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责编杨弘农 版式张今驰 总检张浩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漫 画 家 规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芮雯）5月
31日，在资阳市苌弘广场地下21米，随
着“同城二号”盾构机刀盘破土而出，轨
道交通资阳线宝台大道站—苌弘广场站
盾构区间右线顺利“洞通”，标志着我国
西南地区首条跨城轨道交通线路——轨
道交通资阳线全线贯通，为线路开通初

期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轨道交通资阳线是连接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和资阳市
的轨道交通快线。线路全长约38.69公
里，共设置车站7座，其中高架站3座
（福田站、吕家咀站、临空经济区站），
地下站4座（娇子大道站、苌弘广场站、

宝台大道站、资阳北站），其地下段施
工任务主要包含4座地下车站和4个盾
构区间，总长10.2公里。线路建成后，
将为沿线居民轨道交通绿色出行创造
便利，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
德眉资同城化建设，拉动区域经济提供
内生动力。

轨道交通资阳线目前已经实现“桥
通”“洞通”等关键性重大节点，全面转入
向“轨通”“电通”的冲刺阶段。下一步，
成都轨道集团将持续推进轨道交通资阳
线路建设安全有序开展，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不
断贡献轨道力量。

西南地区首条跨城轨道交通线路

轨道交通资阳线全线贯通

由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
部主办的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
集活动已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社会各
行业、各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普通社会
家庭，征集评选经典家训家规、优秀家风
家训故事。

5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位于成都市温江区的“西桐书
房”。见到了饶苏（原名邹昌绪）、李滢滢
夫妇。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儒雅而温馨，
既是工作室、会客厅，也是家。饶苏告诉
记者，二人能搭建起这样一个有着经典
著作、书法作品、水墨画作、印章篆刻、盆
景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书房，与家风
传承是密不可分的。

好的家风，代代传承。饶苏、李滢滢
说，自己从祖辈、父母那里学到了对中国
文化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他人
付出的快乐，也会将这一份珍贵的“传
承”教给孩子。

今年5月，饶苏家庭荣获“2023年全
国最美家庭”称号。此前有报道称，夫妻
两人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传统。

热爱生活与工作
支持传统文化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初来“西桐书房”，记者便被这里浓
厚的传统文化氛围所感染。这一方小小
的天地里，充满了许多文化元素，经典著
作、书法作品、水墨画作、印章篆刻、盆
景、剪纸……这里既是工作室、会客厅，
也是夫妇二人“家”的一部分。李滢滢
说：“对我们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
是工作，很难区分开来。”

身为温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的李滢
滢极为热爱阅读，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哲
学书籍。她说：“从小我就喜欢读书，长
大后我的事业、生活也和书紧密联系在
一起。书使我热爱着生活中的一切。”

同样热爱着生活与工作的还有饶
苏。记者了解到，他是成都市金牛区文
化馆书法业务干部、金牛区文联副主
席、金牛区政协常委，长期从事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工作。

“我看到他工作的努力程度，还有他
常常为别人考虑、不顾及自己时，心疼又
感动。”李滢滢说。为了能把自己的个人
时间利用到极致，饶苏常常在“西桐书
房”里“挑灯夜战”。为了能支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饶苏常常自掏腰包做田
野调查、购买非遗作品。

“他每月要用掉三分之二的工资在
工作和帮助别人上，但我支持他，因为这
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指着自己身上穿
的旗袍，以及“西桐书房”里的一茶一盏，

李滢滢说：“这些都是我们从非遗传承人
那里购买的，支持传统文化、养成文化自
觉，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最力所能及的事
情之一。”

传承谦道家风
人要终其一生丰富精神家园

“西桐书房”得名于饶苏、李滢滢夫
妇二人6岁的儿子桐苏。其文化内核则
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饶苏回忆，从记事起，自己家里就有
这样的书房。书房，像极了家庭里的“精
神支柱”。

饶苏说，家里的老一辈总会这样教
育下一辈：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从事何种
工作，文房的这一套东西都不能丢。“起
初我认为这只是简单的家族理念传承，
但得知家里有名望的长辈都始终坚守
时，我才认识到这其实是民族根脉的传
承。在家族里，不论是医生、文人、艺术
家，还是普通人，都不仅仅满足于用知识
技能换取薪酬，还须终其一生丰富自己
的精神家园。”

“艺多不压身，谦道家风”，这便是饶
苏家族传承已久的家风。饶苏家族中出
过不少名人，他细数道：“曾任华西口腔
医院第二任院长、中国牙周病学开创者
邹海帆是我的‘五曾祖’。四川金钱板的
泰斗邹忠新与我的祖父同字辈，我与他
未出五服，关系很亲近。四川谐剧创始
人王永梭是我的表爷爷。中国现代诗
人、作家、书法家流沙河则是我的表兄。”

李滢滢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在父辈
所营造的博爱、有家国情怀的环境中成
长，所受影响很深。“我的父亲是个热爱
自然、心胸开阔的人，很乐于帮助别人。
我还曾接到他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来
电，说从小就受我父亲的帮助，想来看一

看我父亲，可惜那时他已经过世了。身
后，他更是捐献了眼角膜和遗体。在这
一方面，我也将效仿父亲。”

延续精神力量
让孩子拥有获取幸福的能力

在“西桐书房”，李滢滢写了这样的
内容，并挂于墙上：不看眼前，不重小利；
此生太短，甘为尘埃；西桐志向，立在百
年；百年之后，必得荣光。

李滢滢笑称：“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家
的‘家训’。我们想从自身做起，发扬中
华‘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再来影响儿
子和身边的人。‘立在百年’的意思是，希
望孩子以后也能继续这样教育他的孩
子，将这份文化自觉和精神力量传递延
续下去。”

饶苏、李滢滢的儿子桐苏刚满月时，
就被爸爸抱着看写毛笔字了。如今，刚
满6岁的他，已经步入了正式练习的阶
段。在采访时，饶苏刚取回了一本桐苏
临摹作品的帖子。他告诉记者，这是桐
苏的第一本字帖，虽识字不全、控笔不
精，但却能静下心来认真书写，这让他们
很欣慰。

李滢滢说：“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保
护他的天性和创造力，尊重他的喜好，鼓
励他的冒险精神。许多的事物，我们都
允许他去尝鲜，但唯独书法是每天必须
坚持的。”

李滢滢告诉记者，自己的“偶像”是
苏东坡，不论顺境逆境，都能波澜不惊，
有众人追随。“我也是这么教育儿子的，
我们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快乐的人。以
后无论他贫穷或者富有，都有获取幸福、
终身学习的能力，能找到志趣相投之人，
发现生活的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成都温江饶苏家庭传承谦道家风：

人要终其一生丰富自己的精神家园

勤俭持家

诚实守信

尊老爱幼

天府好家规
日常生活点滴中传承

6岁的桐苏从小就显
示出了对书法的兴趣。

节约粮食
漫画 杨仕成

摆放着经典著作、书法
作品、水墨画作、印章篆刻、
盆景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的“西桐书房”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