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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巧，今年 7月的一天，刚从晋中市寿阳县回到
北京，就接到编辑的电话，让我提交一篇有关《忠清亮直
祁寯藻》（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12 月出版）的创作谈。
先说此番去寿阳，是受寿阳县纪委之邀，摄制几个廉政
文化的短视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们一开始准备找
5 位寿阳县历史上或者在世的榜样人物，作基本素材，
思前想后，最终还是确定以祁寯藻及其家族作为切入
口，来进行脚本创作。简而言之，就是谈寿阳县的廉政
与“好人”，还是得请出先贤祁寯藻。

当然，与我而言，似乎更像是顺水推舟，自然而然地
就要把这位先贤抬出来，因为我本人是《祁寯藻传》（北
岳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9 月出版）和《忠清亮直祁寯藻》的

作者，我对祁寯藻还算了解，而寿阳县的廉政文化内涵，
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祁寯藻的。

我记得很清楚，《忠清亮直祁寯藻》的写作邀约是
2022 年岁末隆冬时节突然从山西发来的——真是始料
未及。2020 年秋天，当《祁寯藻传》一书付梓后，我以为
自己再也不会写有关祁寯藻的大部头书了。当初 2015

年接到北岳文艺出版社要我写祁寯藻传记的大活之后，
我花了 5 年多的时间来干这个苦差事。那 5 年，正是我
年富力强的时候——从 35 岁到 40 岁，正是男人干事业
的黄金年代，最终，论这本传记作品的质量好坏，至少未
负出版社所托。

之所以说写《忠清亮直祁寯藻》这本书是始料未及
的，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内心深处有了畏难情绪——之
前 创 作《祁寯藻 传》太 累 了 、太 苦 了 ，以 至 于 我 不 忍 细
说那 5 年的睡不好与吃不消。在给祁寯藻作传之前，
我其实不知道山西寿阳有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只因我
是 历 史 学 科 班 出 身 ，加 之 对 清 史 情 有 独 钟 ，便 勇 敢 地

接 下 了 这 个 任 务 。 可 翻 阅 了 一 点 资 料 后 ，我 就 后 悔
了。我曾屡屡打算放弃，后来得到祁寯藻的“勉励”，又
屡屡深更半夜从床上跳起来，走到电脑前码字。最后真
的是硬啃下来了。

创作《忠清亮直祁寯藻》一书虽然始料未及，但实事
求是地讲，没有当初写传记时那般夙兴夜寐了。对，就
是要实事求是，像祁寯藻那样实事求是。毕竟有基础
了，如果说写《祁寯藻传》是从零开始的，那么在第一本
传 记 基 础 上 写《忠 清 亮 直 祁寯藻》已 经 有 七 八 分 准 备
了。虽然写这本书有传记作品作为其强有力的后盾，但
真写起来，我依旧觉得自己有些莽撞。

很简单，传记是从小写到老，有着非常顺畅的时间
线索，但《忠清亮直祁寯藻》完全不一样，它是打乱了来，
只有一个廉洁与个人魅力的主题，然后我自己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地去分析总结，最终每一个方向都独立成篇，
合在一起便是一部书了。

这 种 方 式 的 创 作 ，说 起 来 容 易 ，实 则 亦 充 满 了 挑
战。每一篇在体量上都大致差不多，既在廉洁奉公、严
以律己这个大主题下各有侧重，又能在这种“火锅乱炖”
的繁杂中，立体丰满地刻画祁寯藻的一生，甚至包括他
父亲祁韵士、儿子祁世长、六弟祁宿藻等相关人物的际
遇与荣辱。说白了，《忠清亮直祁寯藻》这本书的写作，
在我的整体构思中，依然是一部祁寯藻的传记，或曰穿
上了一个不是传记的外套，里子和内核却与传记无二。

正是因为之前在年富力强、创作能力爆棚的时期跟
祁寯藻及其家族深入坦诚地“交流”，才使得再次作传时
极富快感，有了再回首天荒地老的况味。幸哉，“功不唐
捐”，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虽然在写《祁寯藻传》时，我做到既严格尊重史实，又
让整部书处处都有画面感，力求阅读起来像看电视剧似
的，但总体上还是有些小硬伤。这回再次作传，又发现了
新的漏洞，日后那部传记作品再版时，便心中有数了。

两 次 立 传 充 满 挑 战
梁 盼

祁寯藻在山西，特别是晋中一带，可谓妇孺皆知。
“三代（清道光、咸丰、同治）帝师”“四朝（清嘉庆、道光、
咸丰、同治）文臣”“寿阳相国”……他一生勤政爱民，举
贤荐能，政绩卓著，后世莫不赞叹、追念。《忠清亮直祁寯

藻》（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12 月出版）作为“山西廉政
文化丛书”其中一册，讲述了祁寯藻的生平趣事和清廉
品格。

正文分“生平小传”“忠清亮直”“当代启示”和“箴言
警句”四部分，小传虽短，但清晰叙述了祁寯藻的生平轨
迹、内忧外患、勠力奋争，描绘出一位身处乱世的士大夫
的家国情怀和仕途沧桑。

人到七十古来稀，致仕归田多年，七旬的祁寯藻被
朝廷重新启用，做了同治皇帝的老师。人常说，盖棺定
论，祁寯藻以自己的为官之道、廉洁品行，赢得朝廷“忠
清亮直、学问优长”的赞誉。

“忠”是忠孝，尽忠国家，孝悌亲人；“清”是廉政爱民，
两袖清风；“亮”是心怀坦荡，事理分明；“直”是秉性正直，
高风亮节。书中重点讲述了祁寯藻的家族，四世清誉，同
做楷模。人的成长有点像种谷子，土壤尤为重要。祁寯

藻少年遭遇磨难，父亲祁韵士被流放新疆 4年，他与母亲
回到故乡，从京城到乡野，从富裕到清贫，这次经历对少
年祁寯藻影响至深。后来他随父亲去兰州、下江南，丰富
了阅历，也开阔了思维。从祁寯藻的经历可以看出，路不
一定是坦途最好，风景或许在转弯处、在悬崖边。

丁忧回乡时，祁寯藻哀农敬农，写下“给老百姓看”
的《马首农言》，是山西第一部农学专著，亦是他体恤民
生、为农立言的集中体现。作者着重描写了祁寯藻交游

的历程，与林则徐、徐继畬、张穆等人在学问上的互动和
人情往来。作为家学渊源的学者，祁寯藻延续父亲的治
学方向，对史地研究颇有建树，影响其子对经世致用学
问的崇尚和探究，从而形成祁氏家族研学西北边疆史地
的传统。

若说“学问优长”，祁寯藻远不止于此。他是清代中
晚期著名书法家，其书法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的赞
誉。在晋商大院和三晋大地的博物馆，时不时会看到祁
寯藻的书法笔迹。

此书是廉政文化丛书，祁寯藻的清廉自然是作品重
中之重。从祖父“动静胥归于正，身心自养其和”的人生
哲学，到父亲“西河模楷”的匾额；从少年时被母亲杖责，
到为官时革除陋规弊政，祁寯藻爱民怜民，至死不改其
亲民本色。

“细雨飘零驿路行，夫仆舆覆惹愁生。息翁抚慰怜凄
苦，顾念民劬美誉赢。”“道旁官柳无好枝，虫食其叶人食
皮。”“可怜辛勤僵十指，半为输官半鬻市。”“采棉复采棉，
棉花满秋田。喷香裹粉白且鲜，重如柳絮轻如烟……织
成尺布不上身，且免米盐乞旁人。”祁寯藻的诗作流传甚
广，对劳动人民的悲悯贯穿始终，而这种情怀和本色，是
其为政清廉的基础。

试想一个“何不食肉糜”的人，怎么可能关照民生、
同情和爱怜百姓呢？为体现祁寯藻的品格，作者选取了
一些重要事件。比如震惊京城的山西赵二姑案件。那
年，祁寯藻远在湖南学政，听闻榆次县民女赵二姑的千
古冤案，上书朝廷，力主让刑部主导此案，惩治官场腐
败，推动冤案翻案昭雪。

作者在书写祁寯藻官场作为之余，书写了师生之谊
和提携后辈等内容。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祁寯

藻，跋涉百公里，看望启蒙老师张观藜，二人一起到太原
府欣赏傅山书法，追念先贤。有“奇才异能”的恩师黄
钺，助力祁寯藻走上仕途，相交甚厚，影响深远。在兰州
和保定，祁寯藻得到那彦成的照拂，学业精进，并与那家
儿子建立友谊。同乡张穆和田嵩年的过早离世令祁寯

藻痛心疾首，捶胸顿足。刚中进士之时，祁寯藻曾和田
嵩年跟随老师黄钺住进澄怀园，那座翰林花园，是清朝
士大夫心中的梦。第一个住进去的，是清康雍年间宰相
张廷玉，同为山西人，祁寯藻在这里却看到了圆明园和
澄怀园的坍塌，这是时代的悲剧。

生而为人，亲情、友情、爱情都必不可少。一个立体
的人，有七情六欲，有悲伤欣喜，一生走来，离不开亲人
扶持，贵人相助，友人陪伴。作者着重刻画这些看似琐
碎的人和事，很像是画作细节处的皴擦，虽然细小非主
干，但凸显机理和纹路，关乎最终呈现效果。

《忠清亮直祁寯藻》末尾，摘录了祁寯藻的箴言警
句，有数句名言能让人念念不忘。这些零星的亮片，犹
如画中苔点，寥寥数笔，参差之间，气韵相通，仿佛曲终
歌罢，令人回味品咂。

画出清廉文臣的肖像
——读《忠清亮直祁寯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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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第八十
七回写到一个成精的白猿，名叫袁
洪。它是“梅山七怪”之首，于武王
伐纣期间投效纣王，被封为大将，
调兵二十万，在孟津阻挡西岐大
军。袁洪颇具神通，后来被施计擒
回大营，欲待行刑，奈何袁洪刀枪
不入、水火不侵。最终用了陆压赠
给姜子牙的斩仙飞刀，才把袁洪诛
却。读到这里，许多读者会感觉到
袁洪的故事和《西游记》孙悟空大
闹天宫有点像，于是开始推测袁洪
与孙悟空的关系。网上甚至有不
少人认为袁洪是孙悟空的前身。
究竟是不是呢？需要深入这两部
小说对比分析。

袁洪确实与孙悟空极为相似，
从小说的诸多细节可以看出。

袁洪初次与姜子牙对阵，银盔
素铠，使一根镔铁棍，威风凛凛，小
说中有赞语云：“幼长梅山下，成功
古洞中。曾受阴阳诀，又得天地
灵。善能多变化，玄妙似人形。”这
几句赞语的信息量很大。“梅山”

“ 古 洞 ”，令 人 想 起 花 果 山 、水 帘
洞。“阴阳诀”虽未出现于《西游记》中，但孙悟空曾在菩提老
祖处习得长生妙诀，其中有云：“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
相盘结……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这里面暗含

“阴阳”二字。“又得天地灵”，照应着《西游记》开头，顽石得天
地灵气孕育石猴的故事。“多变化”“似人形”，则指袁洪有八
九玄功，能七十二变，这更与孙悟空的本领如出一辙。

袁洪与杨戬在战斗中各使神通，依相生相克之法，变化
无穷。后来袁洪兵败而逃，杨戬紧追不舍，袁洪变作一块怪
石立在路旁，杨戬识破其法术，遂变身为一个持锤钻的石
匠，袁洪只得化一阵清风而去，逃回了梅山。这个细节很接
近《西游记》第六回杨戬鏖战孙悟空的情形，二人也是各逞
变化，孙悟空所变的土地庙亦被杨戬识破。更加有趣的是，
杨戬追至梅山，不见了袁洪，却看到千百只小猴手持棍棒齐
来乱打，只得逃走。书中虽没有明说这千百只小猴何以突
然出现，但有心的读者自会联想到孙悟空拔毫毛变分身的
法术。最后，袁洪被杨戬诱骗至女娲娘娘的法宝“山河社稷
图”中，无法逃脱，又误食仙桃，以致不能起身，被缚妖索捆
住，终遭擒获。这一节内容与《西游记》中孙悟空跳不出如
来佛祖手掌心的情形也颇为相似。

《封神演义》里袁洪是“梅山七怪”之首。在《西游记》第
六十三回，唐僧一行遇到九头虫拦阻，因孙悟空水性不佳，
一时踌躇无计，恰遇到杨戬带领梅山六圣出来打猎游玩。
六圣分别是康、张、姚、李四太尉与郭甲、直健二将军。孙悟
空称杨戬与六圣为“七圣兄弟”，称杨戬为“显圣大哥”，六圣
亦称孙悟空为“哥哥”，此处细节很有意思。查《西游记》全
书，除猪八戒、沙和尚外，孙悟空极少与人兄弟相称，且六圣
不过是杨戬的属下，从身份来看，似乎不能与孙悟空以兄弟
论交。因此，有一些读者认为这是在暗示孙悟空与六圣曾
有兄弟之实，即袁洪与梅山六怪的关系。

上述细节能否表明袁洪即孙悟空的前身呢？恐怕不能。
《西游记》梅山七圣的形象大概是由二郎神传说敷衍而

来。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二郎神的原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
秦朝李冰的次子李二郎，因治水有功而被民众奉为神灵；另
一说是隋朝眉山太守赵昱，此人曾斩杀恶蛟，后来骑白马飞
升，元杂剧中称“梅山七圣”为“眉山七圣”，就是采用此说。
《西游记》中杨戬赞语有一句是“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梅山
七圣行”，但所谓“八怪”究竟是什么，则难以考证，那条被斩
杀的恶蛟大约是其中之一吧。《封神演义》中的梅山七怪似乎
是由“七圣”与“八怪”糅合而来，七怪中除袁洪是白猿精外，
其余六怪也都是动物成精，与《西游记》梅山七圣迥然不同。

考虑到《西游记》的成书时间在《封神演义》之前，且相关
杂剧、话本的历史更为久远，袁洪的塑造有极大可能受到了
孙悟空形象的影响，但是，也仅止于影响。据《西游记》中的
相关内容推算，孙悟空出世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时期，距武王
伐纣约五百年，若说袁洪死后化作顽石，历五百年风吹雨打，
吸收日月精华，重生为孙悟空，未免过于穿凿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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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义》中的袁洪（资料图）

又是一年入学季。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
翻开通讯录，给上学时教过我的老师们发问候信息。老师
们都会热情地回复，询问我近况。唯独有一位老师仍会语
重心长地嘱咐我多看书。他就是我在山西大学文学院读
书期间的导师，郭鹏教授。

郭老师的学术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
学和《文心雕龙》研究。初见郭老师，会觉得他的外表跟他的
研究领域不搭。他个子瘦高，中分的卷发略带咖棕色，身着冲
锋衣、牛仔裤、运动鞋，阳光、倜傥，是文学院乃至山西大学一
众学子心目中的“男神老师”。再接触，会发现，他的外表跟他
的心性，更加不搭。他没有微信、QQ，甚至不理解学生论文
中“SPA”的意思，在旁边标注：“这里是不是乱码了？”

入门承学，才顿然，郭老师内敛而峻拔，淳朴而稳健，
俊逸的外表和深厚的涵养，正是他独有的儒者风范。

我读研时选择的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
论批评，研读史书是郭老师给我布置的基础任务。读史一
两个月后，我信心满满地拿着写满读书笔记的本子，向郭老
师汇报说，《宋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各

读了两遍。郭老师给予肯定与鼓励后，问我：“‘行水中，为
天子’说的是谁？”“《南史》《梁书》的史载有何异同，比如，关
于江淹的记载有哪些不同？”我只能惭愧地回答：“我会继续
好好看。”再读第三遍，反倒觉得史书变得好看了、生动了。
是郭老师的问题，给我指出了阅读研学的思路和方法。要
认真研读，在细微处发现学术话题；要参照比较，在文学审
美中发掘史料价值；要考察析辨，在估量与评判中提升学术
灵敏性和认知度，做到“体用结合”。

那个时候，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每周的例行辅导。郭老
师会把他带的学生召集在办公室，了解这一周的学习情
况，针对性地辅导。我们私下把例行辅导起名为“见自己
见天地见众生的学习会”。郭老师常讲，立德何隐，含道必
授。因此，他的每次辅导都是一次内容丰富的学术讲坛。
他在古代千年历史中穿梭，耐心十足地为我们阐释学理的
根柢与基础，不厌其烦地抓取每一个细节，带领我们习得
见溪流、见沧海的方法。他旁征博引、知无不言，我们收获
满满。当然，这些收获若要转化成食粮，需要一番“酣畅淋
漓 ”的 查 阅 翻 找 和 吸 收 消 化 。 如 此 ，增 强 了 学 习 的 紧 迫

感。一次例行辅导赶上大雪，郭老师匆匆赶来，晚到了两
分钟，头发、眉毛、肩膀上落了厚厚一层雪。他极为自责，
从走进楼道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就开始道歉，边开门边抓紧
时间询问我们课业情况，迅速进入辅导状态。有同学提醒
他先把身上的雪拍一拍，他全然不顾，大家看着雪在他身
上融化，浸湿头发、衣衫。

入学时，他说：“立志须高，入门须正。”告诫我们抛却
世利，勤勤耕耘，端正地格物正己，严格地自省自训。

毕业时，他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
高明而道中庸。”勉励我们要坚守初心，秉心养术，忍耐世
杂无端，但求正道直行。

现在，他跟我说：“旁通而不滞，日用而不匮。”提醒我要多
读书，读经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外界的、自我设
置的迷障重重，看不清的时候不如置身书中，化繁为简。

也如郭老师一篇赋中所写：“焚膏继晷，陶钧行藏。时
日渐去，功力斯张。俯阅黄卷，感千古之炎凉；仰观白云，
万象历历在旁。正可盘桓池岸，怅萍水于风端；徜徉华峦，
诵芳蕊乎目前。”

循 循 善 诱 传 真 知
王珊珊

近日，中国诗歌学会新时代诗歌火炬传递行动“高凯童
诗进名校”活动在太原师范学院举行。中国诗歌学会校园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凯携童诗集《童
心的种子》，为文学院师生做了主题为“童诗里的故事，故事
里的我和我们”的公益讲座，多位山西作家、诗人参加。

活动中，高凯带领师生感受诗歌的韵律感、画面感，表示
“童心”是他文学精神的源头活水，同时也要担起以诗歌直击
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处的使命与责任。现场师生纷纷提问，针
对如何平衡现实与诗歌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次
活动搭建了一个师生与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激发了师生
的诗歌阅读与创作热情。 肖静娴

童诗进高校 师生热情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