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芮城县学张乡西北隅的东桥
头村，南距县城约 10 公里，北离中条山
约 5 公里。村庄三面环沟，一面通山，地
理位置奇特，村史比较古老。村中至今还
保留着为数不少的古庙宇、古民房、古窑
洞、古树、古井等建筑和遗物、遗迹。特别
是近年来《举起手来》《乡里乡亲》《天地
粮人》《李家大院》等 10 多部影视剧在该
村取景拍摄后，该村更是声名鹊起、引人
注目，前往游览探访者络绎不绝。

笔者自小在村中长大，以前从未感
觉村子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何以今日
竟如此热络？或许真应了那句“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东 桥 头 村 现 有 村 民 168 户 、610 口
人 ，而在外工作人员则涉及 100 余户、
400 余人，占到村中人口的三分之二。村
人 以 李 姓 居 多 ，差 不 多 占 到 总 人 口 的
80%。

古村名 古时，东桥头村村名为“乔
头村”，为一主村，其下辖六七个属村。村
中现存的一块明万历三十五年残碑，上
面刻有“古芮三坑里乔头村古有东岳庙
马牛王庙……”；村里遗存的清代《李氏
族谱》（老六分长门李范第三子祯祥支谱
序）中记载的村名也是“乔头村”。从芮城
县志查阅，清代乾隆版志书之前都为“乔
头村”，到民国版县志方改为“桥头村”，
但并无“东桥头村”之称。叫成“东桥头
村”，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事了。村
子西边原有个村叫“沟西庄”（民国版县
志里标注的仍是沟西庄），新中国成立后
改叫“西桥头”。也许是为了区分两个村
名，就顺势把桥头村叫成了“东桥头”。

字典里“桥头”词条的解释是“桥两
头和岸连接的地方”。过去村子三面环
沟，并无桥梁，所以村名叫“桥头”，没有
道 理 。而“乔 ”意 ，除 了 姓 氏 之 外 ，本 意

“高、高而曲也”，意指“向上圆曲凸起”；
而“头”则更有“首”“第一”等含义。从村
子三面环沟的地形地貌来看，叫“乔头”
是很贴切的，既合以地形定村名之意，更
包含古人对村民奋力向上、争夺第一的
期许和愿望，不管怎么说，“乔头”是很有
文化内涵和意蕴的一个村名。

据芮城县志载，乔头村为古芮“四
堡”之一的乔头堡。过去村子东西两面沟
有泉水，四季长流，树木葱茏，鸟语花香。
因村处于夹沟之中高台之上，故有“二龙
戏珠”之形胜，亦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前些年在村南沟边发现了一些古墓，有
专家考证，此为一秦汉时期古墓群，并推
论，该村古时或为一座城。而村北一地名
为“城上地”，或许也能够佐证这一点。
另，2017 年编印的《东桥头村志》记述，
春秋末战国初期，魏国贤士段干木（祖居
学张乡下段村）在孔村设馆授徒，闲暇之

时，常到干涧沟（孔村与桥头村之间的一
条沟）边与乔头村的村叟老儒闲谈聊天，
说明乔头村至少也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了。据乔头李氏族谱记载，该村原本为黄
姚两姓族人，元至正年间，官拜检点散骑
郎的李氏先祖李福成辞官归隐芮城水峪
龙沟，辟荒造地，桑稼为务。李福成育有
两子，长子李大育有一子李慜，迁居河南
邓州桑家庄；次子李老育有三子，长子李
志，迁居芮城西窑村，次子李恩迁居乔头
村，三子李德迁居永济洗马村。乔头李恩
一支后代繁衍旺盛，其后人又多分支迁
往陕西、河南及本县各地，留在村中的后
代又分老六份、小六份等各支脉，延续至
今。

古庙宇 从村子西南方的一座土桥
进入村庄，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座坐北
朝南的庙宇建筑群——东岳庙，也叫泰
山庙。庙前一棵大皂角树，树龄已达 400
多年。在它的对面是一座坐南朝北的戏
台，也叫泰山庙乐楼。在东岳庙正殿东前
沿墙上镶嵌的清康熙三十二年《重修东
岳庙正殿碑记》记载：“余社有东岳庙不
知建自何年……”一块明万历三十五年
断碑上面也记载着：“古芮三坑里乔头村
古有东岳庙马牛王庙……”由此推断，该
东岳庙至少在明以前、元代就有，历朝均
有损毁增修，现存建筑多为明清建筑风
格。

东岳庙坐北朝南，建在村里正中偏
南的一座高近 2 米的台基座上，台基东
西北三侧均为石头砌墙。基座上从南往
北依次排列有山门、过风楼、献殿、过厅、
大殿、寝宫等建筑及东西两侧附属建筑

（马 牛 王 庙 、药 王 庙 、送 子 庙 等 各 种 小
庙）。庙中各种神像早已毁没，而山门、过
风楼、过厅、更楼等建筑则于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由村民拆除，在山门原址上建了
一座戏台。现存的原建筑仍有乐楼、献
殿、大殿、寝宫。新中国成立后，东岳庙先
后为村小学、保健站、大队部所在地，也
是村民开大会聚集的场所。2018 年，东
岳庙被列入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纳入全面维修保护名单。2020 年冬，东
岳庙乐楼维修工作启动。

除东岳庙外，村中原还有关帝庙、关
帝庙乐楼、文昌阁、魁星楼、白衣堂、全神
堂、祖师庙、娘娘庙、铁脚龙王庙、李家祠
堂、老六份祠堂、小六份祠堂等大大小小
数十座庙宇祠堂，可惜其中大部分都毁
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之中。如关
帝庙乐楼、老六份祠堂、小六份祠堂等被
日寇拆去修了炮楼。而关帝庙、文昌阁则
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当时的公社拆掉
盖了礼堂。现在村中保存的古庙宇建筑
尚有东岳庙（部分）、乐楼、白衣堂、全神
堂、李家祠堂等。拆毁的文昌阁已由桥头
村在外工作人员发起捐款于 2018 年在
原址复建起来。李家祠堂和白衣堂均被
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碑 村中的古石碑原有上百通，
多集中于东岳庙里，后散落于民间，有些
被文物贩子收走，有些被毁坏，现存的仍
有数十通，如：《重修东岳庙正殿碑记》

《重修白衣神庙碑记》《增修龙王庙碑记》
《创建魁星楼碑记》《重修乐楼碑记》《修
池记》《修桥记》《重修祖庙碑记》《重建关
帝庙乐楼碑记》《奉谕碑记》以及一些墓
碑、墓志铭、懿行碑等，对于研究、记述村
中古建、民风、民情、人物等都极具考古
参考价值。

古树 村中现存的几株皂角树，树
龄大都在 400 年上下，其中 3 棵于 2018
年被列入县级古树名木保护对象。一株
在东岳庙前，另两株分别位于东巷李氏
宅院门前和场院沟边。

古井 过去村人吃水靠的是人力水
井。在这个只有几百口人的蕞尔小村里，
竟遍布着 30 多口水井。每一条巷道里都
有一口到两口井，而在东南西三侧沿沟
边临建的窑院里，每个院里都有一口自

用井。过去地下水位高，井深只有三四十
米，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地
下水位下降，在村北地里打了深井，家家
户户安上了自来水龙头，这些古井才被
弃用，有些被填埋，还有几口保留着。

古池 村中有一泊池，由来已久。据
现存乾隆二十八年《修池记》碑文记载：

“巽地有池，其水发源于西北（王山）大水
泉，经过神后遂源源而流于斯，是池也，
一村之脉气”。此泊池原为村中一水源
地，常年有清水，池南有排水口，水满则
溢，流入沟内。明隆庆年间遭大雨冲毁，
且在村中形成一条深沟，把村分成两半。
村人屡修屡毁，毁坏 200 余年，直到清雍
正乙卯年起，村人再次集资兴工，前后历
时 30 余年，理事更替 30 余人，费银千余
两，从村后斩崖取土运石填沟，又在池南
用青石条筑起石阶，池口修筑五个石鱼
固池分水，方才去除水害，并成一景（金
鳌吞五鱼、瀑布飞雪）。古人在碑文中赞
到“池中潆洄荡漾，流则瀑布翻飞，岸上
之杨柳葱茏可悦，隄（同堤）边之庙宇罗
列如帷”。迄今古池、石鱼、石阶尚在，只
是清水断流，仅作为村中雨水泄流道。

古宅 早期村民经济尚不富裕，便
借村子三面环沟之地利，临崖挖窑成院
而居，每院三两孔窑不等，且有的地方为
上下两层院落，犹如当今之别墅小楼。直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几户村民才
从这些窑院中搬出。而村子后巷一排十
几所院落，全为前房后窑。当年斩崖取土
挖的窑洞，虽已有数百年历史，然仍冬暖
夏 凉 、安 全 耐 用 ，人 们 至 今 还 在 居 住 。
2007 年由朱正导演的 24 集电视连续剧

《乡里乡亲》（播出名《光辉年代》）就是在
这些窑院里取景拍摄的。

自元代先祖李恩落户桥头，李氏一
族人丁兴旺，经济发达，先后在村中建起
了数百间大大小小的庙宇和民宅，村中
分为前巷、后巷、东巷、西巷。村民除务农
外亦有办学经商务工的，如有条巷子叫

“染坊巷”，有块地方叫“南书房”。现在村
子东巷里仍留存有两座清代道光年间四
合院民宅。另有一些散落的明清时期石
碾、石磨、石磙、上马石、拴马桩等，在村
里时有可见。

桥头村历史文化悠久，名人贤人辈
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新版《芮城县
志》中，入志人选即有 20 人之多。其中不
乏多名有重要影响人士，如：新中国成立
后芮城县第一任团县委书记李定一（李
一），芮城中学第一任校长李湘珊，芮城
县牺盟会协理员、青年救国会第一任秘
书李希天（革命烈士），芮城县图书馆馆
员、“李希哲私立图书馆”创办者李希哲，
芮城县第一个私营联合兽医站创办人之
一李太贵，清道光举人、曾掌教蒲阳书院
后应任太原府交城县教谕李应魁等。

元明清时期，村中就有多名饱学之

士成为朝廷命官，或为朝堂大臣、或为吏
部吏员、或为州府长官、或为府县主簿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里在外工作人
员中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他们中在党
政部门工作的有科长、有处长、有厅长；
从事医疗教育工作的有教授、有博导，有
院长、有校长；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有研究
员、有专家，有的还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
项目；部队中有团、营、连职干部；企业经
营中有厂长、矿长、经理、工程师等……
其中立功受奖、先进模范、标兵能手屡见
不鲜。

抗日战争时期，村中曾出过李湘珊、
李希天两名延安“抗大”学员，结业后受
党委派回村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李湘珊
以村小学教师作掩护，任村党支部书记，
积极培养发展地下党员 7 人之多，在村
小学和他家里建立了中共芮城县委地下
党的秘密联络点。李希天任芮城县牺盟
会三区协理员、中共外围组织“青救会”
秘书（实际负责人），曾介绍杜伯实（革命

烈士）加入牺盟会；同赵翼昌组织抗日游
击小队，活动于永、芮交界的沿山地区，
多次袭击敌据点，截击敌军车，围歼小股
敌兵，惩治汉奸土匪。

1938 年，桥头村曾做过 3 个月的芮
城县临时县政府所在地。是年 3 月，日军
侵占芮城县城后，县长闻风出逃，县政府
解散。由芮城县地方绅士宋墨卿（宋儒
林）、蔡伯束（蔡纯）组建的地方抗日武装
力量“芮城县游击大队”撤退至桥头村，
士绅们于 3 月 25 日在桥头村成立了临时
县政府，由蔡伯束任县长。桥头村同时也
成为多支抗日武装力量的根据地，其先
后有永济、芮城两县的抗日武装保安十
三团（原游击支队）、十四团（原游击大
队）团部等在此驻扎，培训军事干部。其
中保安十四团里大部分骨干成员为中共
党员，其补充一营和补充三营分别由共
产党员景秋岳、杜伯实担任营长，成为我
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桥头村组织的民兵
担架队先后有 10 余人参加了解放中原、
解放运城、解放大西北的支前工作；有 5
人随军南下入川，参加了当地的肃反、土
改、剿匪，并留在当地工作。

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
期，在芮城县第三区（所在地孔村）民主
政府工作人员中，从副区长、副政委到武
卫队长、组织干部等十多名领导都是桥
头村人，时人戏称第三区为“桥头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桥头村又有 5
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其
中李军（又名李书记）作战中光荣负伤，
被定为三等伤残军人。1976 年唐山大地
震时，刚入伍正在唐山机场集训的雷达
兵李明正，勇救战友、保护公共财物，荣
立三等功；援越自卫反击战中，炮兵李红
义班长带领全班战士英勇作战，荣立三
等功。

新中国成立前后，仅桥头村参军入
伍的革命军人就达 40余人。

村人世代重视文化教育，坊间曾流
传着一句俗语“上了桥头坡，秀才比驴
多”。从有记载的文字可以看出，自元明
清时期以来，村中一直有设馆授学的。位
于村子东南方的“南书房”之地，过去就
建有学堂。清乾隆十五年为村里创建魁
星楼撰写碑文的“岁进士吏部候铨儒学
训导”王之宪，曾先后 8 年在此地居住授
徒。本村儒学生员（秀才）李自操即为他
的得意门生。民国时期，村里设办有小学
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办高级小学，后
改为普通小学，到七十年代初又创办了
初级中学桥头中学。笔者从小学到初中
上学就没有出过村子，高中毕业后又曾
在母校桥头中学任教一年多。

自古以来，村中从事教育工作且卓
有成就者数不胜数：清代即有道光年间
举人李应魁，敕授修职郎，曾掌教“蒲阳
书院”（明代建于永乐镇文庙），应任太原
府交城县儒学教谕；李束躬，敕赠修职
郎，任汾阳县儒学教谕。民国时期有村人
李希哲，先后在县文庙、本村及阳院、三
坑等村任教；李湘珊先后在本村、大阳、
孔村及河南灵宝等地学校任教，新中国
成立后任芮城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校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龚壁（桥头
属村上窑村人）曾任康杰中学副校长；李
季荣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运城中
学校长长达十余年，在任期间，正是运城
中学辉煌鼎盛时期，退休后又被河津永
民中学聘任校长数年。李季荣上世纪六
十年代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
学，是当年村里考入大学的两名大学生
之一。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村里当
年就有 3 人同时考入山西农业大学（原
太谷农学院）、2 人考入大专、3 人考入中
专（技校）。此后年年几乎都有本村学子
考入大中专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
人才。

改革开放后，桥头村的经济社会面
貌与全县同步，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导
产业由单纯粮棉种植发展到多种经营模
式。人们虽然手中有钱了，但吃苦耐劳、
节俭淳朴、诚信友善、甘愿奉献的良好村
情民风始终保留、代代传承。

自 2003 年由冯小宁执导、北京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我国首部抗战喜剧电影

《举起手来》（主演潘长江、郭达等） 在
桥头村拍摄成功之后，迄今已有 10 多
部影视剧在村里取景拍摄。2006 年村
子被注册为二十世纪农村题材影视拍摄
基地；2017 年，投资 88 亿元、全国唯
一的县级光伏领跑基地项目——芮城中
条山光伏电站的 220V 光伏基站和新能
源展厅落户于桥头村；2020 年，“山西
省小麦高质量发展标杆学张项目区”也
落户桥头村……进入新时代，新一届党
支部村委会班子信心满满，精心擘画，
带领全体村民乘乡村振兴东风，在充分
挖掘、继承、弘扬历史传统文化，留住
乡愁的基础上，调整产业布局，增加村民
收入，桥头古村必将焕发新颜，更加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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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 娜）“油糕
脆啊凉粉凉，三白瓜是瓜中王，羊
肉饸饹来一碗……”近日，由万荣
县委宣传部、万荣县文化和旅游局
共同打造的歌曲《万荣万荣我家乡》
在全网上线。其朴实真挚的歌词、欢
快明了的旋律，特别是板胡唢呐等
地方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入，使得这
首歌一上线，就受到万荣老乡，尤其
是牛年春节因疫情影响没有回乡的
后土游子的热捧。

每个人心中都对自己的家乡怀
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首赞美自己家乡的歌谣。提起

《万荣万荣我家乡》的创作历程，词
作者刘冰清介绍：“虽然我不是万荣
人，但当我踏上这片热土时，就深深
地爱上了这里；每次见到这里的百
姓，都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万荣
万荣我家乡》经过万荣籍歌手华峰
富有激情的演绎，我们仿佛聆听到
一个黄河汉子的呐喊，感受到一个
思乡游子的吟唱，触摸到一个纯净
鲜活的灵魂。”

《万荣万荣我家乡》通过混搭中

西乐器，以现代说唱的形式与富有
泥土气息的配词，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华峰是土生土长的万荣人，也
是这首歌的曲作者，他说：“文化自
信不是空洞虚无的东西，对家乡的
热爱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简 单 纯 真 的 创 作 理 念 赋 予 了
《万荣万荣我家乡》最纯最浓的情
感，更为这首歌涂上了许多浓浓的
乡愁。“听到这首歌，仿佛耳边传来
了唢呐声，鼻尖嗅到了羊肉饸饹的
香味，咽下口水想起了县城大礼堂
广场的油糕……这首歌很好地体现
了新时代万荣人的自信与风貌。”

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万荣人董杰
无意中在网上听到这首歌，他的心
情很激动，同时又夹杂着些许伤感。
因为疫情影响，他已经快两年没有
回家了，特别想念家乡的亲人、朋友
和美食。“我从这里出去，常常想起
这里，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
这里……这首歌就是朋友，是家人，
是故乡，道出了无数在外游子的思
乡情，抚慰了我的乡愁。”董杰感慨
地说。

歌曲《万荣万荣我家乡》全网上线
受到响应号召就地过年的后土游子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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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岁月如梭，不觉之
间，敬爱的景克宁教授离开我们已
经 15 年了。15 年里，我谨遵循景克
宁教授生前对我的谆谆教诲，在传
统文化研究与传播方面，踔厉奋发，
笔耕不辍，取得了些许成绩。

可以肯定地说，在景克宁教授
晚 年 ，我 是 他 接 触 与 交 往 最 多 的
人。隔三岔五，我都会去景府要么
小坐，要么长谈，问学探道，聆听教
诲，获益匪浅。

1993 年 年 初 ，为 纪 念 毛 泽 东
100 周年诞辰，我决意编撰《老一辈
革命家诗词鉴赏辞典》。当选题成
功获批后，我欣喜地告诉景克宁教
授，他连连说道：“好事，支持！”并提
出由他撰写毛泽东诗词部分的鉴赏
文稿。该书出版时，他又惠赐美序，
令我珍感不尽。

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景克宁教授得知我在外语系教“中
西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等课
程时，强烈建议我在研究西方文化
的同时，应加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列举了中国
学界诸多的例子，如季羡林、钱钟书
等，鼓励我力争成为学贯中西的研
究者。

1999 年，景克宁教授荣获“山
西省十大藏书家”称号，省里相关部
门奖励他 2000 元的购书券，他遂把
购书劵送至我家，让我在太原解放
路新华书店挑拣些我喜欢读的书，
令我感动不已。

2000 年，我在主编“21 世纪大
学生素质教育丛书”（十卷本，150
万字）时，景克宁教授亲自帮助推敲
具体书名，反复润饰，直至最后定
稿，并亲自撰写了万言大序，一时传
为佳话。该书出版后荣获山西省高
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
奖。

2002 年 ，景 克 宁 教 授 八 十 岁
时，由我极力倡议，有关方面适时举
办了大型庆典活动。活动结束后，
我遂与杨方岗共同策划出版了《走
近景克宁——景克宁教授八十华诞
纪念文集》，并邀约著名作家梁晓声
题词，遍受河东学界与全国演讲界
的好评。

2005 年初夏，在我负笈澳洲访
学前夕，景克宁教授在鼎盛饭店特
设宴为我饯行。在异国他乡，得知
他第三次癌症复发住院，我心急如
焚，多次打电话问询病情。12 月上
旬甫一回国，第二天我便赶赴太原
探视，并在一月之内出版了我在澳
大利亚业已完成的《亲历澳洲》一
书。当我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双
手捧给景克宁教授时，扉页上端庄
印着的“谨以此书献给正在与病魔
作斗争并一定能第三次战胜癌魔的
恩师景克宁先生”两行大字，令他惊
喜不已。“难得，难得，谢谢，谢谢！”
他欣慰地笑着说。

在病榻上，他一手打着吊针，一
手捧着书本，仅用三天时间便把 20
余万字的书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
并对我不无幽默地说：“我看了此
书，犹如也到澳大利亚观光了一次，
况且，注意力在书中，化疗的痛苦就
感觉不到了，真乃书犹药也！”

2007 年 3 月，在景克宁教授逝
世一周年之际，我与杨方岗又编撰
出版了《空谷留响——景克宁教授
周年祭》一书。著名作家梁晓声专
致题词：

生命在这里长存，
思想在这里发光；
生命和思想，
在景克宁教授身上

达到了完美之统一与和谐……
2009 年 3 月，在景克宁教授逝

世三周年之际，我与杨方岗又编辑
出版了《人生哲思——景克宁名言
录》。书中辑录了景克宁教授著作
与演讲的人生哲语，分“理想篇”“智
慧篇”“笃学篇”“励志篇”等十编。

2010 年，我又参与策划了为景
克宁教授在仙阁山庄“名人苑”立碑
雕像之事，并与时任运城日报总编
辑的卫君翔等共同起草敲定了碑
文。12 月 12 日举行的“景克宁教授
雕像落成典礼”仪式，指挥长由我担
任。经过几天精心筹备，当天场面
之宏大，在运城堪谓史无前例。不
几天，我与杨方岗又策划出版了《永
远的丰碑》一书，辑录了落成典礼中
的相关文稿与诗联。

2016 年 3 月 2 日 ，在景克宁教
授逝世十周年祭日，我与杨方岗在

《运城日报》刊发了长篇缅怀文章，
并与樊晋英、卫君翔等前往仙阁山
庄拜谒悼念。

说实在的，在景克宁教授生前，
我与他是莫逆之交、忘年之交，我敬
慕他的人品、崇拜他的学识。因为
在我心目中，景克宁教授正如著名
学者、演讲艺术家李燕杰所言：“是
最像教授的真教授……不愧为中国
当代文史哲三合一的美学哲人。”

在他去世后，我仍想方设法宣
扬他的思想之力量，弘扬他的理性
之精神，做了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这些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得到著名
演讲艺术家李永田教授的无限感
慨：“人怕病了，人怕老了，人怕死
了……在人心不古的悲凉氛围中，
你们能在景老生前死后，一如既往，
做那么多的事，真是有情有义的大
好人，令人钦敬。”

行文至此，我想我该概略地说
明一下景克宁教授在多数人心目中
的伟岸形象。

他是勤奋的学习者。他自幼濡
染国学传统，熟谙孔孟之道，继而学
习革命理论，攻读哲学、美学。其观
察力、记忆力、概括力出类拔萃，超
凡脱俗。其语言表达融哲学的敏
锐、历史的宏阔、文学的精美为一
体，被誉为语言的演奏家，并无夸
饰，亦不为过。这种功力，有天资聪
颖的成分，更是后天勤奋的成果。

他是不懈的思想者。他思考理
论，思考生活，善于把抽象的理论
和现实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他
把每一节课、每一次演讲，都当成
生命中最盛大的节日全力以赴，一
丝不苟。通过大脑的不断思考、加
工，大量的史料、名言和事件，都
化为个人思想的载体，形成了青年
学子易于接受、催人奋进的话语体
系。

他是真理的传播者。景教授走
遍大江南北，演讲 3000 余场，作序
100 多篇，出版著作 10 余部。他利
用各种机会，传播道、德、学，讴歌
真、善、美，数以百万计的听众、读者
被他折服，受他感召。大量的青年
才俊点亮了生命之火，踏上了理想
之路，长成了栋梁之材。

他 是 勇 敢 的 践 行 者 。 青 年 时
代，他不倚名门望族，养尊处优，而
是驰骋报坛，揭露黑暗，以致险象环
生，几遭不测；壮年时期，他不是心
系小家，安分度日，而是捍卫真理，
敢说真话，以致身陷囹圄，被判极
刑；晚年时光，他面对癌魔侵袭，饱
受折磨，却抗争死神，活跃教坛，创
造了生命的奇迹。

谨以此文，纪念景克宁教授逝
世十五周年。

永远的景克宁
■秦建华

东桥头村的舞台与古树 （本报资料照片）

东桥头村地貌东桥头村地貌 （（本报资料照片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