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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书店提供

一本讲无锡故事的好书
——读冯金涛《荣德生家族百年兴旺之谜》

夜读偶记

冯金涛先生第一本文学作品《荣
德生家族百年兴旺之谜》正式出版
了，他为我们奉献一份养心滋补的精
神美餐，值得庆贺。

作品浓缩荣家一百年发展历史，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生动刻
画荣熙泰、荣德生、荣毅仁、荣智健、
荣明杰五代人为中国民族工业崛起，
实业救国，造福桑梓，艰苦卓越创业
的心路历程，回溯一个世纪寻梦岁月
长河，展示一幅荣家百折不挠、薪火
传承的精彩画卷。

感谢作者第一时间给我送来大
著，15 万字长篇，我一口气把它读
完。掩卷沉思，感觉无法平静。《荣德
生家族百年兴旺之谜》是本好书，读
后收获匪浅。

首先，主题紧搭时代脉搏。荣氏
家族，是无锡骄傲，也是中国骄傲。从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已有不少相关
文学、影视等作品问世。在当今大时
代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写出新意，
写出特色，这是对作家的严峻考验。

作者是一位资深记者，长期从事
新闻工作，练就敏锐嗅觉与洞察能
力。作品以新的视角，站在高处远
眺，另辟蹊径，挖掘荣家成功之魂、成
功之根、成功之源。

治国先治家，治家先育人。荣家
为什么五代兴旺，久盛不衰？这是关
系社会兴衰的重大问题。作品核心
是弘扬荣家以仁德家训立本，以仁义
家风延续，固本治家之道，这是本书
最大亮点，震撼着社会神经，引发读
者与作者共鸣。

其次，人物群体印记鲜活。文学
主要写人，人写活了，作品就具有感染
力。荣家五代人有血有肉，有筋有骨，
内柔外刚，敢于担当，面对不同现实社

会，不同时代特点，不同风云变幻，恪
守家训，言传身教，干净做事，清白做
人，一脉相承。荣德生“一生低首拜
梅花”，暗示一个人生的深刻道理：梅
花敢为天下先，临寒不畏寒，报春不
贪春，送春不恋春，冰清玉洁，暗香浮
动。书中对人物内心描述细致入
微。尤其构思建造梅园“念劬塔”一
节，更是刻骨铭心，从“慈母塔”改为

“念劬塔”，念念不忘母亲在织机旁的
劳作，入情入理，感人肺腑，也让读者
领略了“为天下布芳馨”的荣氏精神
大格局。

第三，富有深邃哲理思维。荣家
五代人创造百年兴旺，绝非想象中岁
月静好小夜曲，而是一首跌宕起伏气
势磅礴的世纪交响。荣德生一生简
朴，清茶淡饭，一身布衣，一双布鞋；
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家中还是使
用原来旧家具，穿着补丁衣服，一双
皮鞋穿十几年；荣智健大学毕业后，
在四川凉山偏僻山区艰苦生活八年；
荣明杰 29 岁就走进上海开发老西门
改造工地，在高温酷暑天气，与工人
同吃同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
成功创业者，不可能一帆风顺，守住
家业，发展家业更不可能坐享其成。

荣家五代人在历史沧桑变幻中
机智应变，而对国家、民族、家乡、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定位始终没
变。作品展开对社会重物质、轻家
教，重分数、轻人格，重书本、轻德育
现象进行分析、议论、反思，使读者对
照现实社会，体味人性清醒与混沌，
从感性到理性，引领读者，感动读者，
产生作者与读者情感交流共振效应。

第四，不忘家国情怀。冯金涛先
生已年逾古稀，在数十载记者岗位
上，采写过大量新闻作品，获奖无

数。去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
华诞，1970届新闻系毕业生两位榜上
有名，首位是他。作者上世纪70年代
末，参加《新华日报》援助西藏工作，
历时四年，在高寒缺氧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经常骑马奔驰旷野采访农牧
民，在西部大地留下了光彩脚印，也
留下心脏疾病。退休以后，完全可以
安享晚年清福，可是当他接触荣家宛
若繁星的发展史料后，心灵受到极大
震撼，创作灵感油然而生。他说，作
为无锡人，从小就对荣家有一种敬佩
感恩之心，有责任把荣家兴旺积淀深
层历史写出来，它是无锡创业典型故
事，也是中国创业典型故事。一个家
族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决不能任其
沉默，一定要追根思源，寻找五代人
兴旺不衰之谜，让它千秋万代发扬光
大，这是社会需要，时代需要，中华民
族复兴需要。

在这个使命感召下，他每天早晨
四五点动笔，不会使用电脑，一个字
一个字书写，寒冬酷暑，两年时间，默
默耕耘，几易其稿，最终完成。作者
告诉我，这个作品，不是遵命之作，完
全是个人写作行为。稿子完成后，因
题材重大，一时联系不上出版渠道。
后来，找到人民日报出版社，未曾想
到，编辑当天接稿当夜回电，说：“稿
子已看，可以。”作品不久报中央有关
部门，送审很快通过。

《荣德生家族百年兴旺之谜》为荣
家五代人塑造了新的立体形象，解开
了荣家百年兴旺之谜。这是一本难得
的讲无锡故事的好书，治家先育人，

“荣家精神”必将被历史雕刻铭记。
《荣德生家族百年兴旺之谜》，冯

金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6
月出版，定价：58元

一个人，或步行，或骑行，或火
车，或汽车，行走在未知的路上；背着
行囊，在偏僻小径、偏远小镇，在异国
他乡漫无目的地行走。

一个人，慢慢行走，自由自在，其
间所有人、事、景、物，开启心灵世界的
能量；在路上，本身是一种内在的生命
的需要，是一种有活力的生命状态。

关于《停歇之书：给自己留点空
白》的写作，作者田禾在“前言”中写
得很清楚，就是要“寻找到自己的精神
自留地”“为生活涂鸦，为知觉歌唱，为
身体写诗，为净土西归”，这是他全部的
人生定义。这本书就是作者对生活梦
想的思索和寻找，是一次次旅程中反
省、体察、感怀、思虑过程的结晶，呈现
丰富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也隐现一抹
淡淡的忧伤。

“停歇”，是从大多数人沉浸其中的
日常工作和平常生活中抽离出来，过自
己想要的生活，像喜欢的思想家、哲学
家、作家、诗人、自然主义者如尼采、梭
罗、纪伯伦、赫尔曼·黑塞、杰克·凯鲁亚
克等人那样生活，在路上，在思考，在追
问，在自省，思考人类生存的终极意
义。每个章节前面，作者都引用这些
人及其作品中的名句，可见对其影响
深刻。

四个章节，四场旅程：“从未厌倦

追逐本心”描写坐火车从中国最东边
到西南角、再到缅甸的经历，绿皮火
车、七号车厢、全程三十九个小时，在
当下中国都是非同寻常的体验，中间
叙述自己来自西部山区、美丽家乡
——恩施，这个名字现在广为人知，
却是作者十五岁时就要逃离的地方；

“与静默的灵魂相遇”记录在生活的
城市杭州，在一天之中徒步穿行西湖
群山，其间的所见所遇所思所得；“生
命就是归于宁静”，记述一场穿越时
间和心性的短途山地车之旅；“只想
找个精神出口”，叙说用十七天时间
踏过大西部土地抵达拉萨，又花十四
天慢走尼泊尔。

作者很少写路上的景色，虽然他
所到之处有绝美风景，而是写从过往
的经历、故乡的生活、读过的书籍、听
过的音乐中得到的所思所想，向自己
的心灵深处挖掘。也写到儿时小伙
伴、青春时期的朋友、陌生的女孩、摄
影师、艺术家、送备胎给他的独行者、
日本旅行者等，有的是早期的交往，有
的是短暂的相遇，这些人都没有名字，
除了一个叫苏深的上海男人。他与苏
深在路上互相帮助，同甘共苦，一起吃
夜宵，但是骑行结束，尽管杭州与上海
近在咫尺，他与苏深不再联系，这是
作者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他不关

心他人的身份、工作和现实的一面。
作者自己同样神秘，他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他独居、独坐、独
行、独立，孤寂、孤单、孤僻、孤身，但
并不孤独和忧戚。同时他也不是一
个冷漠、麻木的人，书中倒数第二章
节“伟大的歌者，能唱出我们的沉默”
描写七个沉默的时刻，分别发生在新
都桥、高尔寺山、理塘、金沙江、然乌
湖、波密、拉萨。沉默的时刻，是生动
的时刻，更是感动的时刻，“在这个处
处讲究利益而人人趋于自私的年代，
他们乐于助人的友善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让我变得沉默。”作者怀敬畏之
心，发现人性的光辉。

作者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开启全部的感官，以细腻的笔触，写
下感知的一切，有回忆，有思索，有希
冀，有忧思，“听着音乐，背着书籍
……树在，山在，人在，时光在，世界
在，万物在”，他享受这种状态，“要让
独行成为生命的常态”。

作品文字优美而富有哲思，诗意
深然又气韵沉静，对大自然和生命万
物有深切感悟，其文字之谜、灵魂深
意与精神内蕴值得读者探寻。

《停歇之书：给自己留点空白》，
田禾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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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行走在未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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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将
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始末再现，
绝大部分细节、对话均有据可
查，在客观表述中展示两位文人
和思想先驱之间的惺惺相惜与
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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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是周洁茹全新创
作的短篇小说合集，作品反映了
作者近年的主要写作倾向：一是
香港故事，写异乡人在香港的日
常生活经验；二是女性故事，写
现代都市女性的普遍情感困
境。周洁茹，出生于江苏常州，
有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中国娃
娃》等，现居香港。

《
音
乐
的
故
事
：
从
巴
比
伦
到
披
头
士
》

[

英]

霍
华
德
·
古
多
尔

著

赖
晋
楷

译

理
想
国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88

元

作为英国当代炙手可热的
作曲家、BBC主持人，本书将音
乐的整个演化过程置入大历史
的视野之中，彰显其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演化之必然，将人类
音乐从史前三万年到现代的发
展历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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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孩子眼中关于成
长与变迁的故事，少年奔波于
小镇与上海之间，像反复的练
习。有一天，他们离开小镇，奔
赴各自的命运。三代人平淡的
故事里，隐伏着对历史、时代的
触及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