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有深情，就可以自成世界。”

秋往春来，物是人非，时间落在故乡

的人、物、事上，也让他从中更清晰地看到

了自己生命的样子。

《乡亲不老》是应忠良生活和生命间

的“绳索”，经由他重组的文字释存，是与

世界的一种沟通，而这些文字铺成了一条

路，让他与故乡遥遥相望。

当代的人或许更有如此的感悟，在我

们的内心中，哪怕就在故乡此地生活，故

乡的名字也会慢慢的变成记忆中的一种

无法触摸的光，渐渐地凝聚成一种符号。

故乡在应忠良的心里，已然成为了灵

魂的高地。“我接下来还会去采访很多老

人，每一个老人都是一座‘图书馆’，记住

这些远去的背影，可以更好的刻画时代与

生命的样子。”应忠良说。

而正如《乡亲不老》一样，看见来路，

才可归去。

“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地理上的

空间，而是一种辽阔与宁静的心情。很多

遥远的事物会帮助我们唤醒这种心情，从

而帮助我们回到故乡。”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骑行在街巷，迎面而来，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载着孙子。应该是刚放学，孩子抱着老人从车后座探出头来，笑容纯粹。忽然间就打动了我，像是

望见了乡间的小路，承载着所有行人的归去。

前几日采访应忠良先生的时候，读到他写的书籍《乡亲不老》，封面上写着“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竟然染上了些许游子的心情。

何人非游子？我问自己。杨柳岸，夕阳边，天涯路远，日暮乡关。

《乡亲不老》，或许也有着应忠良先生归来未晚的心绪吧。

应忠良：每个人都在寻找回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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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千山万水，独向白云深处，割下一

方沧海，支起无边岁月。

“故乡”是应忠良的信仰。那是生活的

故乡，也是生命的故乡。

“我的梦还是我的。”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过去未必过

去。

陷入回忆的时候，所有的过去都是经

岁月咀嚼之后的人生。就像在应忠良的回

忆里，时间不过是一条绳索，捆绑起了不同

的阶段，结绳记事一般，记录着人生的收获

几何。

应忠良出生在 1961 年，他的童年和求

学时代都被打上了特殊的时代烙印。“当时

不知梦想为何物？不过是受家中父辈的影

响，颇爱读书。”

第一次高考失败，他没有气馁，而是不

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他的高考经历充分展

现了其果断和适应能力。从最初考虑报考

理工科，到后来因各种原因弃理从文，他在

不断探索和尝试中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杭州大学政治系

录取，成为村里的首位大学生，这无疑是他

多年努力的结果，也是他回忆中的一个结

点。

在这些结点中，还有初入社会、平步仕

途、果断下海、收获成功等，翻开是长长的

人生阅历。如今回过头去看，就像抖开了

时间的结绳，数着数着，又团在了一起。人

间太大，人间的人也太多。

“喧嚷世间，明见自己。”

应忠良曾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也曾

是一名商人，但于内心深处，是一个文人。

如此眼里的世间，自然便多了些别的味

道。文人常说的“游子”，便也成了在世间

萦绕于心头的愁绪。小说中的“侠客”，便

也就成了在世间追寻的江湖。于是，他悄

悄的乐，也悄悄的悲。

大多数的悲喜会酝酿成对这世间的执

着。

应忠良的执着是从文化到生命的思考。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那么多值得

我们传承下去的精神，而我们却如入宝山，

空手而归。那原本应该是我们精神的家

园。”应忠良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将

忠、孝、礼、义、信，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扒拉

出来，“这个社会需要这些精神。”他说。

他在故乡永康寻找现代的孝道故事，

整理成册，大力推广。“这些才是时代的强

音。”说起这些孝道故事，他记

得每一个故事中每一个人的名

字，就像在介绍一位熟悉的故

人，仿佛那就是故乡的样子。

2011 年起，应忠良联合浙

江省文明办、浙报集团、省老

年学学会，在全省范围发起举

办“ 浙 江 孝 贤 ”大 型 公 益 活

动。截止目前已举办九届，成

为浙江精神富省的一个重要

品牌和全省文化领域的一张

“金名片”。

所有的文字，所有经历过

的人和事，最终都会沉淀在生

命里。这些书籍和故事，是应

忠良对于生命和时代的反思，

架构起他对于“故乡”的信仰。

“厚重是因为有历史，
温柔是因为有真情”

文人对于时代是敏感的。

这样的敏感使应忠良更加切

身地体会到痛苦与无奈，“故

乡”便成了精神的桃源，他把

对“故乡”的向往凝聚成了纸

端的畅想。

他的《乡亲不老》一书，更

是 他 对 故 乡 情 感 的 集 中 体

现。这本书耗时十余年，选取

了 25 位生活在其老家的父老

乡亲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通过

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在历

史洪流中的命运起伏。

老父亲的厚德温仁、乐善

好施，如同一盏明灯，照亮儿女

前行的道路。母亲的百折不

挠，含辛茹苦中蕴含着恒久绵

长的爱意，如大地般坚实而温

暖，给予儿女力量去面对生活

的种种艰难。奋不顾身投身革

命的应爱莲⋯⋯这世上，多少

人，多少事，谁又还记得呢？

应忠良看见了，记下了。

他以记录历史的态度，让

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鲜活且

丰满。

“聚焦他们，不光是一种眷

恋，一种回望，一种追忆，更是

一种重逢，一种致敬，一种审

视、反思和呼唤。这是游子对

故乡的再一次回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

书也是他心中的故乡。“这些

事，这些人，原本该是没有目

的的，但回望时发现，他们达

到了很美很远的地方。而我

们 现 在 的 很 多 事 物 ，因 太 强

的 目 的 性 而 离 初 衷 越 来 越

远。”

在阅读《乡亲不老》这本

书 籍 时 ，一 种 沉 默 的 感 动 始

终萦绕心头，所谓既厚重，又

温柔，大概是这样一种体会，

厚 重 是 因 为 有 历 史 ，温 柔 是

因为有真情。

应忠良，笔名梦柯，浙江永康人。出版有《忠昭日月》

《孝行天下》《人间有味》以及《乡亲不老》等十余本著作。

受访者采访老人、写作口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