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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达川区王道正先生的交往十有三年，
他是比我年长的大哥，我尊其德品，敬其精神，
乐与其交，久而益敬。去年底，听说他沉潜八
年，将出新作，甚是欣喜。近日忽捧新作《论语
正解》时，差点不慎失手，这本十六开、六百四
十余页的书确实厚重，仿佛一位博学的儒者站
在我对面；再看其版式设计、印刷装订和典雅
外观皆堪称完美，又像“中通外直，香远益清”
的莲花，令人爱不释手。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连续白天、晚上翻阅
《论语正解》，竟然一页接一页、一章接一章地
看了下去。虽然是国学经典，却有读章回小说
的吸引力、感染力；虽然《论语》文本是文言文，
却注译得行云流水、明白如话；虽然是两千五
百年前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记录，却解读得如
此接地气、有烟火气，活泼有趣，雅俗交融，熨
帖人心，与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论语》注译有很
大不同，这既是《论语》作为国学经典的魅力，
也是道正先生八年研读《论语》、多岗位工作历
练、数十载人生体悟、一直坚持修学文化经典
的结果。作为道友，我心深喜焉。

看完这本书，还需费些时日。我认真看了
大半部分，觉得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尊经
当今时代纸质出版业、电子出版业十分发

达，网络视频更是浩如烟海，各种解读《论语》
的书如同大棚蔬菜，四季常有，但一些人为了
吸引眼球和获取流量，故意把两千多年来众多
儒学大家、国学大师对《论语》很多章句的解读
予以完全否定，开口妄言：“这句话出自《论
语》，你读了几十年，但你根本不知道这句话讲
的是什么。”然后胡乱断句，割裂文本，曲解圣
意，推翻历代那些皓首穷经的先哲们的注解，
把五个字的一句话断成两句，把十几个字的一
句话断成四句，才读两三个字就停顿，好比汽
车才起步就急刹，令人头晕目眩；而且使出自

《论语》、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成语、名句无法生
根。中华文化五千年未曾断代，《论语》是口语
风格很浓的语录体，这样做既不符合中国人说
话的习惯，也缺乏对经典起码的尊重。我所了
解的道正先生素来严谨，他在党政部门任职
时，其单位的上行文、平行文，哪怕是三五几
行，他都要在拟稿人、分管领导签字后反复斟
酌修改再签发。九年前我读过他的译解力作

《易经全本详解》，就领受其活泼而严谨的文风
了。这次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这本《论语
正解》，一以贯之地体现了道正先生对经典严
肃、严谨的态度。对《论语》文本每一章节字词
句的注译都十分审慎，尊重历代经学大师的主导
意见，做到既简明扼要又恰当妥帖，文从字顺，力
争“信、雅、达”。据了解，为了书中一个字到底
是绞丝旁还是足字旁，道正先生跟相关专家探
讨争论长达两周，后来他找到了古籍的木刻影
印版是绞丝旁，双方才形成一致意见，足见双
方学风的严谨，读者深入书中会深有感受。

二.创新
编排体例有创新。该书近九十万字，分成

《上编》和《下编》。《上编》对《论语》五百一十二
章节的文本作了详注详解，每一章节按正文、
注释、今译、成语、解难、参考、延伸阅读等七个
方面的顺序编排，疏朗爽目，内容丰富，解读过
瘾。《下编》对《论语》涉及的儒学重要词句、耳
熟能详的名句、成语、孔门重要弟子等四个方
面近一千条全面梳理、科学分类、逐条例释，

《下编》就像是一部小型的《孔子辞典》或《论语
辞典》，查阅方便，例证丰富，易于引用。

少数注译有创新。对前贤注解的质疑不
会使经典变得黯淡无光，但胡乱拆读、妄出己
意，就涉嫌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
心。在尊重经师对《论语》注解的基础上，道正
先生除了购买阅读大量的古今研究《论语》的
名家名著外，还订阅了《孔子研究》《周易研究》

《考古研究》三种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从而掌握
国内专家、国外汉学者对《论语》研究的最新成
就，并参考相关古籍的当时语境表述，结合自
己的分析，创新译解文本少数章句。比如我看

《学而篇》原文有两句是“君子不重则不威，学
则不固……无友不如己者”，几乎古今名家的
译文都是“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
坚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论语
正解》一书却创新译为“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
仪，学习不要固陋……不结交与自己不同道的
人”。作者对此作了详尽注解和说明，我信服。

延伸阅读有创新。该书每一章节后面都
有一至多段精彩的《延伸阅读》，总共应超过一
千条，相当于“买一送二”，读者学一知二，其体
裁或文或诗或词，内容或事或情或理，古多今
少，罕有所见，短小精悍，理趣兼具，过目不
忘。读者从《解难》和《延伸阅读》里，可以感受
到道正先生的博学多闻和审美雅趣。

三.切实
注译字字落实。在注释上，并没有对文本

字句做繁琐的考证、引用，不像孔乙己教鲁迅
那样——茴香豆的“回字有四种写法”，而是阅
尽千卷、删繁就简。在今译上，我阅读很多章
节，没有看到增字解或漏字解，简练直译、辞达
而已。作为三十多年前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本科生，这本书再次彰显了道正先生在语
言文字方面扎实的功底。

解读切近现实。《论语》里子夏提出了“切
问而近思”的要求，唐代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
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主张，主张
创作要对时代、社会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也应该如此。道正先生在

“解难”里对文本解读紧密结合现实、观照当
下，不虚言、不空言、不泛言，不少章节的解读
与实际生活结合紧密，论述精彩叫好，体现了
宋代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解
经原则。

歧义存疑求实。研讨学问本是古今学者
的一大快事，宋代朱熹诗曰：“旧学商量加邃
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
人间有古今。”但古籍久远，版本歧出，意有别
解，考古又有新发现，对此，道正先生对这样的
个别章句的译解，采取了存疑或倾向于某某名
家意见的做法，未做定解、强解。

作为国学经典的《论语》，有“中通外直”的
正能量，有“香远益清”的魅力。宋代赵普做了
宰相后，回家闭户读《论语》，手不释卷，烂熟于
心，第二天办公“临政处决如流”，处理起政务
果断利落，以至于感叹“半部《论语》治天
下”。

事非经过不知难。据了解，该书经过了七
次全面修订，平均每次千余处，一字一句一符
号，作者亲力亲为，用模糊了两个键盘字母上
的白漆，八载躬亲打造精品，有“铁杵磨成绣花
针”的毅力，川大出版社郑重书面推荐称《论语
正解》“是译解儒家经典的好书”。因此，我听
说不少机关单位将这部国学经典译著作为职
工学习用书，一些中小学买这本书给语文老师
做教参，不少家长买来给孩子阅读。

但愿您能读鉴。
（作者系四川大学博士，四川文理学院教授）

中通外直 香远益清
——读王道正先生的新作《论语正解》

□朱德莉

“纪念焦裕禄诞辰100 周年暨电影《我的
父亲焦裕禄》创作总结座谈会”日前在京举
行。据介绍，影片策划、拍摄历时三年多，从

“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人”三个角
度，展示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感人形
象。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等主办的影片创作总结座谈会上，专家表示，
影片展现了焦裕禄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具有很
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教育引导作用。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认为，
影片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形象、在细节真实
中丰富典型形象、在集体记忆中阐释和宣传典
型形象，有助于中国精神的传承弘扬。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
表示，影片以女儿的视角回忆、解读焦裕禄的
一生，刻画了可敬可亲可爱的人物形象。

“从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到今天的《我

的父亲焦裕禄》，是电影人传承焦裕禄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又一实践。”影
片出品人韩梅表示，中国电影人将努力创造出
更多精品力作，讴歌伟大时代。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对焦
裕禄家风家教的呈现，是整部影片的亮点。影

片将焦裕禄光辉一生娓娓道来，描绘了他与家
人相处的温情点滴，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引发
广泛共鸣，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为今后同类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
有益借鉴。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

展示“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人”感人形象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戴静文）近日，记者从四川文艺
出版社获悉，中国作协会员、巴山文
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
员、渠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明春长篇
小说《川乡传》自出版后捷报频传，
在海外版权“走出去”方面同样表现
亮眼。

该书关于中国改革四十年乡村
巨变的题材受到海外出版社的关注
和青睐，截至目前已售出包括英文、
阿拉伯文、意大利文、俄罗斯文在内
等7个语种的外文版权。外方出版
社包括有八十多年悠久历史的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图书出版公司、意
大利著名的综合性出版集团——白
星出版集团以及发行渠道覆盖北
美与南美洲的巴西—塞迪克中心
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社社长荣获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沙特阿
拉伯—阿拉伯文学出版中心等，均
为有几十年历史的当地老牌实力
出版社。

各语种版本的《川乡传》出版，
将把中国乡村的故事、中国改革的
故事带给世界各地读者。

渠县作家李明春作品《川乡传》
外文版权输出7国

成天混迹于网络朋友圈，写诗发
表，交流分享，李天奎受到一些诗友的
点赞，开始有些“得意忘形”。直到有
一天，一个文友偶然看了他的诗作，
认为其有一定文学素养，但是意境、
修辞、逻辑等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
升……文友这句话，说中了他的困惑，
也像给他打了鸡血。他说，“在最初的
创作中，我将自己的诗歌发在朋友圈
和一些诗歌公众号上。朋友的点赞，
让我感到小有成就却又迷茫，现代诗
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能算是一首好
诗？”

一语点醒梦中人。他开始继续操
练，执着追求自己的诗歌梦，走到哪写

到哪，见啥写啥。有时半夜醒来灵感突
发，也要翻身下床，拿起纸笔，记下自认
为传神的妙句，生怕从脑子里溜走。有
时在外面与朋友聚餐，吃着吃着，“话
痨”的他一时安静下来，知道的人懂
了，诗人要用手机写诗了！不多会儿
便已发到朋友圈。为此，他没少挨老
婆骂：“一天神戳戳的！”骂归骂，因为
不懂电脑，老婆还是主动将他的诗录入
电脑并投稿给各类报刊。

“网络容量无限，作者水平、诗歌质
量参差不齐。”经历网络的浮躁和喧嚣
后，沉淀下来的李天奎，逐渐让自己的
格律诗和现代诗从自媒体公众号转向
正规的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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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思：五十岁出道的诗人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龚俊 王梅

迈入天命之年的当天，
李天奎决定写诗记录自己的
人生。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
挚友时，大家戏谑：你一个连
“的地得”都不分的高中生，
穿了一辈子警服，赳赳武夫
一个，能玩得下来文学？何
况是最高雅的“长短句”……

这话刺激了李天奎。回
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他失眠
了。他找来一页稿纸，写下
了一首《今天，我为自己写
诗》：“无奈的青丝/在秋风的
涤荡里染白了心事……五十
一岁的今天/对我来讲/才刚
刚开始……那些曾经蹉跎的
岁月/却成就了一种厚重的
历史……”这首诗，仿佛是其
立下的无声的誓言。

四年后的今天，当李天
奎将第一本署名九思的诗集
《诗心种在凤凰山上》带到单
位签名赠书时，同事们纷纷
对他刮目相看——他成了达
州监狱第一个出版个人诗集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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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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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李天奎的父亲在一次剿匪战斗中，
被土匪的手榴弹炸伤后感染截肢，仅剩
一只左手，母亲在他童年时早逝，年幼
的他便饱尝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痛
苦。

小的时候吃过大苦的人，生活将赐
予他们坚强和进取。李天奎当兵入伍
后，先后学习武术、烹饪、书法、吉他，退
伍进入监狱系统工作。工作中，他充分
展示自己在部队掌握的特长，执行过某
省罪犯大押解等多项特殊任务。他曾
经还是全省监狱系统内第一个敢吃螃

蟹的人，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代表单
位先后在重庆奉节县的竹园镇承包煤
矿，在夔门的水码头承包货物搬运……
从警几十年，学了一辈子，他在采煤、采
矿、炼焦、制砖、种植养殖、建筑、电子元
件、制衣等十多个行业干过管理，担任
过狱政等多个基层岗位负责人，成功改
造了成千上万个罪犯。

丰富的人生阅历，成为其文学创作
的源泉和灵感。生活，是一种体验，也
是一首诗；而阅历，正是其诗歌的营
养。

一路走来，九思在诗歌的浪漫王国里
自得其乐。他的诗题材广泛，情感真挚，语
言精练易懂，格律诗讲究韵律。中国青年
诗赋家协会主席、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任
美霖评价他的诗歌没有纷繁的意象，没有
复杂的象征，也没有晦涩的隐喻，他往往是
让语言本身来表情达意，或浓烈地直抒胸
臆，或将情感蕴藏在轻浅的叙事之中。

有文友评价，李天奎的情诗较有味
道。如陈登权就评价他的情诗：情的真，诗
的美，仿佛空气中都充满了爱情的味道，世
间都是他情诗的旋律。

几年下来，李天奎有近 200 首诗歌刊
发在《中国诗人地理》《河南科技报》《文学
百花苑》《达州日报》《达州晚报》《大巴山诗
刊》等三十余类报刊，出版了诗集《诗心种
在凤凰山上》，先后加入中国诗歌学会、中
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达州市作协、
达州市诗词协会等。此外，李天奎还公开
发表了多篇散文，其中一篇《父亲的左手》
获得四川省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

站在州河边吹奏电吹管，回家研墨挥
毫习练楷书……工作之余，李天奎又多了
两个爱好，不过诗歌还是要写的。“我学历
不高，读过的书也很少，和著名的诗人、作
家相比，目前写的东西还相当稚嫩，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

采访结束，记者心头有个疑问：一个年
届五旬的半拉子老头，是什么让其“老夫聊
发少年狂”？他笑笑说，“我只是想用诗歌
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悟，因为对生活的热爱，
我用最真诚的文字，把我的过去、现在和将
来，融入最美的诗行里，绝不是因为地位、
权利、金钱这些虚的东西。”

从下决心开始，性格“猴刨刨”的九
思便变得“多愁善感”起来。草木的荣
枯、风雨的变幻、城市的灯火、乡间的野
趣、生命的美好……都成了他笔下无所
不写的题材。伤春悲秋，歌唱生活，吟
咏爱情，一篇篇自娱自乐的诗歌就这样
出炉了。他认为是涂鸦之作，登不了大
雅之堂，一直不敢拿出来示人。关起门
写诗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彼时文化公众号兴起，高雅的诗歌
变得“草根化”，被一些人搅得“风生水
起”。李天奎接受一个文友的邀请，加入
当代巴山文学微信公众号。有了这个平
台，他开始将自己的涂鸦之作发到公众号

上，接受众人的检阅，同时给自己取了个
源自《论语》、充满哲理的笔名——九思。

读了人家的诗歌，李天奎意识到自
己诗歌的不足，立意、韵律、情感、语言
等差得远呢！别人咋就写得那么好
呢？他急切地想找到答案。

阅读汪国真，苦读泰戈尔……但那
人世间最美好的文字犹如一个小学生
面对高考试卷。“起初的创作，我是见啥
写啥，可以说是找不到东南西北，毫无
章法。后来，在几位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我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诗歌、诗词
的创作理论，收获了一些经验。”回忆起
入行时的情景，他不好意思地说。

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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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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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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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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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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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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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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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诗心中有诗，，即成九思即成九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