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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观察身边的景色和事物，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指个
人。旅游指游玩，是以团体出行，在时间上是很短暂的。旅游就是旅
行游览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旅行要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地理、法律等社会领域。

记忆里，旅行是吉他的和弦，微醺的空气里回荡着陈绮贞的歌
声：“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
道短暂的光阴。”当人们追问旅行的意义时，毛姆写道：我旅行一
趟，回来时不会依然故我。

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毛姆，惯常以冷静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
在《客厅里的绅士》中，他说，我喜欢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
我享受旅行带给我的未知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
的陌生感，在你所陌生的异地等待着你，旅行的本质魅力不过是未
知。人们往往会因独特感而着迷于一个从前未被发现的角落，就如阿
兰·德波普曾在加油站发现了生活的诗意，他在《旅行的艺术》中把
原因归为，这里是一个“全新且实在的场景”。

旅行中与异于平时生活的风景相见，能使人们暂时摆脱因循僵滞
的生活，这是独属它的魅力。偶尔暂别熟悉的城市，去造访异乡的
人，从现存的习俗，去看土地的过往，在旅行中，体味人情，甚至别
有一番滋味。

柴路得的旅行则更好地阐释了“最美的风景，其实是人”这句
话。他的旅途上没有相机，没有驴友，有的是每一处形形色色的人。
从西域小城，到香港边境禁区，从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到台湾绿岛监
狱，他沿着沉默的轨迹，去了解沉默者的故事。那些口吃少年，失语
症患者，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甚至是习惯闭嘴的机密保管员，在沉默
的底色中被赋予了生命的亮色。

旅行走过那么多地方，发现印象最深的景色并不全在声名显赫的
著名景区里。比起黄山的险峻嶙峋、奇石怪峰，我更喜欢破晓时分赶
去黄山，一路上看到的茶树、群山与浓云重雾；比起苏州城充斥着臭
豆腐、烤鱿鱼等气味的山塘街夜景，我更喜欢陈旧“老”街的小市
场，大清早，小摊大车交错停放着，摆满了水灵灵的水果和蔬菜，吃
着叫不出名字的食物，听着猜不懂意思的闽南话，热闹得如同参加一
场不期而遇的盛宴。

旅行不是探寻新的疆域，而是抛弃旧的世界。每一个我们认为陌
生的地方，实质却是别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城市与城市，目的地
与目的地，其实相对无异。而旅行，其实是一个找寻不同的自己的过
程。”如今的青年，被戏称是一毕业便成了中年人，他们没有时间去
走，没有心情去看。旅行并不是旅游，它不是走马观花似的观赏，是
接近土地，带着行走的力量。

瑞士小说家帕斯卡·梅西耶说：“我们为什么会为无法出门旅行
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无法涉足外在世界，内在不能随之延展。”
无法于行走中丰富自我，因而被剥夺深入自己内在的可能性，被困在
僵化的区域里。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你搜集了地图上每
一次的风和日丽，却说不出旅行的意义。”音符停留在伴奏，而我相
信，旅行的魅力所在，就如《沿路向西》中所言：每天太阳从我背后
升起，再晒到我因骑车而黝黑的脸庞。我想，我成为了一个追逐太阳
的人。

喜欢旅行，不光是因为那些美丽的风景和陌生的路人，更是因为
一旦开启旅行模式，就会告别按部就班的日常，有种生活在别处的欢
愉感。

旅行的思考
文化走笔 □王家年

甲辰年岁末，滕州市《善南街道志》正式出版发行了。毋庸置疑，这对
于善南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好事。

《善南街道志》全书共设十五篇，五十八章，一百九十九节，总字数五十
六万字，篇下设章，章下设节，节后插图，文后附表；概述排在卷首，纵述
历史演变，横陈基本情况；大事记以时为序，简要真实记述境域有重大意
义、重要影响和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一至十五篇为志书主体，在体例上，
横排门类不漏项，纵写历史不断线；地图、题字、图片及名人字画排在开
篇；志书时间断限，上限追溯至1909年，下限断至2022年，大事记及图片
部分适当延至2024年7月。

作为编者，我们一行6人受善南街道办事处之邀，于2021年7月走进善
南，开启了 《善南街道志》 的编撰工作。志书编写流程不同于其他门类版
本，之前我们很少接触，对方志体例知之不多。好在有街道办事处的高度重
视，有枣庄市委党史研究院、滕州市史志研究中心领导和专家的业务指导，
有各部门、各社区、各村居、街直各单位的密切配合，才使得编撰工作有条
不紊地推进。

回顾修志历程，我们主要遵循以下规则：一、广征博采。力求各类资料
丰富翔实，在大量的史料中层层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留下具有历史
价值的资料编入志书。二、突出特色。在全面、客观、系统地记录辖区政
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民俗等方面沿革的基础上，重点书写鲜明的
地方特色。三、越境不书。针对一些历史性、全局性的事件，对上级政策性
部署活动在境内没有产生典型影响的，做到通例不记。四、铺陈事实。在编
写中对事件和人物述而不论，述而不议，述而不评，不夸大不拔高。用事实
说话，寓理于事。通过述事，启迪来者。五、详今略古。对善南街道设立前
的发展沿革，只作粗线条记述，对设街2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则浓墨重彩，
大书特书。

经过七易其稿，志书现已面世，我们掩卷而思，认为这部志书具有突出
的地方性、内容的广泛性、记载的多样性、鲜明的时代性。乡土、乡情、乡
思、乡愁得到充分展现，注重突出善南境域独特的地方特色：

廉政文化持续传承是其特色之一。明嘉靖年间进士张守蒙，在四川任监
察御史期间，为官清政廉明，被贬，降黜河南。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在临行
之时，百姓送来礼物，张守蒙坚决不收，然后指着身边的石头说：“要送就送
这块石头吧？”于是他们将一块普通的石头千里迢迢地从四川送到张守蒙的家
乡滕县王开村，留下了一段“以石却馈”的传世佳话。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四川、山东等地，张守蒙仍然成为廉政为民的标杆。乾隆年间克己奉公、
两袖清风的知县张显丕，康熙八年被赐封奉直大夫、为官清廉的吴国臣，同
治年间通晓兵法、军功显著的张金科，至今仍在乡间传为美谈！在当代，更
有一批善南人分布各地，在各界廉洁勤政、热心报国、声名远播。

战略调整工业先行是其特色之二。2001年街道办事处成立后，针对城市
不断扩张，农业耕地锐减的现实，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主攻工业，突破第三
产业，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至2022年，建成工业企业、商业
服务业300余家，规上工业44个，规上服务业10个，规上批零20个。坐落
境内的工业集群，有效解决了辖区居民的就业安置，增加了集体、居民的经
济收入。国家级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善南工业企业形成优势互补，齐头并
进，互利互惠，促进善南经济迅猛发展。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是其特色之三。自街道设立起，大力推进“城中村”
和“棚户区”改造，建好城市南大门。2003年6月，启动十里铺一村、十里
铺二村、张场、刘屯四村整合，兴建善国苑小区，开创了滕州市村庄整合的
先河。此后相继开发10多个居民小区，让农民变市民。推进电力、燃气、热
力、供水排水“七线下地”工程，境内城区主干道、次干道形成“六纵十一
横”的棋盘式格局。

文物古迹亮点纷呈是其特色之四。境域内，距今3000多年的王开一村遗
址，被列为枣庄市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清时期，连接南北二京的古
驿道，在境内五里坂入境，向南至漷河桥头出境，长约3.5公里。刘屯遗址等
4处古遗址，珍藏在滕州汉画像石馆东汉时期的3块汉画像石，十里铺等村的
7座庙堂，以及元经略大将军张良弼墓碑等11通墓碑，无不向人们叙说着远
古时代一个个动听的故事。

《善南街道志》的出版发行，欣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的大
好时期，它作为善南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于街
道党政机关、村居社区而言，可以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为党务政务决策提
供一些帮助。于善南居民而言，通过阅读此书，可从中受到感化，提升自身
的品行与修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总之，通过这部百科全书，将进一步增
加人们对善南境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了解，提振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善南，是一个年轻的街道。从设街起，在时光中走过24个春秋，社会各
业取得辉煌的成就；善南，是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街道。“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未来的善南，如同一艘巨轮，在时代的洪流中扬帆
远航！

资政 教化 存史
——写在《善南街道志》出版之际

被冠以枣庄革命老区大型历史题材红色纪实小说的 《初心本
色》，我以为它：首先是发生在枣庄革命老区的事件或故事；其次是
历史题材的事件或故事，或者说，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或故事；
第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事件或故事；第四题材是纪实小
说，理所当然要严格遵循纪实小说的写法来创作；第五是讲的中国共
产党初期建党前后的事件或故事。

五个定语下来，规定了写作的地域、时限、内容、写作手法和要
求。

2023年初，作家殷振峰受到了枣庄老促会刘会长的邀请，进入
了枣庄革命老区大型历史题材红色纪实小说系列丛书的写作班子。具
体负责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在鲁西南建党历程的长篇纪实小说。

殷振峰是一位创作作风十分严谨的作家。他接到任务后，严格按
照纪实小说对真实性（历史性）的要求，克服上个世纪初期资料匮乏
和知之甚少的困难，长期泡在枣庄矿史展览馆、中兴文化博物馆、枣
庄第二工运展馆等历史博物馆，如饥似渴地汲取珍贵的历史知识，仔
细研读历史一手资料，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他集中参阅了作家王
庭芝的《百年中兴》，及《枣庄革命老区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枣
庄红色记忆》《历史》《清稗类钞》等图书。同时，进京拜访民国时期
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
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曾孙朱延琦先生，探讨追寻枣庄中兴
煤矿公司百年辉煌的发展史。他跟随市老促会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
实地参观了鄂豫皖红色老区的英烈事迹纪念馆，搜集了大量的革命英
雄事迹的史料，他还实地走访接洽了一大批健在的老前辈及其革命先
烈的后裔，如早期工人领袖纪子瑞孙女纪华伟、枣庄八大家金铭后
人、枣庄中兴公司老矿工……另外，枣庄市文史资料馆还提供了大量
的珍贵历史文献，这些对于准确把握真实的历史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
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奠定了《初心本色》整部书的架
构基石。

2024年8月，近40万字的枣庄革命老区大型历史题材红色纪实
小说《初心本色》，经过7个月的艰苦创作，在枣庄老促会、国家文
史出版社编辑的催稿声中，殷振锋终于完成了他的全部书稿。交稿
后，殷振锋不无遗憾地说，自己手头还有20余万字整理好的素材，
没有派上用场，十分可惜，若是再给他2个月的时间就好了。

2024年9月30日，《初心本色》和另外4部枣庄革命老区大型历
史题材红色纪实小说《国民书店》《沙沟受降》《运河儿女》《鲁南硝
烟》，在枣庄金尊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枣庄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五部
小说出版发行暨赠书发布会，枣庄市的领导和专家、国家文史出版社
的领导和编辑，高度评价了这套枣庄革命老区大型历史题材红色纪实
小说系列丛书。

《初心本色》的出版发行，引起各大新闻媒体高度关注，全国新
华书店、各大图书电商平台、当当网、知网、百度等，先后对《初心
本色》进行了推介，使其迅速蹿升至中国畅销书系列。

我所了解的《初心本色》
围炉品读 □于辉

重点解读 □侯贺奎

应朋友多次邀约，深秋终于觅得机缘在皖南古镇东流小住两日。
夜晚无事，便随手翻翻当地的一些史料典籍，发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
五柳先生在担任江西彭泽县令时，竟对长江边上的这块弹丸之地情有
独钟——他曾无数次系舟江畔，拾级上岸，筑舍种菊，把酒吟诗，并
在这里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既然先生所
筑的东篱与我所住的屋舍仅仅只有咫尺之遥，那就赶紧推开窗户吧，
肃然立定，闭目静心，然后使劲用鼻子一嗅，果不其然，似有淡淡的
菊香从远处幽幽地袭来。

菊在乡间并不是什么高贵的植物，篱笆墙边与庭院角落，随处可
见它们凌霜不凋与飘若浮云的独特风姿。因此童年在乡村生活时，我
对其并不是十分地偏爱，至少没有像对桃花、梨花、杏花那般欢呼雀
跃——在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这些花儿竞相开过，意味着鲜美
的桃、雪白的梨、酸涩的杏，很快就可以使人大饱口福了。当然，菊
花是秋天最美的容颜，每每见之，我也不忘驻足流连，不忘把玩欣
赏，有时甚至还会沉湎于一种“入静”的情感之中，尽量让自己心平
气和，超逸淡定。及至后来闲翻诗书，先后读到韩琦的“莫嫌老圃秋
容淡，犹看黄花分外香”、苏轼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
秋”、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等等脍炙人口的
咏菊名句，这才真正地领略到菊花那种“凌霜留晚节，殿岁夺春花”
的可贵风格，其实正是许多正人君子与文人雅士的人格精神和高贵品
质的集中体现。无怪乎，菊与梅兰竹一直被并称为“花中四君子”。

既然菊花有着象外之象，东篱自然也有了意外之意。这里不妨大
胆地揣测一下，五柳先生拈须吟哦的“采菊东篱下”，想必不是一个
具体的地名或者详细的方位，他心中的东篱应该是“夕露沾衣”的东
篱，是“荷锄带月”的东篱，是“无我之境”的东篱。在那方精神家
园里，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温馨，有“相见无杂言，但
道桑麻长”的快慰，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秀”的美妙……这是
五柳先生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孜孜向往的一方乐土，在这里，在东
篱，他也许能真正领受到生命回复本性的快乐和幸福。

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和中国文人的生存哲学就是“采
菊东篱”。从这种意义上说，蕴含着自然、平和、超逸审美观的“东
篱”，并非五柳先生的个人专利，而成了特指的文化元素，备受文人
墨客的极力推崇。为此，唐代的杨炯留有“凭南轩以长啸，坐东篱而
盈把”的诗句；宋朝的李清照更发出“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
袖”的低吟，这里的“东篱”俨然成了词人“人比黄花瘦”的愁绪寄
托所在；还有明朝冯惟敏的“恰东篱劝插黄花，又南浦催斟绿酒”、
清朝郑板桥的“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等等，无不寓示
着“东篱”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成为了一个永恒
的文化坐标。

再次使劲用鼻子一嗅，幽幽的菊香将我的思绪慢慢地收回。坐到
桌前铺纸提笔，我很快草就了一幅《采菊东篱》的素描，画里那朵瘦
瓣如钩、素雅高洁的菊花，在秋风中亭亭玉立，在霜降中清香四溢，
在对视中颔首微笑……

菊香东篱
文化寻根 □钱续坤

明代画家吴彬创作的《孔子杏坛讲学图》，绢本，设色，纵125
厘米，横62厘米，现藏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画面内容为
孔子在杏坛讲学的情景。从画的特点、内容以及人物的形态、服饰可
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

吴彬，字文中，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万历间以能画荐授中书
舍人，为宫廷画师，是生活在明代后期的一位知名画家。此图人物面
容庄重古朴，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遒劲，设色古雅，充分体现了画家
不同凡响的艺术底蕴和功力。背景以暖色调黄色为主，体现了孔子师
徒关系融洽、亲切和雅致、和谐的讲学环境。孔子端坐在中间一张圆
形矮榻之上，弟子们分两旁坐于蒲团之上，说明师生有别、讲规矩、
重秩序，体现了孔子儒家学说的“礼”和“仁”，“礼”为道德规范，

“仁”为道德准则。左侧一弟子双手合抱于胸，或是发问，提出疑难
问题。孔子面向于他，像是单独解答他的提问。这一细节体现了孔子
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孔子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
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了解和熟悉弟子的个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弟子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
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或是孔子提问以前学过
的内容，这位弟子在回答问题。孔子教育弟子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
度，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举一而
反三”；或是这位弟子腼腆，不善于提问，孔子主动让他提问，提倡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风。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在图的前方有两位比较年长的弟子，说明孔子招生没有年龄限制，孔
子的弟子很多，年龄各异，最大者仅比孔子小4岁，最小者则比孔子
小53岁，弟子之间相差47岁左右。从图中看，四位弟子尽管都是着
大领广袖长服，发用蓝布挽髫，但是衣服颜色不同，其中仨弟子穿灰
服，一弟子穿红服。这说明弟子的地位和经济状况也不一样。这一点
集中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
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弟子三千来自鲁、
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
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如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
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孔子弟子有来自
贵族阶层的，如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有来自商人之家的，如
子贡；有来自“贱人”家庭的，如冉雍；还有居陋巷的颜回，衣蔽缊
袍的子路，安贫乐道的原宪等。

孔子后面一屏风耸立，屏风后是生机盎然的杏树，杏花绽放，姹
紫嫣红，这代表孔子讲学之地——杏坛。春意盎然的景象也给严肃的
讲学画面增添了几分春天的气息和活跃的气氛。杏坛位于曲阜孔庙大
成殿前，为孔子讲学之处。孔子在教学上践行他的理念，不仅言教，
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弟子。他爱护弟子，弟子也很尊敬
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在
此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培养了一批儒学传承人。《孔子杏坛讲
学图》以孔子设教讲学为题材，采用写实与浪漫手法相结合的方式，
用形象生动的绘画语言，塑造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光辉形
象，体现了古人尊孔重教的优秀传统。

品读古画中的
孔子教育思想

文化印记 □郑学富

欢庆元旦（漫画） 魏有花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