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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楠

学出精气神 干出新样子
——宝鸡市政协“学政协理论·做合格委员”读书交流活动侧记

品书香
——凝聚共识践初心

“要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心铸魂；要准确把

握性质定位，找准方向；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坦诚商量；要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众星

捧月。”陇县政协委员张莹表示。

“在凝聚高水平共识中勇于担当，多发好声音，传

递正能量，画好更大同心圆，增进更高共识度，汇集起

共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市政协经济委委员郭磊

的分享，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一份份调研报告、一件件提案、建议案和社情民

意信息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有效措施，我觉

得都得益于‘书香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一本本好书，一

篇篇佳作，令我深刻感悟到读书才是委员履职最大的

底气、最亮的底色、最厚的底子。”千阳县政协委员张娟

在委员读书活动中“阅”见人生智慧，“读”出履职担当。

“2022年，当把首批毕业的9名听障学生全部

送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禁欢呼

雀跃、相拥而泣。学生的成长、家长的肯定、社会

的期冀，让我们从事特教工作的政协委员更加明

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市政协民宗外事委委员

蒋志瑛表示，随着学习研读的深入，怎样才能对得

起政协委员这个崇高的荣誉？才能履行好这个

神圣的职责？这些疑问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太白县政协委员苏佳栎分享了“全国农业农村

先进工作者”——政协委员赵志国的故事。赵志国

白天扎进田间搞调查、做实验，晚上查资料、写分析

报告，三十年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提供各类农业技

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太白蔬菜产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了农技人的力量。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就要不断提高分析问

题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参政议政水平，以饱满

的履职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参与到建言献策

中，努力交出负责任的‘委员作业’和‘履职答

卷’。”市政协委员淡云如是说。

今年以来，宝鸡市政协将读书与履职紧密

结合，建立调研、视察等履职前学习制度，有针

对性地选取读书研讨主题，开展专题读书、交流

研讨、读书沙龙等活动，让委员带着问题和任务

去调研，思考对策和建议，围绕关于首位产业创

新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85条，撰写报送社

情民意信息 68条，读书履职相互赋能，

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

从每一位委员参与读书的“点”，到不同

界别委员分享好书的“线”，再到委员将读书

与履职能力提升融合的“面”，宝鸡市政协不

断将读书活动提档升级，将委员读书活动与

“秦商量”协商议政平台、宝鸡市“智慧政协”

有效融合，引导委员深入开展微协商、微监

督、微服务、微建议等活动，进而带动更多界

别群众一起读书学习、凝聚共识。

“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系统学习‘必读篇’、

跟进学习‘最新篇’、对标学习‘陕西篇’、深入学

习‘政协篇’、及时学习‘统战篇’，读出绝对忠诚、

争做‘一心向党’的榜样，读出人民情怀、争做‘一

心为民’的楷模，读出担当作为、争做一心干事的

标兵。”民进会员姚远一语点睛，道出本次读书活

动的主旋律，也把读书活动推向高潮。

从《人民政协提案工作70年》到《发挥本职

优势 逐梦无悔年华》，从《练好协商基本功

做合格政协委员》到《牢记总书记嘱托 做履

职尽责表率》，从《学思践悟 重绘生命色彩》

到《服务绿色发展 筑梦乡村振兴》……26位

选手依次登台，打造一场同读同学、共研共享

的读书盛宴，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掌声、歌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示了政协系统同心

向党、一心为民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宝鸡市

政协从“书香政协”建设到“书香社会”建设的

辐射带动力。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书香致远，墨卷至

恒。近年来，宝鸡市政协先后打造各具特色

的读书平台，呈现出读书热情不断激发、溢出

效应显著增强、政协特色日益彰显的良好局

面，读书活动已成为宝鸡政协乃至全省政协

工作一个“响当当”的亮点和品牌。宝鸡市政

协主席刘其智殷切寄语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我们需要读书，阅读书本的厚

度决定人生的高度，涉猎书本的广度决定人

生的宽度，博览群书的维度决定生活品质的

亮度；我们要会读书，要聚到一起读、随时随

地地读、兴致盎然地读，让书香之气转化成做

人的正气、建言的才气、创业的底气、克难的

勇气；我们要读好书，读经典的书，读有用

的书，以经典中的营养、文籍中的智慧、

理论中的真知懂政协、拓视野、会协商、

善议政，把准干的方向，找准干的路径，

以履职实效努力争做一名合格的政协

委员，在绘就宝鸡现代化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新画卷的生动实践中彰

显新风采、干出新样子！

知书韵——书写履职尽责“新答卷”

悟书魂——打造书香政协金名片

一
公元 643 年，天竺国久负盛名的佛教圣地

那烂陀寺，佛号高扬，香火袅袅，庄重肃穆的大殿

前，高僧林立，百姓摩肩接踵。大殿门外一排枝叶

纷披的娑罗树下，众多的佛家经卷早已捆扎结实，

装点齐备，赐送的日常用品也已准备停当。来自

东土大唐的玄奘法师即将启程回国。

虽然已详谈数日，一切皆在预料之中，但临到

话别，前来送行的戒日王还是面露凄然之色，他缓

慢深沉地对玄奘道：“此一别，关山万重，险阻无数，

不知今生有无会面之日……法师临行可有话要说

……”玄奘的心境是激动又复杂的，故国大唐让他

魂牵梦绕，归心似箭，然一旦就此作别，苦心求学

十七载的异国他乡，无异于永别。玄奘稍作沉吟，

慢慢回转身来，手指大殿外的娑罗树，满怀深情地

说：“那树枝繁叶茂，品相不凡，可寄我情，请把此树

的种子舍我三颗，我随佛典一起带回东土……”

1380多年后，一个樱桃红透、麦浪翻滚的五月天，

在距离古长安北侧百余公里的铜川市宜君县太安镇

艾蒿洼村一面葱绿的山坡上，我与几位文友正在

仰望一棵树。此树绝非寻常之物，它奇特的身世

和悠长的历史，令人惊异咋舌。这树正是一千多

年前，玄奘法师从那烂陀寺带回的三颗种子中的

一颗，是玄奘法师亲手种植，看着它发芽扎根、开

枝散叶成长起来的。听到解说员的讲解，我不禁

肃然起敬，满心虔诚。从远处看，其树冠大若华

盖，犹如漂浮在山头的一团静谧入定的祥云；走近

细瞧，娑罗树雍容大度，器宇轩昂，身形壮硕雄浑，

枝叶繁密交错，烛台样的花朵，雪白芬芳，层层叠

叠，密布其间，不可胜数，仿佛盏盏高举的烛火闪

闪烁烁，熊熊不息。这可不是一般的树啊，我心下

感叹，不只是随着四季的风，变换着色彩，装点着

岁月，它该有过多少波澜壮阔的不凡经历，它伴随

着玄奘法师，从恒河的滔滔声浪中走到黄河西岸

苍莽的子午岭，从贞观之治的盛唐气象走到中华

圆梦沸腾的今天。它皴裂的枝干间留存着法师的

体温，它手掌样的叶片上承载着法师的教谕，它雪

白的花朵里寄托着法师多少悲悯的情怀。这些静

静燃烧着的灯盏样的花朵，照亮了娑罗树的来路，

也照亮了众生前行的步履，照亮了喧嚣纷繁世界

的浓云惨雾。它用绿叶繁花，向时空万物温情地

诉说着一部鲜活生动的佛教历史。

娑罗树不是有三棵么，那两棵在哪里，境况又

如何呢。我的思绪正在飞扬飘绕间，同行的文友问

起讲解员。听到一席讲解方才得知，那两棵树的际

遇山重水复，冰火两重天，让人感慨、唏嘘。

二
原来如此。公元645年，玄奘法师历尽千难万

险回归大唐，在觐见唐太宗时，恰逢御马遭遇“结

症”，生命垂危，马上取得江山的太宗，自然心急如

焚，坐卧不宁，然御医百使良方皆不见效。玄奘见

状，随即呈奉一颗娑罗子，研成粉末，调成药汤侍

喂，御马即可痊愈。太宗龙颜大悦，惊叹娑罗子之

神奇，当即让玄奘在御赐译经宝地种下剩余的两

颗娑罗子。这块幸运之地就是位于陕西省铜川市

宜君县内的玉华宫，玄奘法师晚年翻译大量佛典

著作之地，亦是大师的圆寂之处。据讲解员说，当

年正在日以继夜翻译佛典的玄奘法师，一天，他发

现弟子白天昏昏欲睡，夜晚魂不守舍。经暗中观

察，才发现原来这些弟子受到门外两棵娑罗树影

响，以致凡心萌动。原因是这两棵娑罗树相距数

尺，白天自然分开，夜深人静时，互相缠绕，如胶似

漆。玄奘心有所思，为完成译经大业，遂命人将其

中一棵移至十余公里外的艾蒿洼村，就是我们面前

站立的这棵娑罗树。位于玉华宫的那棵因伤心千

年，落泪千载，终于油枯灯灭，于1996年仲夏仙逝。

这便是另外两颗娑罗子的结局，加上眼前的，

来自古印度恒河岸边的三颗娑罗子竟然有着迥然

不同的遭际。我不由陷入沉思，一母同胞，一家之

境，同一片晨昏，同一双大手的携带引领，同样征

服了千难万险，末了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命运。危

难降临，挺身而出，献出生命，为唐太宗舍身救御

马的那一棵娑罗子，该是佛教徒的化身，是佛教经

典的身体力行者，是落脚在中华大地上永不凋谢

的常春树。我猜测，玄奘法师原本的心意，是让剩

余的两棵娑罗树，陪伴玉华宫，守卫佛经典，助力

大业完成，却没承想节外生枝，凭空飞来一场

“情劫”。那棵在玉华宫伤感千年，最终抑郁而死

的娑罗树令人最为遗憾和痛惜，九死一生之后的

温柔富贵乡，让它迷失了方向，且永不悔悟，及至

丧命、辱身。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流淌在大唐

西市的那一滩散发着余温的青春热血——玄奘法

师弟子辩机悲惨的一幕。相传唐太宗得知玄奘法

师十七载的不凡经历和对佛典回归的非凡贡献，

给予他无上的礼遇，赐金、赐官，皆被清心寡欲的

法师宛然拒绝。太宗又把大慈恩寺，现在西安市

的大雁塔，命人修缮一新，专供法师用来翻译佛

典。其间，玄奘的得意弟子辩机，才貌双全，出类

拔萃，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口述，由他执

笔完成。无法预料的是，不测风云飘过，背靠师傅

这棵大树，辩机心气高傲，不能自持，私藏了公主

的绣花枕头，太宗得知原委后，龙颜大怒，拒绝一切

求情，包括玄奘的苦苦哀求，终被腰斩于大唐西市。

血淋淋的悲剧让这棵娑罗树又一次上演。虽

然辩机资质不凡，悟性极高，学识渊博，得以真传，

是玄奘心目中的第一大弟子，第一号传承人。然

而从这一“情劫”故事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便辩机没有被斩杀，以他的自律度，也无法完成法

统的传承。再设想一下，如果去天竺国取经的不

是玄奘，而是辩机，以他的浅薄修为，岂能摆脱诸

多诱惑，取得真经，平安回国。即便破天荒、破冰

河，取回佛教真传，他能否以赴死的决心，毕其功

于一役，翻译出那卷帙浩繁的佛家经典，答案是否

定的。他无法完成这样神圣宏大的伟业。在这一

点上，辩机永远不可比肩他的师傅玄奘。再进一

步大胆推想，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辩机走了邪路，

咎由自取，但玄奘法师对弟子的管束方面多少也

有失策之处，重才而轻德，一失足成千古恨，结果

不但害了弟子性命，辜负了自己厚望，还让法师在

大唐宫廷上下、京师民众之中颜面尽失，涂抹了无

法更改的人生败笔。

三
伫立山头，山风习习，苍茫的子午岭，让我陷

入沉思，三棵娑罗树，宿命大相径庭，一棵树用生

命诠释了佛教宗义的大慈大悲，站起来垂直，行走

间正直，躺下来笔直；一棵演绎了佛教清规戒律的

悖逆，沉湎情欲，自我毁灭；而独有眼前这一棵娑

罗树奇伟坚毅，心无旁骛，一路修行，一路前行，一

路春风化雨，普度众生。它历经沧桑，精魂不散，

护佑佛教绵延，伴随古刹梵音，给法师无尽的慰

勉。我不由思潮涌动，与玉华宫结缘的两颗种子，

两棵树，一枯一荣，枯者，便如天竺古佛早已凋零

衰竭；荣者，却因玄奘一己之功扎根中华沃土……

冥冥之中，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玄奘才是真正意

义上，天竺归唐的那颗不朽的文化种子！一次生

命的远行，一次文化的探索，一次文明的远征，一次

思想的发现，有悲欢，有关隘，更有信仰之神……

仰头凝望，这棵仅存的娑罗树，它的树冠巍巍堂

堂，它的枝叶泼泼洒洒，它铺陈一地的浓荫，散开

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从黄河岸边激扬到亚洲世

界，从贞观雄风一直澎湃到宋元明清、民国烽火，

奔涌到五湖四海，成为世界各国的文化清泉。

环绕着娑罗树的围栏缓步慢行。我脑海里忽

然掀起大海风浪，想到六次东渡日本的鉴真、七下

西洋的郑和，想到丝绸之路上张骞那一行深深的

足印，想到了利玛窦、马可·波罗，甚至想到驼峰航

线上陈纳德横空掠过的战机、山西前线手术台前

白求恩大夫弯曲的背影，想到了新时代“一带一

路”征程上一往直前的身影……尤其是与玄奘同

宗教、同朝代、同命运的鉴真大师，两者皆为大唐

得道高僧，一东渡，一西游，一远涉重洋巨浪，一徒

步沙漠瀚海，一历经17载花谢花飞，凯旋而归，一

五次失败，屡败屡战，第六次登陆东瀛岛国，扎根

54年广施恩惠，至死不悔。在那异域孤岛的小庙

里，在夕阳柔和的余晖中，在繁星初上的辉光下，

思念的小舟一定载起过鉴真大师越洋破浪，回到

大唐春夜凉爽的晚风中……然此心安处是故乡，

在新家园转变、吸收、开花结果，像蒲公英一样播

撒种子以尽清欢，直至枯萎凋零，为胸间的信仰，

为骨中的信念，为血液里沸腾的信心，零落成泥，

碾作尘土……他们都是一颗颗金色的种子，孤注

一掷，回望沃野水滨最后一眸，孑然一身走向最为

急需的荒野僻境；他们都是参天大树，遮阳挡雨，

挺立山河；他们都是仗剑远行的人，无畏黑暗，无

惧困厄，为理想、为信仰、为文化、为友谊，不遗余

力，默默前行；他们脚下的路径没有止境，只有广

阔没有尽头，只有进军的号角，没有休止符；他们

的印记留在岁月里，留在风浪中，他们走四方、探

世界的行进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巍巍

丰碑上！

想到这里，我心中陡然闯入一个沉甸甸的

词语：大树无疆。对！大树无疆，这里的大，应该是

胸怀的大，志向的大，信念的大，能量的大，格局境界

的大；而这里的疆，应该是地域的疆，空间的疆，时间

的疆，岁月的疆，知识的疆，文化的疆，文明走向

之疆……大树无疆，在历史地域上的无疆，在文化

时空中的无疆，在思想信仰王国里的无疆、无界。

四
一文友轻声说：古天竺国物品极盛，无奇不

有，为何玄奘临别要选择带上娑罗子。我想，这自

然是对那烂陀寺、对戒贤法师、对他恒河流域那十

七载学海苦舟生活的纪念，是让有着佛教气息的

生命与他永久伴随，是让佛教圣地时刻给自己以

激励与指引，是不忘根本，不迷路途，不忘出发点，

时刻瞄准目标靶点的矢志不移。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南亚恒河边上的水汽、

热气，能否在这棵娑罗树上找到痕迹，不得而知，

但眼前这面平常无奇的小山坡，因为有了这棵娑

罗树的昂然站立，而气象万千，光彩夺目。山风过

处，缠绕在树身上的红色布条，轻轻飘起，这无疑

叙说着人们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祈福之意。望

着眼前的娑罗树，同行的挚友、林业人郝维正不无

忧心地说：疫情前来过多次，这树还相当精神，这

次见到，树冠上有的枝杈干枯了，没有几年前那样

的旺相了。讲解员答道：镇上早已发现这个情况，

打算请专家来会诊，给营养，给予方案……绕树

默默走过三圈，依依作别。耳旁传来“算黄算割”

亲切迷人的叫声，艾蒿洼的山野里洋溢着一股

丰收在望的喜悦。是的，期待有更多的呵护和

滋养，让这棵留下过玄奘法师指印的娑罗树焕发

青春，精神昂扬，挺立在长安北部的山坡上，挺立

在黄河滚滚的涛声中，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大道旁！ （李翔）

铜川市宜君县千年娑罗树实拍图

“读好‘政治之书’，怀忠诚之魂答好‘初心卷’；读好
‘人民之书’，立鸿鹄之志答好‘民生卷’；读好‘政协之书’，
扬政协优势答好‘协商卷’；读好‘实践之书’，以担当之勇
答好‘实干卷’”……4月23日，第29个“世界读书日”，金台区
政协委员张丽华声情并茂地分享，拉开了宝鸡市政协
“学政协理论·做合格委员”读书交流活动的序幕。

春风为伴好读书，唯有书香最政协。这次读书活动是
继去年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感悟思想伟力”“善读书格物
致知·懂政协为民履职”“全民阅读·书香宝鸡”三个系列
读书交流活动后，开展的第四次读书交流活动，也是宝鸡
市政协深入推进“书香政协＋建言资政”“书香政协＋深
入群众”深度融合，在“学”上下功夫，在“思”上出真知，在
“做”上开新局，以委员读书“小循环”，打通联系界别群众
“大循环”，走出一条读书履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书香
之路”的创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