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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8人赴抚州调研，一进昌
北国际机场，以“文化抚州 梦想
之舟”为主题的宣传海报就映入
眼帘，醇厚、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
而来，我不由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次真是来着了！”
王安石、曾巩、晏殊和晏几

道、汤显祖、陆九渊……这些都是
能发出金石之声的响当当的名
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这样一
个江南小城，经过唐诗、宋词和明
曲以及傩舞、采茶戏等多种文化
元素的浸润，再经过一代代崇文
尚雅者盘来盘去，便形成了诗韵
悠长、古意飞扬的包浆，就有了无
处不在的书香阵阵、书声琅琅、书
页翩翩，文风匡政风，政风铸社
风，社风带民风，想来，这样的城
市，一定是“庶子自带三分雅，凡
夫也会五行诗”。我的喜欢，就这
样先入为主了。

抚州有个文昌里，本以为不
过是有些古风古韵的寻常巷子
罢了，谁知，一踏入文昌里，便步
入了“临川四梦”的第一梦——
游园惊梦，实景演出《寻梦牡丹
亭》把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演
绎得大气而又唯美，汤显祖万万
不会想到，他笔下的人物在 400
多年后，会是这样既立体又有色
彩的存在，这不就是习近平总书
记念兹在兹的文化传承吗？从第
一幕到最后一幕，边走边看，我数
度觉得，古人亦今人，今事亦古
事，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所汲取的营养、撷取的精华、焠取
的能量，远远高于文化产品本身，
我再也不把《牡丹亭还魂记》仅仅
当作一个爱情故事来读了，而杜
柳之间的爱情故事之于今日，也
能够而且必须具有更深一层的现
实意义。

在汤显祖纪念馆，我们也了
解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
是怎么一回事，从中引发的思索，
也远比原来读故事所感受到的要
多得多，所以文化是什么？文化
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反复激荡仍然
历久弥新、历久弥坚、历久弥浓的
精神内核和价值塑造。这，也正
是我在参观过程中感慨颇多的主
要原因。

参观王安石纪念馆，我于“明
月轩”“踯躅园”“辛夷园”“荆公
亭”“半山堂”等展区驻足良久，脑
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几句

掷地有声的话语，这是何等的胸
襟与情怀，这是何等的正义与刚
直，这是何等的果敢与担当。于
是懂得了，王安石笔下为什么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的达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
月何时照我还”的洒脱和“叹门外
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
谩嗟荣辱”的豪迈。正所谓，读一
篇古文，不如读写者的故事，从王
安石的荣辱浮沉的经历中，我们
不难把一本书读得更厚，这里边
有文字的张力，也有史实的引力，
更有人格的魅力。

在南丰县，我们还拜谒了曾
巩纪念馆，见证了“曾子文章众无
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的含义，见
证了曾巩在齐州、襄州、洪州、福
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为官所
留下的作为和口碑，这不正是我
等为政者学之、鉴之、效之、为之
的最好样板吗？突然觉得，历史
从来就不是写在书里的，这些古
贤也从来没有离我们而去，而是
用一种轻无痕、细无声的感染力
告诉着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做。参观古代名人纪念馆，不是
走走看看，而是走进了名人的内
心，循着他们的人生履迹，找到一
条对的路，并拾起一颗在对的路
上走到底的初心。

抚州一行，我们还参观了黎
川古城、流坑古村和游垫古村，
在这里，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的时
空隧道中穿行，看到的是把历史
文化的种子保存好后，又植入一
片少被世俗污染的沃土，后又培
土浇水，使其根深叶茂，花开果
香。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传统文
化、厚植古老文明，这不正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题中应
有之义吗。

我的体会有三：
一是文化让一个地方灵气、

秀气、大气、有才气，破坏文化有
罪，保护文化有功，传承文化有
为。

二是文化是瑰宝，是我们从
老祖宗手里接过的，还要交到子
孙后代手里的不可多得的财富，
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三是历史遗存能够留下来是
我等之幸，把历史文化保护好是
我等之责，讲好历史故事，借古
鉴今，不亦乐乎！以古喻今，不
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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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之子
宋堂海的篮球梦

□高翠萍

鸡西市，黑龙江省工业学院体育馆
里。一场激烈的篮球赛正在进行。场上
的小队员们如同刚脱笼的小猛虎，充满
攻击性和活力。他们的动作快速而精
准，每一次传球、上篮、投篮都尽显其对
篮球技艺的掌握与热爱。

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则十多
岁，他们中既有稚气未脱的男孩，也有灵
动可爱的女孩，每一个孩子都沉浸其中，
脸上挂着纯真无邪的笑容。

场边，一位宫姓家长脸上写满了欣
喜和感慨。他说：“我儿子接触篮球之
前，总是默默地待在家里，要么看电视，
要么玩手机，与人交流不多，孤单一人。
自从和宋校长学习打篮球后，他就像变
了一个人，开朗了，学会了与人沟通、团
队协作，身体也更加强壮健康。”

这是宋堂海与当地学校合作的一次
“篮球进校园”公益活动。鸡西市特教中
心副校长李雪梅说：“这些孩子是启智班
的学生，在智力方面可能稍有差异，但他
们对篮球、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不亚于其
他孩子。今天，宋堂海校长将‘篮球进校
园’活动带到我们学校，让这些特殊的孩
子也有了学习篮球的机会，这对他们来
说，无疑是一份巨大的幸运。”

宋堂海这个名字，鸡西人并不陌生，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代表黑龙江
省，参加全国煤炭系统大企业的篮球比
赛，勇夺亚军；他带领鸡西球队连续荣获
全省甲级联赛冠军；在某次全市篮球甲
级联赛的决赛中，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改
写了比赛，防守、突破、投篮，独自砍下51
分，帮助球队夺冠……

1971年，宋堂海生于鸡西二道河子
矿，他的童年总是伴随着矿井机器的深
沉轰鸣和父辈们沉重的身影。14 岁那
年，二道河子矿业余体校曹国清教练那
双经验丰富的眼睛，瞥见了宋堂海的篮
球天分。自那以后，宋堂海踏上了他的
篮球征途。当大多数孩子沉浸在甜美梦
乡时，宋堂海却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
黎明的第一缕晨曦还未完全驱散夜色，
宋堂海就已经开始了他的一天。他身着
磨破的旧衣，脚穿破旧不堪的球鞋，踏上
了前往鸡西大学的道路。那数十公里的
奔跑，成为他每日必做的功课。

为了保护那双只值两块多钱的黄胶
鞋，宋堂海将“沥青”涂抹在磨损的鞋底
上。这种简陋却坚固的保护措施，表露
着一个贫穷少年对梦想的坚持和对困境

的无畏。冬日的清晨，寒风犹如刀锋，无
情地切割着他的肌肤，他在雪地里练习运
球，常因寒冷而手脚和耳朵起泡。家中无
钱购药，只能用土法治疗，那些治疗的瞬
间，充满了疼痛与不易。两年时间转瞬即
逝，宋堂海的篮球才华开始绽放出光芒。

岁月流转，宋堂海代表省青年队，在
市级、省级，直至全国煤炭系统，以精确无
比的远投和出类拔萃的运动能力，不仅在
篮球场上一次次带领球队走向胜利，更以
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赢得了“最佳远投手”
和“优秀运动员”的荣誉称号。他的每一
次跳跃和投篮，都成为赛场上最闪亮的焦
点。1996年的全国煤炭系统篮球赛上，面
对不乏李春江和黄云龙这样的国家队球
员的强敌山西阳泉队，宋堂海他们以98:
90的比分击败对手，最终获得亚军。

煤矿之子闪亮篮球场

1997 年，在绥芬河的篮球赛场上，
在接近胜利的一刻，一个意外的瞬间，
宋堂海的右腿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
断裂，半月板严重损伤，他不得不告别
充满热血与激情的篮球赛场。

在漫长且充满挑战的康复期间，宋
堂海并未远离篮球。他利用恢复之余
的清晨和傍晚时分，领着儿子在家附近
的室外篮球场投篮、运球。宋堂海坚韧
不拔的身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并
吸引了邻里的孩子们。

“太帅了，再扣一个！”孩子们的尖
叫声在空中回荡，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对
偶像的崇拜与憧憬。宋堂海开始指导
孩子们打篮球。体育馆内，鸡西小学的
操场上，篮球在孩子们手中上下翻飞，
击打在地板上，发出清脆有力的声响，
宋堂海像一位艺术家，用篮球与汗水发
掘着每个孩子的潜能与兴趣。

宋堂海开始与当地学校合作“篮球进

校园”公益活动，本文开头提到的场景，便
是宋堂海在鸡西市特教中心教孩子们打
篮球。随着激昂的《相信自己》乐曲响起，
操场上百余名身着黄绿色运动装的学生
开始做热身运动。三名身穿红色运动装
的教练员在队伍中穿梭，他们的声音清晰
而坚定：“双脚与肩同宽，身体半蹲，右手
运球，左手抬起护球……”宋堂海不仅口
头指导，还亲自示范，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都那么专业而优雅。篮球“砰砰砰”的击
打声与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相互呼应，洋溢
着运动的活力和青春的朝气。

西郊乡中心学校作为鸡西鸡冠区域
内唯一一所乡村学校，学生大多是留守儿
童，父母外出打工家中只有老人照顾他
们。宋堂海每周为学校免费提供两次专
业训练课，提供专业指导，成立学校的篮
球梯队。全校学生人手一球，形成特色篮
球大课间活动，操场上、体育课上随处可
见手拿篮球的学生在一起秀篮球技能。

让公益篮球进校园

在鸡西会展中心的篮球场上，每一
次篮球拍打地板的清脆声，都在诉说着
宋堂海的梦想——振兴鸡西女篮。他
的眼神里，燃烧着对篮球的热爱和对女
孩们未来的期望。

体育场上女孩们的身影虽稀疏却
珍贵，宋堂海深知，培育一名优秀的女
篮运动员，至少需要八年的时间，这是
一段充满挑战和坚持的旅程。于是，作
为鸡西未来篮球学校校长的他下定决
心，不仅提供免费的训练，还解决孩子
们的装备难题，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使他们能安心地把女儿送到训练场。

宋堂海首先聚集了四十多名女孩，
每位赠送价值六百元的专业运动装
备。那些五颜六色的篮球衫和短裤，不
仅仅是运动装备，更是宋堂海对她们的
梦想所做的承诺。时间流逝，梦想渐渐
开花结果。如今，已有七十余名女孩在
他的精心指导下练习篮球。

这个由宋堂海倾心打造的女篮团
队，逐渐成为鸡西这片土地上的一道亮
丽风景。她们的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

赛，都是对中国篮协“上场吧，女孩们！”
口号的最好回应。

宋堂海的训练场上，有着严谨而有
序的训练计划。他亲自挑起了主教练
的重任。为了选拔和培养更多的篮球
人才，宋堂海计划未来定期到各学校挑
选合适的女篮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五
年级。这些学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
清晨时分，从六点到八点，进行训练。
篮球之外，还有耐力跑、速度跑、跳绳、
跳远等多元化的体能训练。在环绕鸡
西市会展中心的 800 米跑道上，女孩们
的进步一天比一天明显，从最初的两三
圈，到后来跑满八圈，每一滴汗水都映
射着她们的成长和坚持。

经过数年的努力与坚持，宋堂海与他
的女篮队员们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在全市
篮球锦标赛中夺冠，在鸡西市第八届运动
会的不同年龄组别中获得冠、亚军。

在篮球的世界里，女孩们在汗水与
欢笑中，学会了坚持，体验到了团队协
作的力量，她们的人生也因此更加充满
活力。

“勇敢上场吧，女孩们！”

只要冬天要来了，我的心就开始翩翩
起舞：大大的雪、厚厚的冰、堆起红胡萝卜
鼻子的大雪人、冰场上尽情地挥洒欢快的
笑声……

雪天能点燃我的兴奋与激情，顾不上
小脸和小手冻得又红又肿，只要一放学，
就迅速跑回家，背起冰鞋奔向冰场。

最初的冰鞋是一双花样冰鞋，很大，
是成人穿的，我的小脚丫穿进去像套上了
两只大船。于是，妈妈给我套进去一双厚
厚的毡袜，又穿了好几双厚袜子，才勉强
撑满了冰鞋。站在冰面上也是晃晃悠悠
的，冰鞋左倒右倾的，滑起来有些滑稽。
好在冰刀是双刃的，比速滑刀和球刀要厚
得多，刀前面有突出的弧状齿牙，轻轻一
蹬就能滑走。

能拥有一双冰鞋的孩子真的很幸运，
冰场上虽然有好多与我同龄的孩子在尽
情玩耍，但他们大多都是在冰面上奔跑或
打出溜滑儿，能穿上冰鞋滑冰那可是令人
羡慕的事。我刚到冰面上时根本站不住，
两腿发抖，像只南极的企鹅，摇摇摆摆，几
步一摔。有时还会摔个倒仰，屁股又痛又
麻。摔了多次以后，就慢慢找到了窍门，
只要猫着腰，重心在前就不会仰着摔了，
摔跤时用肩着地，并顺势一滚就不会摔疼
了。我看见体育老师在教大学生们滑冰
的要领，就在一边细心地听、用心地学。
两脚张开成V字形与肩同宽约45度，前进

时脚呈外八字，右脚前进时，右脚稍稍压
外刃，左脚则稍稍压内刃，右脚用力滑出
去，左脚用力推，重心稍微移往右前方，然
后就让右脚滑行一阵子，再换左脚将重心
放到左脚上。重心是很重要的，熟悉重心
转移的感觉是学会滑冰的关键。

我很快就在冰面上滑行自如了。滑
冰能上瘾，这是真的。背着冰刀往冰场走
的路上，心情就像花儿开一样，甭提有多
畅快了。那时的冬天格外冷，手露在外面
不一会儿就被冻僵了。来到冰场边上，只
能坐在雪堆上先穿一只冰鞋，然后把手抄
在棉袄的袖子里暖过来后再穿另一只。
滑上几十分钟，脚就被冻木了，只好脱下
冰鞋把脚放到棉鞋里暖一会儿，等暖过来
后再穿上冰鞋继续滑。每次滑冰几乎都
得反复穿七八次冰鞋，麻烦却也无奈。滑
完回家，身上像散了架一样的疼痛，但却
相当的开心。有时脚丫还会被冻伤，红肿
起来又疼又痒，这时妈妈就会用脚盆在院
子里盛半盆雪，用雪来给我搓脚，那一刻
我满脑子里还是滑冰时的酣畅淋漓！

记得一位老师是花样滑冰专业队下
来的，我就常常跟着他练，他教给我动作
要领与技巧，跳跃、旋转、接续步、燕式步、
点冰跳、蹲踞式旋转等等。

等我长大了一些，就不再滑花样了，
那时觉得只有滑速滑才最神气最过瘾。
于是，我又让爸爸帮我借了一双速滑冰

鞋，专心练起了速度滑冰。起跑、直道滑
行、弯道滑行、背手、摆臂、单脚刹车、双脚
刹车……滑冰对提高心肺功能效果非常
好，滑跑、蹬冰还可增强腿部力量，还可培
养和提高运动素质，提高力量、耐力、协调
能力和柔韧性。

那些站在场边上眼巴巴看着别人滑
冰的男生们，有时也会使点坏水，趁人不
在偷偷往人家的棉鞋里灌雪，或者干脆就
藏鞋，让你滑得好，叫你找不到鞋。女生
们则是最文明最虔诚的，她们站成一排有
说有笑的，头戴的花头巾、毛围脖和身穿
的花衣服都是冰场上夺目的亮色。

随着滑冰水平的日渐提高，我的速度
也越滑越快。冰场上最害怕的就是那些
刚学会滑的人，却总是在跑道上晃悠，时
刻都要躲闪着提防这些人，有时也会撞个
人仰马翻。我还怕冰面上的冰缝子，弄不
好冰刀就会插到里面，人跌倒了不要紧，
只怕伤到脚踝。会滑冰的人总要把冰缝
子考察清楚，做到心知肚明才敢快滑。

日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虽然
很多年没在滑冰场上驰骋了，但心依旧紧
紧地系在光洁的冰面上。那冰面上的蓝
天、那翩跹的雪花、那亮闪闪的冰鞋、那自
由滑翔的优美的姿势、那旁边观看的女孩
们兴奋的眼神……冰场上升起彩色的梦，
这绚丽的色彩为自己铺就了一条彩色的
路和彩色的人生。

﹃
舞
﹄
在
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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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 古韵悠悠游垫村

↓

王
安
石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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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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