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香余韵··

《
温
情
与
敬
意
》

芷
兰

著

7书香
统筹审读 董雪丹 责任编辑 程文琰2025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四

《温情与敬意》后记
◇芷兰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一直以为自己前世是一株兰，在《楚辞》中已沉寂

两千余年，因对屈原大夫的“美政”理想念念不忘，故
而转世为女子，以香草芷和兰为名。生于平民之家，尝
尽人世冷暖，然自幼酷爱《三侠五义》，仰慕包拯，终通
过一系列考试，成为一名法官，后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弹指一挥间，十二载光阴已逝。 “我有昆吾剑，求趋夫
子庭。 白虹时切玉，紫气夜干星。 锷上芙蓉动，匣中霜
雪明。倚天持报国，画地取雄名。”十年磨一剑，虽未达
到人剑合一的境界，然剑之所向，唯愿乾坤清朗……
庚子鼠年岁末，夜深人静之时，我以此为引子，纪实写

下是年春天疫情期间查办的一起案件，题为《美人如
玉剑如虹》。当然，这篇将近两万字的作品注定只是写
给我自己，留作回忆，也是纪念。 干干净净的文字，一
如干干净净的人生，一如从未改变的信仰和初心。

那年，是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最后一年；那时，
我刚到宣传部门工作。

光阴荏苒，倏忽又是数载。 我已在法院工作二十
年，记忆里所能有的不过是日子的琐碎和平淡。 没有
惊天动地，没有轰轰烈烈；不为功名利禄，不为富贵荣
华。作为万千基层公务员中的一个，平凡如常人，如众
生，如你我，只有踏踏实实地干，做一块方正守持的
砖。

冬去或春来，初夏或暮秋，雨晨或星夜，偶尔也会
唏嘘感慨。 半生奔波劳碌，所得，手边上暂且留得住
的，似乎只有这些发表过的文字。 出书，是一时兴起，
未承想，机缘巧合之下竟得偿所愿，由文字到运行，从
设想到实现，由衷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选自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以
来发表的历史人物系列作品。 本职和写作，它们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回顾这些年，不管在哪一个岗
位上，我都竭尽所能，用尽全力，直到无能为力，只因
职责所在、使命使然。 “文章合为时而著”，对我来说，
干什么就写什么，顺理成章，思考、辨析、鞭挞、弘扬、
表达、呈现，既是催促和召唤，也是奔赴和担当。 忠奸
和善恶、天理和国法、世道和人心，我以这些简简单单
甚至稍显幼稚的文字，作为一路成长的印记。

读史明智，鉴古知今。 文学是向上向善的，我写
的，力求是阳光明媚的一面，尽管这阳光可能是从布
满阴霾和雾障的历史缝隙中穿透而出的，因此，它更
强烈、更炽热、更刺眼，如果说这些文字与别人的不一
样，那一定是因为有我的信仰和信念在里面。

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我一向自诩
以屈原为师， 写他的文章本应收入散文集中作为篇

首，但因种种原因丢失，怎么也找不到了，殊为憾事。
但他永远是我的光、空气、水，我是他生长于江淮泽畔
的芷兰，他无尽地抚爱着我、滋养着我，让我摇曳、绽
放、坚挺、独立，散发着馥郁的香气。

出世，如野鹤闲云，超然物外；入世，似江河奔涌，
不畏艰险。 性情恬淡如我，本该远离尘嚣，静若芷兰，
自持一种诗性和典雅，然一入尘世无退路，回首过往，
也会心疼那个不谙世事却凭着一腔热血勇往直前的

自己，哪怕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也不惧不悔。 对工作
的热爱，对信仰的执着，常常无人理解，甚至还遭人误
解，挺过来了才发现，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玉碎》中有
句歌词：“总有一个心愿不能忘， 总有一个热爱不能
凉，总有一种激情长远留在心上。 ”人生在世，我做了
自己，不是他人或替身，不是复制，不是傀儡和代言，
一弱女子，虽不似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也非北方
之佳人，却愿绝世而独立。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信仰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
屈原大夫在《离骚》中写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

九死其犹未悔。 ”
两千多年前屈子追求“美政”，今日之中国，天地

辽远，江山如画，我愿追随之，做理想主义者，也是浪
漫主义者，我既以屈子为人生与文化的高标，心中必
有坚不可摧的信念；亦以香草和芷兰为配饰，永葆品
行的端正和高洁。

人生岂可无书？读史书，我读到的是一个“正”字，
是浩然正气，是以身殉志，是慷慨悲歌，这种感觉在读
《宋史》《明史》时尤为强烈。而勇气、骨气、胆气、豪气，
皆源于此，这才是支持我一路前行的力量所在。 本书
所写，正是这种浩然正气，它是先贤之光，是开启与创
世的闪电，是英雄和大义，是举于高山之巅的文明烛
照和薪火，是这春日蒸腾向上的力量。在其之下，小小
而微弱的，是我藏在文字间的温情，是我嵌入时间中
的仰慕和敬意……

一曲烟火人间的温暖颂歌
———读《六姊妹》有感

◇何静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急于穿梭于都市
的钢铁森林，却忽略了那些藏匿于平凡生活中的细腻
情感与坚韧力量。 作家伊北的《六姊妹》，恰似一股清
泉，以其宏大的家族叙事和细腻的情感描绘，为读者
勾勒出一幅幅普通中国家庭的生动画卷，使人在阅读
中重拾对人间烟火气息的无限向往。

故事始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决定———何

常胜，一位怀揣着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男子，响应国
家号召，毅然决然地带着全家人从温婉的扬州迁往安
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这不仅是地理
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命运的转折。

何常胜心中那份对“儿子”的执着，似乎预示着一
场关于性别、命运与家庭责任的深刻探讨即将拉开序
幕。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连续六个女儿的诞
生，不仅让他的愿望破灭，也为这个家庭的成员铺设
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成长之路。

《六姊妹》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更
是一段跨越时代的“生活史”，记录了中国社会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波澜壮阔。小说从何家六姊妹
的视角展开，她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面面
镜子，映照出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 ”在那个
物资并不充裕的年代 ，六姊妹与何家老太太 ，以及
母亲刘美心犹如面对重压却不屈不挠的竹子，共同
撑起了这个家。 她们的故事，是对女性力量最生动
的诠释———在逆境中不屈不挠 ，以柔弱的肩膀扛起
家庭的重担，同时也不忘追求自我价值与梦想的光
芒。

伊北的笔触温柔而深刻，他擅长在日常的琐碎中
挖掘人性的光辉。 无论是大姐的早熟与担当、二姐的
文艺和浪漫、三姐的坚韧不拔、四姐的聪明伶俐、五姐
的纯真善良，还是小六的叛逆与成长，每一个角色都

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情感。 这些女性形象，
虽各具特色， 却共同展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的强大力量。 她们的故事，是对“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解读，更是对女性独
立自主精神的颂扬。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六姊妹》在展现生活艰辛的
同时，也不忘传递温暖与希望。 书中穿插的家庭成员
间的误解与和解、姐妹间的争吵与扶持，以及她们在
面对生活重压时所展现出的乐观与坚韧，都让人感受
到了生活的温度。这种温度，不仅仅是亲情的力量，更
是对人性美好面的深刻挖掘，让整部作品如同浸在盐
水里的棉布———越是拧干，越能渗出生活本真的咸涩
与柔软。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纽带，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此外，小说对历史背景的细腻描绘，也为读者铺
开了一幅幅生动的时代画卷。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资
匮乏，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繁荣，再到下海经商的浪
潮汹涌，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被巧妙地融入故事，使得
《六姊妹》不仅是一部家族传奇，更是一部反映中国社
会变迁的微型史诗。

读完《六姊妹》，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 它
使人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外界的认可，而在于内
心的坚持与成长。 六姊妹的故事，是对所有在逆境中
奋斗不息、勇敢追求梦想的女性的致敬。 在这个充满
挑战与机遇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像六姊妹那样，以不
屈不挠的精神，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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