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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7月 18日上午，在市区三七街西段
一个小小院落里，今年 85岁的毛凤德
老人安静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鹰城
山水志》，屋内的吊扇轻轻转动，桌上的
盘子里放着自己种的西红柿。虽已耄
耋之年，但读书写作依然是老人家的习
惯，因为这让他幸福、充实。

读书让他精神富足

《清史稿》《水经注》《后汉书词
典》……记者在毛凤德家的一间小屋里
看到，书柜里装满书籍，旁边的桌上、床
上也零落地堆放着书。

“我自小喜欢看书，尤其是文史类
的书。原来家里藏书较多，后来村里拆
迁，我捐了一部分人文历史、市志县志、
辞典词典，前几天又捐了一部分，现在
只剩下这些了。”毛凤德说，他现在每天
都阅读，也希望更多人读到这些书。

毛凤德小时候家里穷，只上到小学
二年级，1956年应征入伍，去了辽宁锦
州。毛凤德在部队的学校里完成了从
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在此期间迷上了读
书，读得最多的就是四大名著和文史类
书籍。

“我那时候在部队后勤，经常利用
空闲时间看书学习，我的努力也得到了
部队领导的认可，他们把我送到沈阳军
区培训。通过读书学习，我既积累了知
识，开阔了视野，最重要的是读书给了
我力量，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毛凤德
说。

1965年，毛凤德转业到平顶山，成

了一名工人，单位订的报纸杂志成了他
的最爱。1992年退休后，他成了市图书
馆的常客，也会逛旧书摊，只要对哪本
书感兴趣，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不知不
觉，家里的藏书已有近千册。

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宝郑表示，毛凤
德是市图书馆的老读者，也是专家型的
阅读者，是民间文史研究的代表，有很
强的奉献精神。

书读多了爱写作

在毛凤德家里，记者还看到了大
量手稿。“年龄大跑不动了，我就在家
看书，写了一些杂记。”毛凤德拿出《宋
元明清民国碑文选集》（平顶山地区）
说，退休后，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各个
县（市、区）的庙宇和墓碑间穿梭，抄录
各类碑文近百篇，汇集成了这本书，里
面有人口的变迁、村庄的形成、民俗
等。

毛凤德曾写过自传，但写着写着感
觉没意思，正好西高皇村有人续修家
谱，这给了他启发：有人写县志、市志，
自己为什么不能写一本村志？毛凤德
立刻着手写村志。他在村里走访上年
纪的老人，查阅资料，最终写出了30万
字的《西高皇村志》。后来，他根据每天
的日志写出了《1990年-2014年平顶山
市新华区西高皇村域天气实录》。

2016年7月，毛凤德把多年来编著
的《鹰城山水志》捐献给了市档案馆。
该书分为山志和河渠志，为研究平顶山
地区的山川河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书中穿插的一些历史故事，对传承本土
文化、保存本土记忆、研究平顶山地区

的民俗民风也有一定帮助。该书也是
平顶山市档案馆有史以来收藏的第一
部由民间个人编著的志书。

翻开《鹰城山水志》的山志，蒸馍
山、龙尾巴山、尖山、焦赞山、应山……
书里收录了鹰城的426座山，还有手绘
的平顶山系示意图和九里山系示意图；
河渠志则记录了鹰城的106条河流、5座
大型水库……毛凤德表示，为了写好
《鹰城山水志》，他阅读了《山海经》《左
传》《史记》《汉书》《后汉书》《读史方舆
纪要》等书籍，鹰城不少山域和河流他
都去过。

85岁的老伴周金鲜说：“他在家书
不离手，要不就是到处跑，有时候一大
早背着干粮就出门了，一出去就是一
整天，回来就坐在桌子前写写画画。”

“生也有边，学业无涯。学如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坚定不移，永远读书
学习。”毛凤德说，他会一直坚持看书写
作。

八旬老人毛凤德

书香悠悠幸福长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有人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我
说，书是人类最美的陪伴者。”7月17日，
在鲁山县张良镇芹菜沟村一农家小院
里，捧着书的赵大民说。

从小痴爱读书

赵大民今年 54 岁，尽管考上过高
中，但因贫弃学当了农民。

家里有台半旧收音机，赵大民就收
听农业知识、小说连播等。“听书”有缺
陷，遇到哪句听不清，也不能反复听，有
书读成了他的愿望。

母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用卖鸡蛋
钱给他订了一份《人民文学》，并让他带
着家里的土特产去县城教书的亲戚家
借书看，可把赵大民高兴坏了。

“别人赚钱都是用来改善生活，俺
爸宁可不吃不喝也要买书读。”赵大民
的女儿赵鹏爽说，小时候她不理解，直
到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喜欢上读书，才领
悟到读书的乐趣。

一次，赵大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便想买一套
看看，无奈囊中羞涩。为实现梦想，他
白天上山挖药，晚上照着电灯捉蝎子，
加上母亲卖鸡蛋的钱，一个月后终于进
城把书买到了手。再后来，赵大民经人

介绍去鲁山县文化馆借书看。他跑了
50公里到文化馆，里面琳琅满目的书把
他惊呆了，看看这本、瞅瞅那本，觉得每
本都是最好的。

1990年，赵大民到青海一家农场打
工，不少工友因气候不适应，没干几天
就离开了。农场学校有图书馆，可以随
便看书，赵大民因此留了下来。后来临
走时，校长又送了他10多本书。

藏书丰富人生

赵大民喜欢的书有两大类，一是农
业科技，二是各种文学期刊、报纸和小
说名著等。

赵大民在科技知识的帮助下，养起
了羊、牛，生活由此得到了改善。“他读
书多，是俺这儿的‘百事通’，大家遇啥
事都喜欢找他。”赵大民的邻居说。

1984年，赵大民看到《中国少年报》
举办征文大赛，便试着写了一篇散文
《山神》，结果获得了三等奖。从那时
起，他笔耕不辍。1999年-2005年，他连
续获得全国性的农民读书征文奖。
2014年，在中宣部等举办的“我们的中
国梦，讲述中国故事”全球华人文艺作
品征集中，他的散文《故乡月，边疆月》
获文字类三等奖，并应邀参加央视的颁
奖晚会。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之际，赵大民的组诗《长征

路上的娘》获《光明日报》举办的诗歌大
赛二等奖。赵大民还先后两次受《光明
日报》邀请，与诸多作家一起到山西和
内蒙古等地采风。

“如果不读书，就不会有这些人生
光环。”赵大民说。

爱读书的人也爱藏书。赵大民重
建房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留一间
书房，只要手里有余钱，就买书往书柜
里添。“现在4个书柜全装满了，连床上
堆的也是书，再也不愁没书读了。”赵大
民说。

赵大民给自己制订了读书计划，买
一本、读一本，争取把每一本书的内容
都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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