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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典
故来赞扬刻苦学习的精神，这个典故中

“头悬梁”的主人便是冀州人孙敬。
孙敬是什么时期的人呢？东汉。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载：“孙敬，字文

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
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

《后汉书》 载：“孙敬，字文宝，好
学，闭户读书，不堪其睡，乃以绳悬之
屋梁，人曰闭户先生。”

《太平御览》 卷六载：“孙敬好学，
时欲寤寐，悬头至屋梁以自课。”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载：“孙敬，信都人”，并记
述了其刻苦学习的典故。

孙敬，出生在一户殷实人家，不幸
早年父亡，儿时的孙敬和母亲相依为
命。在父亲遗教、母亲的鞭策下，孙敬
夜以继日地苦读。年少好学的孙敬，博
闻强记，而且视书如命，常年闭门谢

客，攻读诗书，与社会接触不多，偶尔
到街市购买日用品，邻里们都称他为

“闭户先生”。孙敬读书时，常常通宵达
旦。为防止打瞌睡，他将自己的头发
（古代男子留长发），用绳子捆住吊在房
梁上，一打盹便把自己扽醒了，便接着
学习。

为了参加远在京师 （国都） 洛阳的
考试，孙敬携母亲步行千里到洛阳住下
读书。那时还没有纸，而帛金贵，不是
一般人家用得起的。孙敬便到河边路旁
搜寻柳枝，回家劈开晾干做成条子，在
上边写字抄写典章。

对这位“辑柳”苦读的后生，人们
不由得肃然起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有的故意多给他些粮米，有的无偿馈赠
他些生活用品，还有的帮他砍柳枝劈条
子。孙敬常为民众义务写算，作为回报。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日积月累，
孙敬的学问修养之美名便在京师传开，

有的慕名登门求教，有的把孩童送来拜
他为师。孙敬便一边进修学问，一边设
帐教学。孙敬的学生最多时达数百人，
他便分期分批地走教，因而名声鹊起。

孙敬凭借其“悬梁”“辑柳”的苦读
精神，年复一年地学习，终于博古通
今，满腹经纶，成为一代大儒。在当时
江淮以北颇有名气，常有不远千里的学
子，负笈担书前来向他求学解疑、讨论
学问。

后人对孙敬的“头悬梁”苦读精神
加以褒扬，并和战国时苏秦“读书欲
睡，引锥自刺其股”的故事相加为“悬
梁刺股”，成为典故。苏秦刺股苦读，成
为战国时期穿梭于列国的纵横家 （中国
最早的外交家）。后人还对孙敬的“辑
柳”学习，与西汉人路温舒的编蒲相结
合组成了成语“编蒲辑柳”。西汉人路温
舒，家贫，自幼牧羊，经常取山泽中的
一种宽片蒲草做纸抄书。

孙敬悬梁、孙敬辑柳、孙敬闭户的
故事都是反映在他勤学苦读的精神之上
的。正因为如此，孙敬成为励志自勉、
勤学苦读的典范。清康熙时期扬州诗局
刻本《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一录李瀚的

《蒙求》载：“仲连蹈海，范蠡泛湖。文
宝缉（辑）柳，温舒截蒲。”其中，把孙
敬辑柳的典故并称于“杜康造酒、苍颉
制字、孔明卧龙、吕望非熊、孟轲养
素、扬雄草玄、向秀闻笛、伯牙绝弦”
之列。不仅如此，最具普及性的推广当
属《三字经》中所载的“头悬梁、锥刺
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
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
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
为苦读的楷模。此外，在冀州民间，孙
敬苦读的故事家喻户晓, 还形成了一句
歇后语：孙敬苦读——悬念。

孙敬给后世留下了两个成语典故，
这是我们衡水的骄傲！

悬梁与辑柳的孙敬
李润地

自古以来，中国人起名很讲究，而命名的
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商代社会迷信盛行，社会生活十分单纯，
人们都以生日命名，最突出的就是 30 个商王
几乎全以天干为名。

周朝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许
多规定。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说：“名有五
——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
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
为“义”，以某一物的形象命名为“象”，借用
某一物体的名称为“假”，取婴儿与其父相同
之处命名为“类”。这些规定在古人命名时都
有体现，如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赠送一
条鲤鱼，孔子即为儿子命名为孔鲤、字伯鱼。
此外，还规定不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
牲畜、器帛等六种事物命名。

周朝以后，社会礼制急剧变化，其命名更
多反映了社会下层的风貌，以贱、丑命名。如
晋惠公的儿子叫“圉”，女儿叫“妾”；鲁文公
的儿子则名“恶”等等。这时的人们还喜欢在
姓和名之间加一助词，如烛之武、介之推、申
不害、吕不韦等，其中的“之”“不”都是助
词。

汉代国力强盛，人们祈求长生不老，取名
也多用“安国”“延年”“延寿”千秋”“去
病”等。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
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
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

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
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们清高风气的影响，人
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祖冲之、王羲之、
王献之、顾恺之、裴松之、杨街之、刘牢之、颜延之、寇谦之等
等。其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取佛语，如王僧辩、王僧智、柳
僧景、柳僧习、崔僧护、崔僧佑等。

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取名多
用“建国”“援朝”“跃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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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收到曾在故乡景县公安局
任过局长的老友傅宪荣寄来的五部书：

《抗战英烈张俊峰》《我的伯父傅训庭》
《最后一杯咖啡》《创业之路》《常庄史
略》，都是他近十多年来呕心沥血之作。
一一读罢，感慨颇多。仅从文学创作的
角度来看，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生活
和工作经历是文学创造的沃土，用好身
边资源，不要让到手的素材从手边溜走。

说傅宪荣是老友，可谓名副其实。
早在我参军前在县文化馆学习时，就和
傅宪荣老兄熟识了，早年他曾是我大哥
在县办工厂的工友，给我的印象是待人
诚恳、成熟老练。我入伍后，一直在关
注他的“踪迹”：由县办工厂到基层乡政
府工作，长期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先后
任景县、武邑县公安局局长，在衡水市
公安局机关工作至退休。一般来说，这
些行当公务繁忙，似乎与文学创作隔得
较远。但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一旦爱
上文学，也有着一般专业作家难以企及
的优势。手头得天独厚的素材资源，足
以能够成为作家雄厚的创作基础。如

《林海雪原》《亮剑》等名著的作者都不
是专业作家。傅宪荣的创作经历，又为
此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抗战英烈张俊峰》一书的主人公张
俊峰烈士，原籍景县青兰乡东堡定村
人。生前系冀南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 27
团参谋长，在一次与日寇遭遇战中指挥
作战英勇牺牲，牺牲地在武邑县任角
村。傅宪荣是景县人，长期在本县工
作，后又在武邑县任过公安局长，既对
故乡景县张俊峰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怀

有浓厚的崇敬之心，有着强烈的写作愿
望，又有在景县和武邑两县境内非常熟
悉的采访人脉和十分有利的写作条件。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经过
一番东奔西走、南上北下的调查采访和
伏案勤奋认真的写作，《抗战英烈张俊
峰》一书由中国社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该书的出版，使张俊峰这位为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光辉事
迹，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激励后人传
承英雄精神，为建设美丽家乡多作贡
献，意义重大而又深远。

《我的伯父傅训庭》一书记述的是傅
宪荣的伯父——一位 1937年参加革命的
党员领导干部的生前身后事，尤其可贵
的是，傅训庭老人一辈子对党忠诚、兢
兢业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曾给家
里立下“三不准”的规矩：“不准到家里
来谈工作，不准收受任何礼物，不准利
用职务的影响走后门、办私事”。傅宪荣
的伯母王彩琴也是 1949年参军入伍的老
革命，从事部队医务工作多年，曾被誉
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在良好家风的
影响下，傅训庭的子女们个个成才成
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特
别是其儿子傅卫，不满 15 岁即参军入
伍，在原63集团军188师564团团长岗位
上，率先垂范，尽职尽责，带领部队出
色完成训练、演习、施工等各项任务，
个人荣立一等功，因积劳成疾，以身殉
职，终年 41岁。这个家庭演绎出“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悲壮一幕。傅卫的英雄
事迹经各大媒体宣传，在军内外广泛传
颂，被誉为“军中焦裕禄”，时任军委

副主席张万年上将亲切接见傅卫亲属，
对英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傅宪荣把
这样一个老革命、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
好家庭的故事写出来，感人至深，生动
具体，对时下的党风、家风教育启示多
多。

《最后一杯咖啡》一书，是傅宪荣这
位有着 14年县级公安局长经历的“老公
安”在工作岗位上所见所闻的集合体。
写的是近些年来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些典
型案例，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普法教育的
鲜活教材。他在书的前言写道：“那些难
以忘怀的风风火火的日子，那些舍己为
公日夜奋战的民警兄弟，那些惨不忍睹
七零八落的发案现场，那些痛心疾首呼
天喊地的受害人家属，那些被五花大绑
押赴刑场的罪犯，桩桩件件，历历在
目，使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巨大
震撼。我一直想把这些案件汇集起来写
成一本书，让家人和朋友读一读、看一
看，或有所感悟，或引以为戒，走好人
生之路。”读了此书，感到作者的这一初
衷已经实现。

《创业之路》是傅宪荣编著出版的第
四部书，这是一部聚焦故乡景县十几位
创业者奋斗历程的书。全方位、立体性
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
生活，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
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用衡水市景县
籍作家牟俊忠的话说，这部书无论是涉
猎的广度，还是写作的水平，较之他的
前三部书，都可谓是“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既是故乡改
革开放发展进程的缩影和记录，也是激

励人们在追梦路上奋勇前行的号角和动
力。

《常庄史略》一书写的是傅宪荣原籍
小村的历史。时空跨越600多年，写了古
老村庄的历史变迁，记录下这里发生的
人和事儿，讴歌了先辈传统美德和可贵
精神，以及近现代社会村民中涌现出的
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对于传承优良传
统，建设美丽乡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是当下一部不可多得的村史资料书
籍。

作家浩然在谈到几十年的创作经验
时说过，生活实践是创作的沃土，离开
农村农民，我的创作就会枯竭。傅宪荣
之所以在退休后文思泉涌，在文学创作
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也得益于其丰富的
工作实践。由于他爱读书学习，善观察
思考，勤动笔实践，很好地把握了自己
拥有的多个创作素材，对笔下的人物事
件都非常熟悉、胸有成竹，写作就变成
了水到渠成、得心应手的事情。更为难
能可贵的是，傅宪荣具有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文学艺术孜
孜以求的满腔热情和刻苦精神。离开工
作岗位以后，他壮心不已，惜时如金，
退而不休，有一种“老牛亦解韶光贵，
不等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在文学写作
上收到了大器晚成的效果。这种活到
老、学到老，写作到老的奋斗精神感人
至深，值得学习和借鉴。

实践是创作的沃土
——读傅宪荣所著几部书有感

马誉炜

近日，称多县文乐中心寄
校足球社团的学生在守门。

称多县文乐中心寄校坐落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自“双
减”政策实施以来，学校推出
了课后服务，开展体育、音
乐、美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丰富高原牧区孩子们的
课外生活，让孩子们快乐成
长、全面发展。

新华社记者 央秀达珍 摄

高原牧区课后服务助高原牧区课后服务助““双减双减””

悦读

本报讯（马吉兆） 近日，
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
志勇编撰的《京津冀方志金石
文献述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对民国之前京津
冀旧方志中金石文献之辑录、
考订和深入研究，分门别类挖
掘阐发了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
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价值，并
为方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
法。

该书立足“京津冀协同发
展”背景，综合考虑文献存世数
量和价值、特征等情况，划分北

京、津唐廊沧、石家庄、保定及
雄安、邢台邯郸、衡水、张承秦
七大区域，对京津冀方志金石
文献展开专题研究。该书第六
章专论衡水方志金石，分为“衡
水方志金石文献概述”、“衡水
方志金石文献的文学成就”、

“衡水方志金石文献的文化精
神”三节，对衡水的历史文化地
理和明清以来旧方志的存世情
况，以及不同方志版本中收录
金石碑刻的差异做了介绍和考
证，并对衡水方志金石文献中
文学性较强的上乘之作进行了
全面梳理和深入解读。

《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出版

许家村，坐落于冀中平原
武 邑 县 韩 庄 镇 ， 是 于 明 朝
1370 年—1417 年间由山西洪
洞大槐树移民而来。

当时，为了巩固新的政
权，发展经济，朱元璋根据国
家现实状况做出了一个大的决
策——移民屯田。由此，我们
的祖先告别故土，跨过太行
山，一路东行，来到冀中平原
一带屯田立村。这便是许家村
的由来。

许家村呈卧龙盘抱之势，
村西大坑为龙头，坑两岸大柳
树为龙须，左右两眼水井为龙
眼。村西大坑和沟河连通蜿蜒
盘托绕村后东去直通老盐河，
气势宏大，设计精妙。坑沟河这
样设计，旱能蓄水浇地，涝能排
水保禾，确保村人衣食无忧。

上世纪 70 年代，村西坑
两岸的大柳树高大繁茂，在很
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的身姿，
被它雄伟的气势所感染。许家
村许恩普老师在课堂上时常教
育我们好好学习，走出许家
村，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
绝不能忘记许家村的大柳树。
因为那是父老的牵挂，是许家
村的门面。

许家村还有环村的枣林。
每到暮春，枣花的甜蜜充盈在
整个村庄上空，吸一口气让人
心醉。人们把收获的枣晾干，
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充饥接
短。

许家村建村几百年来，虽
未有经天纬地之人才，但不缺
乏仁人志士、社会精英。

新中国成立前，以许砚堂
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深耕农民
运动，为民族的解放而不懈奋
斗。许砚堂于新中国成立后调
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工作，后调
到中国核工业部在包头的工
厂。在三线建设时，又调到四
川的核工业厂，一生为中国核

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学

子许丙臣，天津大学毕业，中
国天津仪器仪表高级工程师，
在国家工业现代化尖端仪器仪
表行业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许培森，思想超前，勇于
探索。最早在韩庄镇一带走村
串户，以独特的视角，用相机
为人们记录美好的瞬间，以精
湛的摄影技术得到人们的认
可。

医者许恩泽，国家注册医
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
时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大
善从医，誉满杏林，深受大众
信任和尊重。

以许世珍、许恒巨、许成
才为代表组成的许家村建筑
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
前，一直活跃在新中国各大城
市建设中的地方。他们走南闯
北，勇于开拓，为社会主义贡
献自己的力量，也启迪着后人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精神。

许家村榨油坊、弹棉花
房、馒头房等，林林总总的副
业，在丰富着人们的经济收
入，也充分展示了许家村人的
勤劳、智慧、奋进的传统。

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许家村面貌大大改善。从
房舍、街道，到路灯、广场，
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现代气
息。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篮球、乒乓球、健身器械
应有尽有，人们的生活态度积
极乐观。许家村的年轻人有的
进城务工，有的已在工作的城
市置业安家。平日，村里来来
往往的轿车比比皆是，新起的
农居装修豪华，住房环境城市
化，无不显示着人们生活的富
足和幸福。年轻一代的许家村
人，已经成了时代发展的主力
军，他们定将许家村建设得更
加辉煌耀眼、美丽富饶。

岁月悠悠许家村
许万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