认准了的

事，我会告到底的。

我 一 听 ，连 连 向 他 俩 打 拱 称 诺 。心 里

想，从古代到今天，社会不就是要有这种真

诚执着，盯着一件事不放的实干家吗？后

来，我和他的两个儿子打了几十年交道，又

一次证实：父亲才是人生最关键的第一个

老师。

谭谈兄从少年务农，到当兵就开始写

文章，经过工人、记者、编辑、专业作家，著

作等身，一直当到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不就

是他父亲那种真诚和倔强的基因、家风、庭

训的植入和熏陶吗？他在《父亲》一文中，是

这样深情地开头：父亲，是人类生命链条中

的一个钢栓；父亲，是世界亲情词海中的一

个叹号。

谭谈的成就有着他父亲性格的烙印。

在我的记忆中，有两次精彩的人生闲笔，简

直是他父亲的一个再版。

一是他还在报社当记者时，已经出了

好几本叫响的好书。但评职称时，有人说：

老谭什么作品都有了，只可惜还缺了点什

么。缺了什么，虽然没有点破，但谭谈却知

道人家嫌他没有正规学历的那张文凭。于

是他嚯地站起来：缺什么？不就是那张纸

吗 ？可 惜 的 是 那 些 研 究 我 小 说 的 人 都 评

上 教 授 了 ，我 还 特 别 小 心 只 报 个 中 级 职

称 ……结果不欢而散。于是他干脆华丽转

身，到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但是，他气犹未

解，要为没有文凭却有水平的人打抱不平，

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这对当时过于

认学历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

第二件事是到作协后。作家晋级居然

也要考外语——对待这种奇葩事，谭老兄

这次不是怒发冲冠，而是冷静观察、沉着应

对。他和很多搬着几本英汉词典的作家们，

规规矩矩进了考场。下考铃一响，他就写好

了一篇文章。第二天见报，大家争相传阅，

轰动了长沙。其中的句子和大意，我还记得

一些：我拿起卷子一看，一个字都不认得。

好容易找到一个认识的单词叫“OK”。想起

领导讲过，像我这样的作家，考英语不过是

走个形式，只要动了笔，就大吉大利了。谭

老兄笔锋一转：我本想把“OK”译成“好”，

但看着这样洁白干净的试卷，不忍心去破

坏它的美玉无瑕，终于原璧奉还给了监考

老师。谭老兄的这一义举成功——第二年，

上面发现这种做法不合理，立即进行了废

止。如果当时谭谈不当“出头鸟”站出来，后

面还不知有多少老知识分子会在这一门槛

外，望“洋”兴叹！

在谭老兄的煌煌大作中，这两笔浓墨

重彩的一撇一捺，我想会成为文坛的佳话。

万古无人伸正义，两间何物指迷津？此

时，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那位上访老人，挺起

脊梁的草民，仿佛又站在了我面前。

王宏

千古圣贤王船山，其家族先祖初以武功起家，追随明

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打天下、定天下，后又转武习文，

“以文墨教子弟”，家族人才辈出，与大明王朝相始终。到

船山先生父辈这一代，其家族更是将“志向高远，习惯优

良”作为安身立命之宗，直到王船山，演绎出“六经责我开

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伟大献身精神与探索精神，创

造出中华传统文化“光芒烛天、芳菲匝地”的辉煌。

船山先生的家风来自一脉相承的家教。王氏家族不

仅具有渊博的家学，而且有着优良的家风。历代祖先都忠

于职守、忠介廉洁、刚正不阿。虽是功勋之家，世袭高级武

官，门第显赫，但没有骄奢淫逸之风。特别是从第七代一

山公转武习文之后，转型成为儒学传世之家。

至船山的祖父王惟敬（少峰），更是品德高尚、仗义疏

财。他不仅将家产让给弟弟王惟炳，而且“终身不见一长

吏，亦不襒裾于富贵之门”，具有陶渊明般的高洁淡雅。少

峰公对子弟教育甚严，教三个儿子读书，“每秉灯对酒，真

笔砚座隅，令著文艺，恒中夜不辍。”

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从小就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

据王船山回忆，王朝聘兄弟“终少峰公之世，有所呼召，未

尝不称名以应。每加训诫，则长跽中庭，非命之起，至客至

不起”。严格的家教，培育了王朝聘勤奋读书，“临财不苟

取”，宽以待人，特立独行，刚正不阿，一尘不染的高风亮

节。

在王朝聘的言传身教之下，王介之、王夫之（船山）兄

弟保持和延续了不懒、不贪、不狂，贞介自持、一尘不染的

优良家风。由于学习刻苦，加之方法对头，1642 年（壬午）

兄弟俩同时中举。湖南观察使全椒金公，变着法子想给两

兄弟白银千两，兄弟俩断然拒绝。王船山家族还特别体恤

民间疾苦，从不狂妄自大，谆谆教导子孙后代“宜同心以

修家教”，“光明正大，宽柔慈厚，作一家风范”。

在良好家风影响下，王船山的后代也卓尔不凡。长子

王攽，著有《诗经释略》；次子王敔“学问渊博，操履高洁，

时艺大有盛名”。

船山先生《示子侄》家训，192字，四字一句，共 48句。总

结了其家族兴盛的宝贵经验。家训从教育的根本目的——

立志与习惯的养成切入，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文质兼美，彰

显了船山家族注重品行修养，“贞介自持、一尘不染”的优良

家风。记得年幼之时，父亲为我发蒙，拿出先祖王船山《示子

侄》家训碑文拓片，逐字逐句教我识读，并备齐文房四宝，手

把手教我抄写。从习诵抄录《示子侄》家训开始，我从国学经

典中汲取生命的营养，并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船山公《示

子侄》不仅是王氏家族笃信坚守的家规，也是砥砺少年儿童

立志成才的金玉良言，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示子侄》（载《姜斋文集》卷四）全文如下：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其始无端，

其终无谓。袖中挥拳，针尖竞利。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岂有

丈夫，忍以身试！彼可怜悯，我实惭愧。前有千古，后有百

世。广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羁络，何所拘执？焉有骐驹，

随行逐队？无尽之财，岂吾之积。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

屑耳，岂为吾累。潇洒安康，天君无系。亭亭鼎鼎，风光月

霁。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亲，

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

烛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寿考维祺，念之不

昧。

学习王船山《示子侄》家训，关键是要理解“立志”与

“脱习气”的辩证关系，了解“习气”的危害和表现。如何克

服习气，达至人生的理想境界。船山先生在家训中强调少

年立志必须脱除的“习气”，依我多年的研习理解，主要指

的三个习惯：懒惰、自私和狂傲。这三点，本质上指的是世

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修养，击中了人生成败的命穴。人

生要时时警惕三种习惯对自己的熏染，反复砥砺，养成勤

奋、无私、谦恭的好习惯、好品格。因此，学习船山先生《示

子侄》家训，一定要牢牢把握三点：

第一要义是戒除懒惰。文中没有出现“懒惰”二字，但

从“袖中挥拳”可以管窥。贪图安逸是人的天性，培养好的

习惯，靠人生修养。治疗懒惰的妙方是勤奋。“三更灯火五

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第二要义是戒除自私。“针尖竞利”就是对自私形象的生

动描绘。自私的人是不可能孕育出博大的家国情怀的。我当

过知青、工人，读过大学，经机关历练多年。我始终谨记《示子

侄》的教诲，“无尽之财，岂吾之积”，“特不屑耳，岂为吾累”，时

时鸣响预防腐败的警钟。

第三要义是戒除狂傲。“狂在须臾，九牛莫制”，狂傲

是无知的表现，狂傲的人不能客观地判断事物，不能正确

地认识世界，更遑论改造世界了。制约狂傲的最佳办法，

即是读书明理，开阔眼界和胸怀，“前有千古，后有百世，

广延九州，旁及四裔”，知道了天高地厚，狂傲之气自然消

除。

在《示子侄》的影响下，我日三省吾身，不断告诫自

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是逆境顺境，均须谨记先贤教

诲，不懒惰、不自私、不狂傲，恪守勤奋、自律、谦逊之习

惯。我还尝试用书法书写先祖诗文，传播先贤家训思想，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王宏，衡阳县人，王船山从孙，现为中国书协

会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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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一行白鹭
上青天

梁文武

家乡有条河，名为涟水，是我幼时乐

园。

一到暑假，我就吆喝上几个小伙伴

捉鱼捞虾，乐此不疲。那时候物资紧缺，

有钱买不到吃的，鲜鱼鲜虾每有收获，就

是我们打牙祭的好时候。妈妈看着我笑，

哎呀呀，我崽还知道搞餐好菜回来，这个

崽有用，爸爸妈妈都跟着享福。

活蹦乱跳的河鲜在热油的“刺啦”声

中，变红变香变成我童年记忆的口水，记

得一辈子。那时，我还最爱捉蟹，张牙舞

爪的“大将军”被我两指轻轻一捏，再怎

么蛮横也奈我何，当然，它的最终归宿也

是肚皮，油炸后的蟹嘎嘣脆，清甜的，到

了肚腑，唇齿留香。

当然，口欲是其一，到了涟水河边，我

还喜欢看群飞的白鹭，人一靠近，“扑啦”

一声，白鹭腾空而起，在天空翱翔，趁人不

注意，又一个俯冲，轻啄水面，叼走那活鱼

小虾，去远处大快朵颐，这时我们这群人

会轻叹：好美！群鹭在天空中排得整齐，大

家不禁齐吟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古诗。

食不果腹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改革

开放，国富民强，人们再也不用操心家里

的米缸了。涟河的上游建了一个个的造

纸厂，机器加足马力，日夜轰鸣，当然，钞

票也滚滚而来，人们的喜悦是摆在脸上

的，毕竟，腰包鼓起来了，说话自然有底

气，想要天上的星星，说不定也要试着摘

一摘，一个字：牛！

可是涟河的中下游却遭了殃，滚滚

涟河黑臭水，浪花淘尽鱼虾。死鱼死虾死

蟹堆积到岸边，让路人不仅掩鼻，整条河

有了恶臭，白鹭更是不见了踪影，从涟河

路边经过，水浓得像酱油，甚至经过水厂

过滤后，还有些过敏的人吃了皮肤起疙

瘩，所有的人都开始嫌弃这条家乡的母

亲河。有人把此事登了报，呼吁政府管一

管。这时，在河长制的背景下，行政一把

手当河长，直接把环境治理和乌纱帽绑

起来。当然，效果非凡，造纸厂马上被取

缔，明令禁止往涟河排污水，于是，立竿

见影，涟河水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澈。美丽

的白鹭飞了回来，涟河恢复了往日的生

机与活力，在两岸散步的人越来越多，除

了欣赏美景，更是能一睹久违了的白鹭

翩翩倩影。

涟河里的鱼虾也越来越多，尤其到

了端午涨水的时候，有人曾见过河里有

数十斤一条的鱼。有人说，家鱼没有河鱼

甜，家养的鱼，就算天天喂的是草，也没

有自然生长的河鱼鲜。于是，河鱼价格暴

涨，家鱼只要十来块钱一斤，河鱼涨到了

二三十块钱一斤，这等于是在重赏那些

捕鱼者，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尽管有

关部门三令五申，不准私自下河捕鱼。可

是，偏偏有利欲熏心者，在河里摆下了龙

门阵，连手指大的鱼都逃不了他们的天

罗地网。于是乎，河里鱼虾几乎绝种，白

鹭也因为没了食物，只能迁徙他处，没了

踪影。人们望河兴叹，可惜不已。

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句话如黑夜中的北极星指明

了环境治理的道路。政府出重拳打击非

法捕捞，捉的捉，查的查，罚的罚，并加大

宣传力度，把环保理念根植人心，人们从

思想和行动上都有了自觉环保意识，非

法捕鱼，破坏生态环境，人人喊打。大家

不仅没再捕鱼，还和政府一起，往河里放

养成千上万的鱼苗，没几年，涟河又有了

鱼虾呈欢的胜景。这时的我们，都已经儿

女满堂，挑起了社会的大梁。

今年，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冬奥会，

然后，又将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可谓喜事

连连。儿女们嚷嚷着要去涟河边看小舟

竞渡，爸爸妈妈也随声附和，全家人其乐

融融，于假日去了涟河岸边。举目远眺，

居然还有乘舟一日游，于是，孩子们吵着

闹着要尝尝坐船的滋味。哈哈，自然默

许，于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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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央的四合院是谭休祥老人老宅宅址，此处现已由其子谭谈创建为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

严伯霖 摄

六经责我开生面
——研习王船山《示子侄》家训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