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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鲁开鲁及邻区地震资料拾遗及邻区地震资料拾遗》》出版的前前后后出版的前前后后
文/梁立伟

自我 1976 年到开鲁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从事地
震工作到 1992 年离开，青春年华中的 17 年都从事
与地震有关的工作。在离开开鲁县地震站之后，我
还经常思考当年在地震工作中遇到的那些解决不
了的业务问题。退休后，翻阅当年自己发表的关于
地震的论文资料和科普稿件，想到自己已年近七
旬，当初和自己一起从事地震工作的地震站的老同
志都已经去世，感觉自己有必要抓紧时间，把这些
珍贵的地震资料整理出来留给后人。

当年我把观测到的水氡等前兆手段的数据，点
在矢量图上，面对一条条曲线找不到与地震的对应
关系，自己像看天书一样地看着这些曲线图，百思
不得其解，内心苦闷到了极点，当时多么希望有人
能给以指导。多年的地震工作实践，让我深深的感
悟到，我们对地震这个未知世界的探索，不可能由

一代人完成和解决。
今年 5 月，听说了开鲁县图书馆正在征集本县

历史文献资料的消息后，我想到应该把自己发表过
的地震论文等资料的复印件转交给档案馆，以方便
后人查找本县和邻区的地震资料和分析研究开鲁
和邻区的地震趋势时做参考。开鲁县人大原副主
任肖彦德提醒我说：复印资料的存放时间只有 20年
左右，20 年后复印资料的字迹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很灰心，考虑到 20 年后自己的
身体状况，决心出一本关于开鲁地震论文资料方面
的书，于是我便开始着手准备《开鲁及邻区地震资
料拾遗》。

正当我们为出版《开鲁及邻区地震资料拾遗》
一书校对文稿时，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四川省甘孜
州泸定县发生了 6.8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这个消息使我更加坚信“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
不防”，也坚定了出版此书的信心。

《开鲁及邻区地震资料拾遗》一书分为 5 部分，
分别收集了上世纪 80年代以来，自治区、市、县三级
地震工作者撰写的，涉及到开鲁及通辽地震和地质
方面的论文、地震科普稿件、地震工作的新闻稿件、
地震文艺稿件，以及公元 419 年～2021 年开鲁及邻
区的部分地震震例。

9 月 24 日《开鲁及邻区地震资料拾遗》正式出
版，分别被内蒙古档案馆、通辽市档案馆、开鲁县档
案馆、开鲁县图书馆乡友藏书室、内蒙古百年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藏书室、开鲁县第一中学藏书室、开
鲁县政协藏书室等单位收藏。我想，在以后几十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如果有人能因为书中的某个观
点、某个事例或某句话，对后人分析预报本地区地

震有所启发，这将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在编印此书的过程中，我的老师王佐玉，我的

老处长张景文还有社会各界友人，给予了多方面的
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022 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5 月 17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离退休干部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
力量。《开鲁及邻区地震资料拾遗》一书编印成书，
了却了我大半生的心愿。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
的老同志，虽然心脏手术后体力很差，但我深知自
己的责任。作为党员，就要听党话，跟党走，要做
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还有一丝力气，就要
努力地为党工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知识的
源头活水恰似汩汩溪流，从阅读的馨香中涓涓流
出，滋润着心田、开阔着视野，指引着我的人生航
向。

这是我爱上读书后最深切的感受。
记得小时候，父母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为过

上幸福生活辛苦打拼，家里很少课外书。那时候真
希望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课外书，哪怕是小人书也
好。或许是我在父母跟前念叨的次数多了，有一
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柜子上放着三本白色封皮的
书。仔细一看，是我梦寐以求的作文书。当夜我抱
着心爱的书入梦，那夜的梦是最幸福的梦。父亲买
给我的那套小学生作文书，记不清我已读了多少
遍，文中的字词被我一遍又一遍地勾勾画画，觉得
里面的文章太精彩了，那些小作者简直个个都是天
才，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上初中时，我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是高尔基的
《童年》。书中的阿廖沙是个苦命的孩子，年仅十岁
父母双亡，但他性格倔强，从未向苦难的生活低

头。书中的人物被塑造得栩栩如生，阿廖沙的外婆
慈祥善良，外公粗暴蛮横……读着读着，泪水一次
次涌出眼眶。从《童年》中，我读懂了人世间的真善
美和假恶丑，也让我学会了用微笑面对生活中的挑
战和困难。

后来，我在镇上的一家小书店读到了一套《鲁
迅杂文全集》，鲁迅先生的十八部杂文集全都收录
其中。我多么想拥有这套厚重的大书啊！但一听
到报价十八元时，被吓呆了。哪来这么多钱呢？回
家后，茶饭不思，心里空落落的。几乎每隔一两个
星期，我都要骑自行车去五公里外镇上的那家书店
看看我心爱的宝贝还在不在，有没有被人买走。我
一次次地抚摸着那古铜色的书衣，最终又依依不舍
地将它放回书架。就这样，我一边攒零花钱，一边
祈祷着书不要被别人买走。有一天，我又来那家书
店看我的宝贝，老板说：“小姑娘，这套书卖给你
吧！”我窘住了，一阵脸红，因为那时我才攒了十二
块钱。老板说：“你是学生，来了好多次了，给你便
宜点，给十二元吧。”我连忙将一大把零钱拍在老板

面前，抱着我的宝贝踏上了回家的路。虽然鲁迅先
生早年的杂文是用文言写成的，篇幅也很长，对于
初二的我来说犹如啃天书，但我还是在似懂非懂中
读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最大的爱好依然是买
书读书。在青岛旅行结婚时，也不忘买几本书回
来。生活中每每购得一本好书，便如获至宝，它们
就像一座座灯塔，照亮了一个求知者勇敢前行的道
路。

孩子出生后，家里的书更多了，各种绘本、故事
书、童话书陪伴着他慢慢长大。三口之家，每人手
捧一本书，度过了一个个温暖、充实的清晨和黄
昏。对我而言，工作疲劳之余，和孩子一起读书是
最幸福的事；对一家人来说，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
情，在书里遇见美好的他们，感觉生活都变得美好
起来。

“闭门只为书卷香，书香多情似故人”。书籍对
我来说，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有书相
伴，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和绵长的幸福。

近 期 我 阅 读 了《考 古 一 百
年》这本书。该书由著名考古学
家、艺术史学家、中国美术考古
开创者之一的杨泓先生撰写，书
稿以时间为序，九大章节内容贯
穿史前至宋代各个时期，勾勒并
重现了中国古文明不可磨灭的
光辉轨迹。不同于以介绍器物
类“国宝”为主的通俗读物,同时
穿插介绍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
史，视野更为开阔。阅读该书，
使我对中华文明的演进有了更
深的认识。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
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考
古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则是注
释历史最好的“活字典”。

阅读此书有两点感受。一
是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
传承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作
为中国人，我非常骄傲和自豪。
二是感受到中华文明巨大的创
造力和感染力。许多优秀的文
化基因、优秀的价值观念沉淀在
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
今天不断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动
力。

文化自信则是一个国家或
民族自信力的最高表现。只有
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
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
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
力。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与其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
自信的历史依托。

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的
文明史，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中
断。没有中断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中华文明有天然的
屏障。南是大海，西南是喜马拉
雅山，西北是沙漠，阻挡了外敌
的入侵。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
和古印度，虽然文明很发达，但
就 是 缺 少 中 国 拥 有 的 天 然 屏

障。二是作为文明载体的文字，一直没有中断过，被各民
族使用，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文字直到如今。三是中华
文明有兼容并蓄不断发展的特点。面对外来文化的冲
击，由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同化性、发展性，使它很迅速
的适应这种挑战，站稳脚跟，与外来文化互相兼容，一起
发展，而且每次外来文化的冲击都能使中华文化涅槃重
生！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
伟大祖国的历史。前后相继的历代王朝构建了一个统一
的连续体，这就是“中国”。王朝只是中国的肉身，文明才
是中国的灵魂。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
族国家，每一次大统一吸纳的民族就越多，从而共同推动
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壮大。

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随着中国在国
际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日益走向世界。我们应该
以大国担当的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不断学习、比较、
借鉴，一方面把中国文化推介给世界，让更多人在中国文
化、中国智慧中获益，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吸纳其他文明的
优秀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始终与
时代同行，护佑人类福祉。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
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增强文
化自信、凝聚奋进伟力，我们必将推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民族复兴乘风破浪。

闲时，从书店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厚重的黄蓝
相间书皮的书，细看书名，竟是我国首位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作家莫言的大作。再看简介，莫言之所
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竟与此书有关。
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 567 页的《生死疲
劳》。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我深深地被莫言这位
鬼才大家幽默风趣的写作方式所吸引，沉醉其中，
魂牵梦绕于书中主人公西门闹等人的悲欢离合。

《生死疲劳》主要讲述了解放后，受文化大革
命迫害的地主阶级西门闹含冤而死，来到地府当
中，无论阎王如何酷刑逼之认罪，西门闹仍誓死不
屈服，无奈阎王只好惩罚他转世为牲畜。然而，经
历了驴、牛、猪、狗、猴、人的六世轮回，西门闹仍保
持着为人的记忆。当它作为牲畜的时候，它时而
夹杂着为人的愤怒与同情，时而夹杂着为畜的幸
福与快乐，久而久之，西门闹渐渐地接受了自己已
离世的残酷现实，乐观地体验着以牲畜的角度，看
西门屯人们的人生百态。当放下所有愤恨的西门
闹，再次回到地府时，阎王终于允诺让他投胎为
人，也就是大头婴儿蓝千岁，蓝千岁将他六世以来

的全部经历都讲给了他的朋友——蓝解放听。故
事以动物的视角，俏皮的语言，把沉重的故事叙述
得惊喜连连，化解了生活的无尽苦楚。

读完第567页，合上厚厚的《生死疲劳》时已是
凌晨两点多，躺在床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禁想
到:生活就像一部电影，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这部电
影的主角，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全然由自己做主。
有的人选择坚守做自己，不被时代的脚步所干扰，
特立独行，不在意世俗的眼光，如书中执拗的蓝脸，
几乎十年如一日都在孤军奋战，与时代相抗衡，那
孤独、坚守、落寞的农民形象令人同情；也有顺应时
代发展，抓住时代机遇的人，如游刃有余、审时度势
的西门金龙，他在西门屯众多青年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西门屯叱咤风云的人物。由此可见，人生的态
度不同，成就的人生也就大不相同。我们每一个人
的人生都充满了困惑和坎坷，没必要感慨命运的不
公，我们要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发展的
步伐，坚定地走下去，不计成败 。

人的一生，跌宕起伏，苦难不断，坚强、乐观、豁
达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苦难，正如书

中主人公西门闹一样，虽生财有道，操劳一生，最终
家财散尽，家破人亡，仍笑对人生，这份豁达多么难
得。当我们选择笑对人生时，任何的困难和苦楚就
会显得微不足道。生活中，我们脸上的微笑多一些
阳光就会穿透阴霾照进我们的生活；心胸豁达一些
就会领悟“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望天外云卷云舒”的淡然之美。人生短暂且宝贵，
每一个人都在这段生命之旅中努力地活着，肩上担
负着时代的使命，找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感，
不曾停歇。我们既是生命的主宰者，又是生命的过
客，相同的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命过程都不是一帆
风顺的；不同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截然不
同。面对生活的坎坷，内心豁达、越挫越勇的人势
必成为引领时代的弄潮儿；消极悲观，内心脆弱的
人，将一直生活在自我怀疑，无法战胜自己的痛苦
之中，庸庸碌碌，无为度日。

态度决定一切，遇事坦然则泰然自若，遇事哀
怨则痛不欲生。愿我们在短暂的人生路上活得通
透，活得自如，活得潇洒！

（作者单位：科尔沁区解放小学）

我写的文字总是不值一读，所以读的人极
少。受限于这极窄的范围，我毫不犹豫地相信读
者没有读过魏思孝写的《都是人民群众》这部作
品。

当然，这不重要。因为我要说的既不是这位
作者，也不是这部作品。

不说作者，是我觉得他没那么多值得说的。
不说作品，是作品淡极了。没有养眼的俊男

靓女，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探
险，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尔虞我诈的宫斗，
连贯穿始终的男女主人公都没有，只有用白描手
法写出的几十个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生平或
片段，而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小村子里的
普通人。

但是，我知道不仅某省某市某乡某村的村人
是这样，几乎全国各地所有的农民、工人、渔民、职
员等等也都是他们这样的小人物，我们绝大多数
人的人生本质都是这样的人民群众。

于是，思考之后我们看到：老年人经历过很多
无奈，品尝过很多委屈，遭遇过很多苦难，渐渐接

受了现在的自己，也接受了自己的一切，经济宽裕
也好，拮据也罢，身体健康也好，疾病缠身也罢，子
女成器也好，不成器也罢，他们都全盘接受了；中
年人多数已经疲惫不堪，平日里就够忙够累了，偶
尔吹嘘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或继续沉迷于自我
欺骗中就算是娱乐了；青年人大多还带着想要改
变人生的抱负，其实这样的抱负基本上都是幻想，
他们只有在经历了多年的发财无望或婚姻平淡
后，在现实生活的压力真切地摆在面前后，在对生
活的热情几乎消耗殆尽后，才逐渐无奈地脚踏实
地过自己的日子。

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人生道路，老年、中年、
青年都走在这条路上。时代会有不同，他们面对
的环境会有不同，各自的经历会有不同，但人生的
本质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人都曾经努力向上地生
活，又都不止一次地被生活捶打，然后在被捶打中
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于是抱怨、愤怒、冷淡、麻
木、沉默、听之任之等等状态都慢慢出现了。我们
不能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个人的人生规划不够清

晰，或者个人的奋斗不够顽强，也不能归咎于向上
的道路不够宽畅，或者这个社会不够完美。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
人看”。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哪些美好的东西
被毁灭了，甚至没人在意那些美好的东西，更重要
的是不知道那些美好的东西是被什么人毁灭的，
是怎么毁灭的。举例子来说，圆明园是被英法联
军烧毁的，比干是被商纣王剖心而死的，这样的悲
剧都能找到作恶的责任者，这是“有责任者悲剧”，
但还有一种“无责任者悲剧”，它比那些善恶悲剧
高出好几个美学等级。在无责任者悲剧里，找不
到具体的责任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似乎每个人
都没有错，而结果却与人人都有关。

不管文章写得多糟糕，总要收尾的。我想不
出怎么结尾，只想起古希腊的一句名言，也许对我
和我们都有用，那就是：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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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多情似故人
文/赵岩

人生百般滋味，遇事坦然面对
文/李敏

我们都是人民群众
文/李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