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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人们

也进入了互联互通时代，手写家书逐步

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云锦鲤素趋向边

缘，书帖鱼笺走向落寞，但在我国延续数

千年的家书文化依然应当传承，国人的

礼仪情怀依然应当秉持。

家书是信函、简牍的一种，主要包括

书、启、笺、移、牍、简、札、帖等，一般应用

于家人之间的文字交流。按照清代著名

散文家、“桐城三祖”之一姚鼐的考证和

解释，家书最早起源于周公的《君奭》，其

早期形式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或

诸侯国内部上层之间相互往来的文书，

后来逐步完成了公文的私人化和写作主

体由社会上层向平民百姓的延伸。

家书亦称作尺牍或尺翰，是家人之

间用来沟通联系交际的重要手段，是前

信息化时代一种常用的文体，也是我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书信承

载言语，以言语表达意愿。叙事表意、

设理陈情、寄发期许、阐释主张，凡此种

种，人们都把家书视为载体，将尺翰作

为途径，于是，情感和心绪倾露于宣纸

之上，快乐和愉悦生发于毫端之下。对

于收到家书尺翰的人而言，无论展信诵

读还是开函默念，都会萌生亲切之感和

抚慰之意。

还应认识到，我国传统家书尺翰注

重称谓不讹，主张行款无误，讲究封缄有

法，倡导纸墨相宜，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有

机统一，注重本质与表象的完美融合。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家书尺翰是具有文

学、史学、美学、文字学、文献学、社会学

多学科属性的综合体。家书尺翰在不同

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诸如尺素、雁

书、雁帛、雁音、鱼雁、鱼书、鱼笺、鲤素、

尺书、尺简、玉札、玉函、瑶函、瑶章、瑶

札、朵云、云笺、锦书等，这也从一个方面

体现出我国家书文化的精深与博大。

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开始萌发，文

化日趋活跃，社会中上层家族之间的交

流广泛而频繁，遂产生了大量的信函书

牍，这些信函书牍既有关照时局政务、

针砭世相百态的淋漓之笔，又有言说文

化、论说议事、状摹自然、抒发心绪的性

灵之作，所触及的对象极为丰富，所涉

猎的内容非常广博。文学家兼史学家

王世贞、戏曲家兼书画家屠隆、散文家

归有光、史学家兼心学家李贽、诗人兼

散 文 家 袁 宏 道 、文 学 家 兼 书 画 家 陈 继

儒、书画家兼文学家徐渭、文学家兼戏

曲家汤显祖等人，都是文风殊绝、各擅

其长的尺牍大家，对家书文化的发展贡

献卓著。比如《玉茗堂尺牍》是汤显祖

的书信专集，承载着一代戏曲名家的个

人行踪和独特心曲。

清代依旧延续了朱明王朝的家书传

统和书牍风格，著名诗人钱谦益，杰出思

想家、经学家顾炎武，著名经学家、文学家

洪亮吉，知名诗词学家吴锡麒，著名散文

家、性灵学派代表人物袁枚，著名文学家

兼戏剧家李渔，朴学大师兼著名文学家俞

樾等，在与家人和友朋的交往中，都撰写

了众多书牍，为后人留下了他们的萍踪影

迹和为官治学的心得感悟。清代中叶以

后，一些艺术家和政治家通过书牍力倡家

训家风，家书文化日渐兴盛起来，流传至

今且影响甚巨的当属《板桥家书》等，这些

家书中表达的家训、家诫已不再局限于家

庭成员之间传读，还能引发其他社会成员

的共鸣与思考。

尽管书信与写作都是运用文字加以

叙说和阐发，但是家书与文章毕竟是两

种不同的文体。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家书是写给特定对象阅读的，具有较强

的私密性；而文章是写给众人欣赏的，呈

现一定的公开性。古代知识分子的家书

往来除了固有的礼节功能之外，还蕴含

一种难以释怀的人文情结，也可以说是

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一种情致。换言

之，虽然家书一般情况下篇幅较短，甚至

只有三言两语，但可以显现出写作者澄

明的心境和真诚的心绪，世道人心和人

情冷暖也蕴含其中。

所以，中国古代经常出现以诗词代替

家书的情形。例如，被后世广为诵读的杜

甫的《春望》、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张籍

的《秋思》、晏几道的《蝶恋花》等，这些均

是感情真挚、情意笃诚的诗词尺牍，别有

一番意味和意境。明清两朝和近现代还

有许多文人用家书信札阐述思想和论及

学问，在家书信札中直接表达个人对某一

或诸多学术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成为学者

学术体系和思想脉络的重要支撑。例如，

明代中叶大画家董其昌对书画的研究和

论断，几乎全部见诸于其家书信牍之中；

再比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缪荃孙精心编

辑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一书，收录了包括

清廷重臣张之洞、瞿鸿禨、端方、盛宣怀等

在内的当时官学商三界著名人物 157 人

的数百封信札书牍，举凡研经修史、搜典

刻书、访碑摩拓、创办学堂以及朝廷要事、

社会事件、学者唱酬、趣闻轶事等，均有明

确而详细的记载，清朝末年之政局演变、

学术风向、文化情状，于此家书札牍汇编

中也可观其大概。

中国古代任何一类文本都有其可圈

可点的美感。家书信札之美，在于其不

受题材限制和形式束缚，可以自由酣畅

地挥洒和淋漓尽致地表达，可以一倾衷

肠和一诉心曲。在家书信札的字里行

间，流露着心境的恣意表白，张扬着情感

的痛快宣泄。家书信札的美感，不仅在

于用词的古朴典雅、称谓的适中得体、行

文的流利畅达，还在于书写的端庄与整

饬。通常而言，书写家书信札宜用楷书

或行书，特别是给父老长辈和新交友人

的家书信札，忌用章草和狂草书写，这一

方面是为了方便对方阅读，另一方面是

出于尊重对方的考虑。尽管古时家书信

札的式样众多，但对父老长辈和新交友

人一般用朱丝栏的八行笺；用于祭奠或

守丧时的家书尺牍，则忌用朱丝栏而改

用乌丝栏。一封家书信札能折射出一个

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同时也能揭

示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时尚和人文状貌，

因此有人说，家书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

的东西”。

当今时代，作为信息传递载体的互

联网，与家书信札相比，其特点是快速、

便捷、直观，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天涯

若比邻”。但也许是由于过于快速和便

捷，人们对信息的内涵反而忽略了，对传

递信息的方式反而更随意了，远远不如

古人看到手书“见字如面”时那么谦恭与

敬畏，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传

统家书信札所承载的思想力量和美学韵

味正在消失。

鉴于家书信札的文本格式就是古人

所说的一种文体，它蕴含着深湛的文化

内涵和丰沛的历史信息，表达着社会成

员的文化素质和心性品格。因而，笔者

建议，人们在给家人发送电子邮件时，应

当按照传统家书信札的文本格式进行书

写，既培养“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良好习

惯，也彰显对优秀传统家书文化的赓续

与弘扬。

家 书 之 美 与 文 化 传 承
■刘金祥

“西部文学”的提法由来已久。我

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西部作家都有

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有机会用文学的

形式为自己的家乡树碑立传。于是，11

年前，我开始搜集资料，创作我心目中

的西部文学作品。长篇小说《西凉马

超》《西部人》等就是这样完成的。

我的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

（作家出版社）最初取名叫《西部杨家

将》。因为缺乏一些有支撑力的故事，

所以，《西部杨家将》约 10 万字的初稿

拿出来后就停下了。与其说是初稿，不

如说是我文学创作库里的一份相对完

整 的 资 料 而 已 。 真 正 的 灵 感 突 发 是

2020 年春天，我受甘肃省文联、甘肃省

作协委托，到张掖市采访脱贫攻坚工

作，采访中，我对张掖市甘州区“生态新

城”的发展理念和冬季植树造林的做法

刮目相看，便写了一篇《甘州绿满滩》的

散文，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把张掖

市甘州区的事迹介绍给了《光明日报》

的读者乃至全国的读者。

就这样，我开始了长篇小说《八声

甘州之云起》和《张掖传》的创作。

张掖在古代被称为甘州，因其甘俊

山下有一眼甘泉而得名。甘州在唐代

只是一座边塞小城，盛唐时期，掌管教

习礼乐、宫廷音乐的官署唐教坊还为这

座边塞小城创作了唐代大曲《甘州》。

传颂后世的《八声甘州》就是这首

唐代大曲《甘州》中的一段。《八声甘州》

的词牌在宋代被文人墨客广泛使用，后

来影响越来越大，最出名的便是唐宋八

大家之一的苏轼，有一首《八声甘州·寄

参寥子》，整首词豪气满天，毫无颓唐、

消极之感，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属于《八

声甘州》中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说完了《八声甘州》，再来说长篇小

说《八声甘州之云起》。《云起》就内容来

说和《八声甘州》的词牌毫无关系，可这

部作品与古甘州和今张掖的关系可就

大了。《云起》写的是古甘州发生的精彩

故事，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原型和历史

记载的。全书以“充边甘州”“重振军

心”“智取瓦剌”“肃王结仇”“力拒强敌”

“甘州驰名”“威震蓟州”等一系列故事

情节，展现了杨嘉谟等杨家将后裔整肃

边军、对抗夷狄、兴农田、治黑水的丰功

伟绩，演绎了一代名将波澜壮阔、跌宕

起伏的热血人生。

首先，杨嘉谟其人其事是真实发生

在甘州这个地方的。在张掖市和甘州

区“挖掘传统文化，讲好张掖（甘州）故

事”的故事库中，杨嘉谟是继马超、霍去

病、沮渠蒙逊等之后重要的英雄人物。

发生在杨嘉谟身上的故事，尤其是那些

民间故事，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其次，杨家将后裔的保家卫国精神

正是西部精神的具体体现。《云起》主人

公杨嘉谟、杨广（甘州杨家将代表人物）

系宋朝杨家将后代，骨子里铭刻着报国

为民的思想。在明末风雨飘摇的朝局

中，他们毅然顶住各种压力，克服重重

艰难险阻，坚决捍卫国家疆域不受外族

侵犯，并且在甘州开渠屯田、造福一方，

成为受人爱戴的一代名将。

再次，主人公杨嘉谟一生数次沉

浮，却总能峰回路转，化险为夷。我们

能从杨嘉谟的故事里感受到自强不息、

奋发图强、保家卫国的西部英雄气概，

看到积极向上的甘州精神。

在小说中，我们通过讲好明末杨家

将在古甘州的故事，把杨家将后裔在甘

州的故事讲到极致，以文化的力量带动

张掖市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和文化繁荣，这是我这个西部作家的责

任。

“甘州”是张掖的古称，所以我用了

《八声甘州之云起》这个书名。至于“云

起”，就是杨嘉谟人生路上三个阶段中

最为艰难的一个阶段。既表明了杨嘉

谟抵制侵略者的态度，也是国家利益至

上的抱负和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的

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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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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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福

早年诵读郭小川的诗作，其中“战

士自有战士的性格”“战士自有战士的

抱负”等佳句总是令人心潮澎湃，让人

难以忘怀。于今，打开胡世宗诗集《战

士的深情》（辽宁人民出版社），顿觉诗

人笔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战士形象跃然

纸上，矗立于读者面前。情不自禁地感

叹一句：“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

《战士的深情》是胡世宗的第 14 部

诗集。诗集遴选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

创作的百首精品，从作者当兵后在连队

写下的第一首短诗，到年逾古稀仍坚持

创作的近 300 行长诗《延伸，我们的路》，

还有广为传诵的《沉马》《雪葬》《打捞》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等作品，在这本诗

集中均有收录。欣赏过程中，我们在感

动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发自肺腑的

感叹：“这是战士的一片深情，是党的儿

女唱给党听的情感真挚的山歌！”

战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让我们从

诗集中看到了作者歌颂人民军队和最可

爱的人的创作激情。诗集中令人动容并

为之泪目的“镜头”着实很多：长征途中

因身着单衣而冻僵牺牲的一位红军干部

引 得 首 长 震 怒 ，并 因 此 欲 问 责 军 需 处

长。然而，那位牺牲的干部正是负责物

资供应的军需处长。这位基层干部把温

暖让给别人，把牺牲留给自己的高尚品

格令当时的在场者，以及今天的读者肃

然起敬。这是一尊英雄雕像、一幕精神

壮景。

诗歌虽不可能是历史的现场记录，

但作者真诚、严谨的创作态度，使诗作

具备了再现历史的价值，也使诗人的创

作个性和审美追求在创作过程中得以

张扬。《一句口号》中那位在作战间隙视

察前线阵地的首长，则是以另一番英雄

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没有指示

和动员，只是将弹壳拼摆成的“誓与阵

地共存亡”的“亡”字拾起并抛向敌阵，

一句“这个‘亡’字属于他们！”便将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

露无遗。

“把生命许给了祖国”，不仅体现在

战争岁月对敌斗争的流血牺牲中，更体

现 在 和 平 年 代 对 人 民 的 关 爱 与 奉 献

中 。《在 灾 区 接 生 的 男 医 生》中 的 男 医

生和《创造生命的奇迹》中的女大校，前

者略显腼腆，连拍照合影都谢绝“免了，

免了，可别打扰这些可爱的孩子，那甜

甜的、甜甜的梦”；后者笑声朗朗，坦荡

率真。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

革命乐观主义，所有这些弥足珍贵的价

值观在《战士的深情》中时刻存在于战

士的队列里，出现在诗句的字里行间。

诗集中的许多作品是凝重的、厚实

的，也有许多作品是轻盈的、灵动的，这

体现出诗人发现美的功力和审美视角

撷取的多样性。《猫耳洞夜话》《边境上

的萤火虫》《老兵留影》均为部队生活即

景，倘没有原生态的体验，不熟悉战士

的生活，是捕捉不到这样的题材的；《钢

盔》《山沟里的雪》《爱神》视点独特，若

不具备感同身受的战士的情感，无疑也

搜寻不到这样的情节与细节；《飞来飞

去的小蝴蝶》《阵地上的“稻草人”》《小

花》意象生动，让人心悦诚服地感受到

战士“严峻里有我们的天真”，有我们的

崇高的浪漫。一些诗作属于轻描淡写，

但轻中之重别有韵味，《绿源积雪》《树

根》每首不足 40 字，是典型的哲思短语；

《海的滋味》写兵及至世人，《椰子树像

什么》写树更在喻人；《观海》《观雪》《观

马》，作者托物言志，融入了自己深刻的

人生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每首诗后均

写有一段或长或短的类似“题后补记”的

文字，或记叙创作缘起，或介绍发表后的

反响，或简述一两句创作体会。这些文

字颇有价值，对于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

诗作是大有裨益的。

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
——读胡世宗诗集《战士的深情》

■王 玮

《追梦，遇见最美的自己——中国

优秀退役军人奋斗纪实》（企业管理出

版社）一书，是作者赵宇、马长青从近百

名优秀退役军人中遴选出 55 位，以他

们的创业奋斗故事为主要内容，历时 3

年采写完成的。全书由“家国情怀，社

会担当”“携笔从戎，致敬青春”“坚定梦

想，播撒爱心”“艺海泛舟，再谱华章”4

个篇章组成，全面展示了这些优秀退役

军人的风采。

这 55 位退役军人，他们在军营时

建 功 立 业 ，离 开 部 队 后 依 然 初 心 不

改。他们在追寻人生理想的同时，不

忘家国情怀，不忘“为人民服务”的理

想追求，退役不褪色。该书以生动的

事例展现了军人在部队是国家安全、

人民安康的“稳定器”，回到地方是和

谐社会的建设者，是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以及他们的忠诚之美、奉献之美

和奋斗之美。

戎装虽脱，军魂犹在。“家国情怀，

社会担当”篇向我们介绍了 22 名优秀

退役军人在不同行业勇挑重担，为国奉

献、为民服务的故事。原第二炮兵指挥

学院退役军人杨建桥 16 年如一日，带

领天南海北的退役战友，找方向、树信

心，从头做起，艰苦创业，最终也实现了

自身价值。“我作为先行者，要做的就是

创造条件，为大家指引好方向，提供好

支持！”杨建桥朴实的话语，为众多退役

战友指出了方向，也体现出一名退役军

人的使命与担当。

退役后的努力只为不辜负曾经的

军旅。在奋斗征程上彰显出的“胜战”

精神和勇气，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退役

军人共同的模样。武警某部退役军人

史德强历经数次失败，依然保留着“傲

气”和“拼劲”，使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渡

过难关。拼搏奋斗是他们走向成功、实

现个人价值与梦想的基础，也是曾经身

为军人的他们身上镌刻的印记。

退役军人在军营中锤炼出来的特

质，是他们即使离开军营仍能保持本

色的保证。他们是抗疫前线的“逆行

者”，越是艰险越向前冲锋；他们是平

凡岗位的“大国工匠”，用匠心擦亮国

货品牌；他们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用

爱心温暖社会。疫情下冲锋在一线的

武警某部退役军人雷彪、面对歹徒挺

身而出的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退役

军人尹文杰、为让父老乡亲脱贫扎根

农村的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退役军人

肖章勇……作者细致的笔墨充满叙事

的激情，描绘出一个个离开军营后依

然保持冲锋姿态的退伍官兵心灵深处

的纹理，塑造了退役军人初心不改、激

流勇进的形象。

作者对军旅生活以及退伍军人身

份、心理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个

个精彩的人生故事诠释了退役并非奋

斗的结束，而是追梦的续写。脱下军装

后，“他们”变成了一个个“他”或“她”，

变成了大多数的普通人，可他们没有懈

怠，而是换个战场去冲锋、去奋斗、去贡

献自己的力量。书中优秀退役军人沉

淀在骨子里的必胜信念、根植于内心的

坚强果敢，以及雕刻在行为上的自律严

谨，值得广大读者参照学习。

做最美的自己
■杨绍通 贾国梁

《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聂 明

《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人民日报

出版社）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包括“革命理想高

于天”“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

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纪律严

明”“独立自主”“重视调查研究”“艰苦奋

斗”等。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

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史

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

《红船精神》

不忘初心使命
■乔文发

《红船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

围绕“红船精神”的产生、发展和内涵，讲

述了“红船精神”诞生的历史背景、承载的

民族复兴期盼、昭示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本书以丰富的事例，生动诠释了

“红船精神”的三个内涵，即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

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

精神。该书对读者继承和弘扬“红船精

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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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