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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
耄耋老人每天写到晚上12点
昨日，在货站北街 72号一间 20平方米左

右的简陋房子里，到处堆放的都是书籍和资
料，张知新老人拿着放大镜正在写书稿。案头
放了几摞参考书，老人时不时拿起一本翻阅。
如果不是老人走起来有些步履蹒跚，与他交谈
时需要大声，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样一个思路清
晰的老人已经是耄耋之年。

“我爸爸对写书已经达到痴迷的境界了。”
老人的女儿张艳菊说，除了偶尔在院子里转
转，老人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七点钟就起来翻
资料做笔记，中午午饭后休息一小会儿，晚上
写到12点还不休息。

今年90岁的张知新老人是兰考县人，1937
年省立开封初中毕业后升入开封高师，后从兰
仪老拔贡读国学四年，1945年毕业于鲁苏豫皖
边区学院文史大专班。此后，老人就在兰考一
中从老师做到了校长。1980年，张知新被推选
为兰考县人大代表，兼任县志办主任并参与编
纂《兰考旧志汇编》。

在编写县志的过程中，老人发现了关于张
良的很多资料，了解到张良晚年时就隐居在今
兰考县境内，而且死后连同代表恩师的黄石以
及《太史兵法》一并埋葬此地。于是他便开始
有意识地收集起来张良的资料，在县志编纂完
毕后，老人已经收集有关张良的诗词、对联等
300多篇。在访问考察了这么多资料后，他产
生了要为张良编纂一部史集的想法，“我觉得
他的精神值得传颂”。

《张良史集》
耗费20余年、花费30余万元
张知新老人离休后，就开始着手写书。“传记、

传说等资料都有很多，但是都需要一一去考证。”
在20余年的时间里，老人为了考证一条线索就要
走遍好几个地方，他曾到过东北、西安等地。

一开始，老人是在兰考老家写作，可由于
当地的图书馆资源匮乏，老人就搬到郑州，从
都市村庄到现在亲戚家，为的就是能够接近省
图书馆。

“为了写这本书，我爸爸把工资都拿出来
了。”张艳菊说，从1984年主编《兰考旧志汇编》
开始，到2006年3月出版，老人花费了20多年的
心血终于写成了《汉留侯张良史集》。1992年到
1994年间，老人还自费近10万元为张良竖了16
座碑，加上写书的花费一共有30多万元。

“我这本书是唯一完整的关于张良的资
料。”老人说，他的这本书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论
证。今年5月，老人应邀到河北清河参加“世界
张氏研究会”，这本书一亮相就受到了瞩目，美
国、日本等国家来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向老人
索要资料。

最大心愿
将书拍成电影

“我现在已经开始写第二本书了。”老人扬
了扬手中的手稿说，从今年初开始，他就着手
写《张良易学》一书。老人说，他不仅熟悉张良
的事迹，而且也精通《易经》，所以就打算将二
者结合在一起，用张良的事迹去论述《易经》中

的玄理。
“另外我还有一个心愿。”老人说，他很想

将《汉留侯张良史集》一书拍成电影，“要是能
请张艺谋来拍就最好了”。 线索提供 邓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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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新老人展示自己的新书。
晚报记者 赵克 图

名词解释
拔贡 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

的生员之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
乾隆中改为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
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二名，州、县
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
入京，作为拔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