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雪过后，德龙沟的

山川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德龙沟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都兰县沟里乡，平均海拔 4000米，是当

地牧民的夏季草场。这个季节没有了炊烟

袅袅、牛羊满山的景象，也没有了犬吠马嘶

和羊叫牛哞的热闹，一切显得那么的静默，

只有清脆悦耳的鸟鸣不时打破这里的宁

静，给人一种静谧而又纯洁的大美。

太阳升起，日光穿透云层，将青蓝留

在辽阔的天际。阳光照射过雪山，使消融

的雪水蒸腾，再聚成雾气弥漫开来。

德龙沟犹如仙境一般，俨然是野生动

物的乐园，它们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几只

藏原羚在雪地上尽情驰骋；岩羊们在峭壁

上 张 望 ；几 头 藏 野 驴 在 雪 山 深 处 隐 隐 移

动；藏狐一家在光影交织的雪野上优雅地

回望；成群的山雀在雪地里觅食嬉戏；憨

态可掬的兔狲在洞口张望；刚刚冬眠醒来

的猪獾静静地观察着雪地上的一切；狼似

乎在寻找着什么；只有金雕，像统领万物

的王，在雾气中时而穿过云层，时而低空

飞行，俯视万物……

一卷浓墨的巨幅山水画正徐徐打开，

展现生机盎然的动物世界。

这 个 季 节 也 是 藏 狐 抚 育 幼 崽 的 季

节。德龙沟正好有一家藏狐。当地牧民

从不掠扰它们的世界，更不伤害它们的生

命，所以它们根本不知道害怕人。

这会儿，藏狐爸爸妈妈忙着捕捉草原

鼠兔。它们一会儿给小崽们喂鼠兔，一会

儿给小崽们喂奶，一会儿给小崽们梳理毛

发，去掉身上挂的草秆杂物；一会儿静静地

蹲在高处看在雪地里尽情嬉戏的小崽们，

还不时地注视着天空，唯恐天敌偷袭。四

只藏狐幼崽时而跳跃，时而奔跑，练习捕猎

动作。个头大的小藏狐有点恃强凌弱，正

骑在个头小的藏狐背上，炫耀着自己的强

大，小不点藏狐也不示弱，奋力反击，那蓝

黑溜圆的眼睛睁了又闭，毛茸茸的尾巴拖

在雪地里，随着跳跃溅起雪花，在太阳光的

照射下酷似晶莹剔透的精灵在翩翩起舞，

幼崽们嬉戏玩耍的场景显得更加梦幻。它

们沉浸在欢乐中，犹如儿童打闹，其乐融

融 ，完 全 没 有 顾 及 我 们 这 些 拍 摄 者 的 存

在。我在它们相对平静时，抢拍到雪地映

衬下别具一格的一张全家福。

高 原 的 天 ，孩 儿 的 脸 ，天 气 说 变 就

变。15 时 ，天空阴云密布 ，飘起了雪粒 。

我们决定再往高处走走，撞撞拍摄运气。

随 着 海 拔 的 上 升 ，雪 粒 变 成 了 纷 飞 的 雪

花，山涧河道已经白雪皑皑。其他的野生

动物们不知去向，只有藏原羚出现在缓坡

上，身上盖上了厚厚的积雪，它们一边刨

雪觅食，一边抖着身子，积雪从它们身上

抖落下来，纷纷碎成了雪片。

酣畅淋漓的春雪再次降临，而雪霁之

后，又将迎来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德龙沟。

□文/图 焦生福

德龙沟：野性生灵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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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页如畦，铺展锦绣
书香弥漫，岁月酣畅
每一册图书的背后
都藏着一个人的精神原乡
看啊，春天里，书海中
你和书痴博尔赫斯
握手相拥，齐声说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 书友日记

虽然很多年前笔者就走出了土乡，

但那里的山水和人物却经常浮现在眼

前。与同样来自土乡的文友一起品茗

闲叙，话题还是离不开土乡。

有一次，说到仲夏时节，土族之乡

村庄静谧，梯田层层，田野泛绿，庄稼飘

香。一层层、一畦畦农作物错落有致，

漾着绿波，从山根一直到山巅……笔者

不禁感慨：“哦，这不是季节奉献给大地

山川的绿色册页吗？”

“哎呀！这层层梯田更像张延圣先

生‘百姓书吧’里层叠如山、码放有序的

几万册藏书啊！”文友的话比喻贴切、寓

意明快。我的心一下子想起几十年前

就有交往的书友张延圣，想起他目光有

神、视书如命的神态来！

“书痴”张延圣，你在土乡还好吗？

一

20 个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个夏日，

笔者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采访，

接待我们的是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张延

圣。他朴实、率真又不失机智幽默，宽

宽的额头上沁出颗颗汗珠，一双大手伸

过来时，笔者就感到他的身上有一种热

切的力量。

一天的采访结束回到乡政府，一行

人拍拍身上的尘土，擦了把脸准备吃饭

时，张延圣有些郑重地对笔者说：“我收

藏了从创刊到现在的《青海日报·周末

版》，一期不落！报纸上刊登的反映互

助经济社会发展的《土族之乡，掀起你

的盖头来！》《角落之歌》《互助：走进县

城看发展》等大特写，我反复阅读过，乡

上的干部们也都争相传阅。”张延圣认

真地说：“我有个心愿，要在有生之年，

把《青海日报·周末版》等自己喜爱的报

刊一直珍藏下去！”

2023 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威远镇

“百姓书吧”与张延圣久别重逢。

2019 年，在张延圣的努力与争取

下，互助县残联在彩虹坊小区腾出一套

房子，“百姓书吧”由此诞生！使张延圣

收集收藏多年的两万一千二百多册书

籍，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归宿，当地喜

爱阅读的人们也有了一个绝好的去处。

百姓书吧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有

1 个阅览室、4 个图书收藏室。在阅览

室显眼处，书法家张霖题写的“人人参

与书香社会的建设”的条幅格外醒目。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窗棂上

时，张延圣就按时来到百姓书吧忙前忙

后，微笑着迎接前来阅读的书友们，给

他们推荐报刊杂志，与他们交流读书心

得，共同度过美妙而充实的阅读时光！

笔者在书吧主人的引领下，看见了

整齐码放、高有盈尺的《青海日报·周末

版》以及后来改版的《青海日报·星期

五》《青海日报·人文周刊》，还有《光明

日报·光明文化周末》合订本。抚摸着

一摞摞报纸，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令人

感动的是，其中有一期没有收到，是张

延圣借了图书馆的报纸跑到西宁一家

设计院用大图复制的。

张延圣精心整理装订、收藏的杂志

还有《半月谈》《半月谈（内部版）》《彩

虹》《七彩互助》等，从创刊号收藏至今，

期期不落。

我们说话的档儿，书吧的常客、退

休干部索占寿、何生霄，退休教师杨得

庆等书友陆续前来。他们驾轻就熟，麻

利地将收到的报纸杂志分类归位后，开

始翻阅起来。

偌大的报刊阅览桌上，摆放着《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

《中华读书报》《参考消息》《青海日报》

《西海都市报》《海东日报》等报纸，而

《求是》《半月谈》《半月谈（内部版）》《中

国新闻周刊》《纵横》《中国老年》《群文

天地》《社区》等杂志摞放整齐，好像在

静静地列队，等待读者的翻阅。

读友杨得庆对笔者说：“我这一辈

子没别的爱好，就是爱读书。延圣为我

们创造了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每天不到

书吧转一圈，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我们老了，盼着青年志愿者们早一点加

盟书吧，协助延圣打理打理日常事务。”

小区里有孩子正在嬉闹，而书吧里

却春意融融，书香弥漫。威远古镇因为

这个书吧的存在，有了更多温馨的气息

……

二

张延圣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读

书、藏书。

1982 年 5 月 6 日，张延圣在新华书

店花 5 角钱买了一本由《半月谈》编辑

部编辑出版的《时事资料手册》，从此，

便爱上了这份时事刊物，期期必买，其

增刊也全部收集珍藏。

1987 年 1 月，他得到第一本由《半

月谈》杂志创办的《半月谈（内部版）》

后，更是爱不释手，时常翻阅，并且年年

订阅、保存。

1988 年 1 月，他邮购了由新华社内

蒙古分社主办的《资料卡片》1—3 集，

阅读之后，得益匪浅。从此，《资料卡

片》《资料卡片杂志》和 2009 年至 2022

年改刊而出的《品读》杂志，每年必购。

2020 年，他花 3600 元购买了创办

于民国时期的刊物《新青海》校勘影印

全书，其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为阅

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实为

难得。

2002 年 4 月 9 日，在西宁书城购得

《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后，张延圣开

始 认 识 到 方 志 是 一 种“ 地 方 百 科 全

书”，具有资政、存史、科研、教化、创作

参考等功能，开始着力方志的收集。

尤其是 2017 年 3 月，张延圣从县有

关部门找来一册《青海省志（人口志）》

并收藏，从此，他更是把方志的收集当

成了重点。从 1993 年开始出版到 2008

年完成的第一轮《青海省志》80 种，他

历经多年，全部得以收藏。从 2014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陆续出齐的第二轮

《青海省志》也收藏了 57种。

自从张延圣收藏了 1985 年、1986

年《中国青年工作年鉴》后，将各种《年

鉴》系列也纳入了收集范围，截至到目

前，已收藏 139种 440多册。

2017 年 3 月中旬，应一位热心的互

助籍企业家的邀请，张延圣去格尔木市

学习考察、收集图书。返回时，他谢绝

了朋友们赠送的当地特产，只带了几大

捆史志与文学书籍。到西宁火车站出

站时由于书籍资料太重，匆忙搬运过程

中，导致他的肘关节脱臼，后来恢复了

好一阵子。

同行者说：“跟着延圣浪了一趟格

尔木，土特产没带上，却当了一回搬运

工啊！”

2019 年 8 月下旬，退休后的张延圣

一行相约去省内各州、四川省阿坝藏族

自治州采风。别人带的是生活用品与

户外装备，而他带的却是互助县志与其

他史志书籍。他们走访了青海和四川

的 13 个州府、县城。每到一地，其他人

都是领略大美风景、品尝特色美味、拍

摄一路风光，而他却利用难得的机会，

跑到有关单位去交换地方志、查寻史料

图书。一路走来，共收集志书与史料图

书 64 册，其中《同德县志》虽然被水浸

湿过，却是当地朋友好不容易收集到

的。

张延圣深知，随着时间的流逝，收

集收藏志史图书之路将会更漫长，更是

对执着与毅力的考验。他用自己有限

的退休金购买史志图书，同时罗列出一

些需要增添的志史图书，马不停蹄向着

他心目中的远方出发……

三

2014 年 3 月，国家开始实施“全民

阅 读 ”行 动 计 划 ，张 延 圣 信 心 大 增 。

他 认 识 到“ 全 民 阅 读 ”对 于 国 家 和 民

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深远意义，自己收

藏 的 大 量 书 籍 再 也 不 能 只 躺 在 书 架

上“ 睡 大 觉 ”啦 ，而 要 让 它 们“ 活 ”起

来 、“ 走 ”出 去 ，让 缕 缕 书 香 滋 润 阅 读

者的心灵！

于是，他多次组织阅读爱好者积极

参加县上举办的读书分享活动、朗诵朗

读会等，让全民阅读充满活力。

2015 年 5 月，张延圣在家乡丹麻

镇岔尔沟门村创办了“德馨图书阅览

室”，挑选部分适合农民群众阅读口味

的书籍，为村民们送去了精神食粮，丰

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张延圣的阅读推广没有局限在百

姓书吧里，一有时间，他就和书友们来

到乡村文化中心户、威达酒厂、金水消

毒公司等处布放图书，方便公司职工和

村民利用休息时间读书。

张延圣不但自己收集收藏图书，而

且还将重样多余的图书捐赠给有需要

的单位和个人。

2016 年 11 月，他向互助县林川乡

农民李得业赠送《互助县志》等图书 10

余册。

2017 年 1 月，他向青海省图书馆赠

送了第一轮省志中的《教育志》和《对外

经济贸易志》共 3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有较多

务工或定居的互助籍群众。2021 年 4

月，他来到哈密市，向哈密市委党史和

文献研究室赠送了《互助县志》等相关

志史资料，为他们了解互助，做好对互

助籍群众的服务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方

便。

2021 年 8 月，他向陕西省武功县图

书馆赠送有关青海省与互助县的文史

资料 15册。

2022 年 6 月，向东山乡贺尔村赠送

图书 16 册……他先后向相关部门和个

人赠送图书已逾千册。做到了赠人玫

瑰，手留余香！

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延圣为土

乡的全民阅读活动努力付出的同时，关

注和帮助“书痴”成就梦想的单位也纷

纷涌现，前来捐书、赠书的人士也络绎

不绝。

互助县委宣传部为百姓书吧的建

设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建议，并配置书柜

和订阅报刊，解决了征订报刊资金不足

的问题。

互助县县志办、县民族团结创建办

公室资助现金 4000 元，用于购买书柜，

县图书馆也为书吧赠送书柜 5组。

2021 年 4 月，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省委宣传部、青海民族出版社捐赠

图书计 303 种 387 册，并做出将继续赠

送出版社新出版图书的承诺；2022 年 7

月，青海民族出版社又为百姓书吧赠送

书籍 115册。

2017 年 8 月，已离休的老干部秦万

生先生送来《金秋》杂志等图书 25册。

青海省文联文学创作研究室原主

任马光星捐赠《青海当代文学 50 年》等

图书 40多本。

互助县林业局原副局长李成文送

来了自己参与编写的《青海植被演化及

重建》一书。

书友王富祯出差深圳，专门购买了

《深圳通史》和《新中国 70 年大事记》赠

给书吧。

曾经与张延圣在县委党校共事的

武奎老师出资两千余元，购买《建党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系列 26

册送到了百姓书吧。再加上张延圣购

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20 册，

《百年庆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和《伟大的历程、辉煌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等

大型图书的购置，为土乡读者深入了解

党史、研究党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鲍义志、谢佐、祁建青、仲新春、王

海燕、王永昌、李卓玛、李万华、刘大伟、

刘新才、王月邦、东永学、星全成、王连

学、杨友苏、褚维雄等人共赠书两千多

册。

张宏山、李春芳、麻仲宝、张霖、马

仲浦等书画家也纷纷为书吧挥毫泼墨，

赠予以开卷有益、鼓舞人心为主题的书

画作品。

这是一串长长的流水账，但是在

“书痴”张延圣心目中，这就是从达坂

山深处流淌而来的涓涓细流，是从湟

水河谷吹来的阵阵春风，是每一位热

心于读书事业的人士向他伸出的有力

而温暖的援手。所有的关爱汇集在一

起，张延圣的藏书、阅读之路，变得满

眼风光……

五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

生。”

品评着一杯色香味俱全的罐罐茶，

环顾书香味十足的阅读环境，笔者一行

深深地陶醉在“书痴”为我们营造的书

香茶香齐缭绕的美妙环境里。

交谈中，笔者时不时用手机拍照，

翻看一些要紧的微信和信息，忽然意识

到在这位做事较真的“书痴”面前，这样

做有些不礼貌。张延圣看出了笔者的

心思，微笑着说：“千百年来，我们阅读、

吟诵的是纸质书籍，如今，手机、电脑成

了替代纸质书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

连书籍的撰写、装帧、印刷等都是依靠

电脑完成的，我们应该感谢时代的变

化。如果我们聆听到周边阅读、吟诵纸

质书籍的声音不绝于耳，应该感到，阅

读，一直就陪伴在我们身边，它那亮丽

生动的本色，永远散发着阵阵书香，使

人心旷神怡、回味悠然。这难道不是令

人欣慰的事情吗？”

笔者深有感触，回应说：“读书多

了 ，人 的 容 颜 、心 态 就 会 自 然 发 生 改

变。许多时候，自己以为看过的书籍都

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然

是潜在的，流露在一个人的眼神里、气

质上、谈吐中，也表现在行走的姿势上

……”

“书痴”和几位交谈的文友深以为

然，立马以茶当酒，碰杯相约：“开卷有

益，不负春光！”

□文/图 张 翔 孙武奎

土乡“书痴”张延圣

张延圣翻阅珍藏的《青海日报·周末版》 张 翔 摄图书室成就了退休人员的读书时光。 张 翔 摄

藏狐“全家福”。

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