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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空城纪》
邱华栋 著
推荐理由：此书以诗意语言和绚烂想象

回到渺远的西部世界，重寻龟兹、尼雅、楼兰、

敦煌等西域古城的历史传奇。以蕴含中华文

明密码的历史事物为线索，穿插多种视角，讲

述神秘遥远的西域故事，复原一段段被风沙

和时间掩埋的历史。

《正常接触》
王占黑 著
推荐理由：当社会失序，我们如何记住那

些奋力求生的“浮岛时刻”？在无法被定义的

时间里，人和人的距离可以有多远？又可以有

多近？作者通过书写普通人在社会公共事件

中的境遇，往庞然大物身上镌刻个体难以磨灭

的生命印迹，以共同的记忆抵抗未知的命运。

《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著
推荐理由：作者首次全面梳理自己四十

年来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其中记述

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寻找的艰辛，有收

获的喜悦，也有不少独到的心得与感悟。本

书不仅是一份一流学者的学术成长记录，也

是国际敦煌学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璩家花园》
叶兆言 著
推荐理由：在该小说中，工人、保姆、买卖

人、警察、知识分子等各色人物轮番登场，叶兆

言以说书人的口吻，带读者穿梭在70年历史下

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亦将绵密的地理风俗、

城市建筑、民情风貌铺陈进时空的缝隙与褶皱

里，小切口叙事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在他写的书中回忆他在他写的书中回忆他
□□ 冯海砚冯海砚

学会选择性阅读学会选择性阅读
□□ 王雅妮王雅妮

《吕梁日报》政教专刊的“读书”栏

目已经推出十期了！对于从事新闻工

作的自己是期期拜读，原因是总想着自

己的读书感悟稿件也能出现在这个栏

目上。

那就试着写一稿吧，或许真能见

报。事实上，去年年底就打算写写，可

在繁忙的工作中不知不觉中错过了甲

辰龙年，那就在乙巳蛇年的雨水之日聊

聊吧。因为雨水节气寓意着气温回升、

冰雪融化、万物复苏等自然现象，象征

着生机勃勃和丰收的希望。

在我看来，“读书”栏目的设置，一

方面旨在鼓励大家多读书。另一方面

旨在引导大家如何去读书。还有一方

面，旨在推荐大家读好书。

因为，读书，真是太重要了！

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

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苏

轼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强调了读书对

气质的熏陶作用；《颜氏家训·勉学》“积

聚万贯家财，抵不上读书有益。”强调了

读书的重要性；韩愈的“读书患不多，思

义患不明。”提醒我们读书要多思考，才

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才真正地走进

了文明；而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则有赖

于用心、细致、灵活的阅读。一本好书，

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无论对于一个人、

一个组织，还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读书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读书，如同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

窗户，让我们有机会与过去、现在、未来

的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们对话。它不

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更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更加立体、多彩的世界。

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哈维兰所

说：“好的阅读对于心灵就像优质的眼

镜对于眼睛一样，它可以使你看到生活

的细微之处。”读书就像是一面镜子，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如何通过读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美好呢？关键在于选择那些真正有价

值的书籍。德国作家黑塞曾说：“只有

当书籍将人带向生活、服务于生活、对

生活有利的时候，它们才拥有了一种价

值。”在浩如烟海的书海中，我们需要用

心挑选那些能够启迪我们思考、帮助我

们成长的书籍。

读书，还能帮助我们缓解内卷焦

虑，探寻教育的本质。朱永新在《阅读

之美》一书中提出“共读、共写、共同生

活”“晨诵、午读、暮省”等新教育阅读理

念，这些理念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教育，还能让我们在阅读的道路上走

得更远。

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

得，必是读有所得。一个人的精神发展

史，常常是他本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

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全民族的阅读水平。

确实，读书，可能是改变一个人气

质最好的方式。

读书不仅对个人成长有着重要作

用，对社会也有积极影响。通过阅读，

个人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读书还能促

进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发展，增进人与

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此外,读书也是

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让我们

在忙碌和喧嚣中找到一片心灵的港湾。

弥尔顿说：“一个人的心，可以把天

堂 变 成 地 狱 ，也 可 以 把 地 狱 变 成 天

堂。”——只有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更丰沛的

滋润。

在此我想说，请大家把读书作为生

活的一部分。它不仅能让我们在知识

的海洋中畅游、拓展我们的视野和心灵

空间；还能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我们的个人

素养；同时也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充满乐趣。让我们在这个信

息爆炸的时代里、在忙碌的生活中为阅

读留出时间、培养起对书籍的热爱、让

书香四溢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在阳光明

媚的午后，还是在寂静无声的夜晚，愿

我们都能捧起一本书，沉醉在那书香四

溢的世界里。当然，希望《吕梁日报》

“读书”栏目随着时日的增长，随着各方

面的需要，随着作者、读者与编者之间

交流的增多，集思广益，有所改动、有所

变化，也希望大家共同培育、浇灌、维护

好我们这个“怡人花园”！

读书读书，，让生活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
□□ 肖继旺肖继旺

他叫刘红庆，是老师，也是师兄。要

说老师，只是在大学期间听过他的课，听

过他的几次讲座，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

会了创新报纸版面，学会了写深度报道，

学会了写人物特写。不过大多数话题是

关于左权民歌和唱左权民歌的人和事；

论师兄，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上世纪 90
年代，他就读于我的大学。2008年，我毕

业于他的母校。

记得在去年，刘红庆老师二周年祭

日的第二天，我专门去了一趟新华书店，

想看看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城市能不能容

纳下他的作品。

还真有！不过只有山西出版传媒集

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家

书》。书架上只摆放着两本，一本已经打

开了包装，像是被很多人翻过的样子。

我看了看价格，98.8元，然后径直走到前

台和收银员说给我打包。收银员说这几

天书店搞活动可以打八五折，我说不打

我也买。

大学时的学习业余时间，我们一大

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学子常常跑校报编辑

部，我们也有自己的团队校报记者团。

刘红庆就是当时校报编辑部李晋明老师

给我们多次推介学习的前辈。刘红庆在

他上学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校园里的名

人。所以到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是校报

记者团一代一代的学生记者都听过这个

名字，也知晓他的一些故事。

要说真正接触刘红庆老师，是从他

的新浪博客开始。那个年代，除了腾讯

QQ，大学生们都爱玩博客。刘红庆老师

的博客名叫“左权将军”，我们一逮空都

会潜在他的博客里，细细品读他的作

品。那会讨论声音最大的是他的第一篇

文章《我的书卖不掉惊动高层》。大家都

觉得很有意思，李晋明老师也看过。李

晋明老师看过后的第一反应是，“红庆的

文章写得越来越大气了”。

刘红庆老师的文风是校报记者团好

多人喜欢和崇拜的，我也喜欢。有时候

我们刻意去模仿。我想我现在的文风和

写作特点多多少少也受他的影响。

真正第一次见到刘红庆老师，是师

兄被特聘回校在音乐学院讲学的时候，

记者团的好多人都听过他的课。我几乎

每节不落。师兄讲课和其他老师不一

样，由于讲的是地域音乐文化，他靠自己

的关系请了许多在太行山甚至是全国都

有很响名气的有本地特色艺术家，有石

占明、刘改鱼、李明珍等。

石占明那会刚有名气，站在讲台或

者舞台还是一脸子土气，没有现在舞台

上的洒脱自如。前些年石占明当选吕梁

市政协委员后，我还托人专门要到他的

电话，提及当年的接触，他还记得。但一

直没能见上面。

当时候学校条件有限，每一次的课

只能在一个不太大的教室里上，没有桌

子，听课的同学们自带小马扎，那也坐不

下。于是往往是窗户外边都挤着人，这

是我上大学前常常想过大学校园里理应

常见的场景。那时候，“新闻调查”“鲁豫

有约”“艺术人生”等访谈类节目是我们

这些学新闻的学生最喜欢看的电视节

目，每期都看、每节不落。李晋明老师和

学长，也是当时校报记者团团长张亭想

在校报记者团搞一个类似于现场访谈之

类节目的活动，长期的，就是邀请校内外

有影响力的人物，专家、学者、政客、教授、

讲师、学生等等，可一直没有确定第一期

的被采访者。2007年年末，刘红庆老师

正好完成了他第一阶段的讲学工作。在

他要返京的时候，校报记者团向他提出

邀 请 ，并 确 定 活 动 的 名 称 为“ 校 报 有

约”。师兄欣然应邀。

第一期的“校报有约”我参加了，记

得是在学校南校区的 1 号教学校 103
室。由于设备不齐全，本来计划晚上七

点开始的，可直到七点半多了还是没有

调好相关设备，只好作罢，那天晚上到场

的人特别多，除校报记者团、“校园之声”

广播站和音乐学院的人外，还有许多都

是慕名而来，把能放上百号人的教室硬

是挤了个水泄不通。

刘红庆老师和李晋明老师是左权老

乡。再后来，时常可以在校报编辑部看

到刘红庆老师。毕业工作后，通过博客、

网站、电视、报纸依然关注着刘红庆老

师。

2022年 1月 5日，一条噩耗在晋中文

化界人士的朋友圈炸响：左权籍著名传

记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北

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红庆先生，

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北京逝世，

享年 57岁。我最先看到这个消息是晋中

晚报记者路丽华老师发出的。在大学时

候因为投稿与路丽华老师有过接触。没

过几天，又拜读了她写的《“摆渡人”，谢幕

了！——品读作家刘红庆的文化人生》。

刘红庆老师毕业后先后到左权县桐

峪中学、突堤中学任教。在后来，他索性

辞掉体制内的工作，于 1995年的最后一

天，背井离乡闯到北京。

第一次看他著写的《沈从文家书》是

在学校的图书馆借阅的，我记得当时没

有看完。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刘

红庆老师一直以沈从文为榜样。那个年

代，他在文字方面锋芒犀利的表达加之

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在世俗间左冲右

突颇显另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崇

拜沈从文大师的学者，怎能忍受自己的

文学梦想一辈子搁浅在山庄小村？

走出山村，他圆了自己的文学梦，直

到2002年，他彻底走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广和民间文化传播之路，涉猎写作、出

版、电视音乐节目策划、大型文艺节目策

划、民间文化策展、影视编剧等多个领域。

刘红庆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左权人，

左权那片黄土地是他创作的源泉，他的

经历与左权紧密交织。年少时，刘红庆

便在左权的山水间穿梭，听着左权民歌

长大，那些质朴而悠扬的旋律，成为他生

命中最初的音乐启蒙。艰苦的成长环境

没有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反而塑造了

他坚韧的性格。他凭借着自身努力走出

左权求学，又怀着对家乡炽热的爱回归，

用文字和音乐记录左权，成为左权文化

的守望者与传播者。

初读刘红庆的书，大部分是和左权

民歌、左权小花戏有关系，最直观的感受

是被书中扑面而来的左权民俗风情所震

撼。他在作品里，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左

权的四季流转、文化传承，以及在民歌韵

味中那抹文化遗失和重新流转的撕心裂

肺的感觉。在描写左权传统庙会时，他

写道：“庙会那天，狭窄的街道被人群挤

得水泄不通。卖糖葫芦的大爷，举着插

满糖葫芦的草靶，在人流中吆喝；耍杂耍

的艺人，光着膀子，在空地上翻着跟头，

引得周围喝彩声不断。”寥寥数语，便将

庙会的热闹场景鲜活呈现，让我这个在

读他的书之前还从未去过左权的人，也

仿佛置身其中。

他对左权民歌的记载更是独树一

帜。他深入民间，记录下一首首民歌的

歌词、曲调，讲述着这些民歌背后的故

事。《桃花红 杏花白》等经典民歌，在他

的笔下，不再只是简单的旋律，而是承载

着左权百姓生活、情感的文化符号。他

描写歌者演唱时的神态：“她站在土坡

上，微闭双眼，歌声从她的喉咙里流淌出

来，带着山间的质朴与纯真，每一个音符

都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种描

写，让我感受到民歌与左权人民生活的

深度融合，那是从劳作中、从爱情里、从

对生活的期盼中诞生的艺术。

他笔下的左权人，无论是民间艺人、

普通农民还是基层文化工作者，都有着

鲜明的个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民间艺人刘改鱼是书中的一个典

型。刘红庆详细记述了她的艺术生涯，

从一个热爱唱歌的农村姑娘，到克服重

重困难，将左权民歌带到更大舞台的艺

术家。她在艰苦岁月里对民歌的执着坚

守，即使生活贫困、演出条件简陋，也从

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刘红庆这样描述

她练歌的场景：“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刘

改鱼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发声，

为了唱好一个高音，她反复尝试，额头上

沁出细密的汗珠。”这种对艺术的敬畏和

执着，让我看到左权人民在文化传承中

的坚定信念。

我见过刘改鱼，也看过刘改鱼老师

跳的左权小花戏，于人于戏，就是书中的

那个味。

还有那些普通农民，他们在土地上

辛勤劳作，闲暇时唱起民歌，歌声里有对

土地的热爱，有对生活的乐观。刘红庆

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左

权人民勤劳、朴实的品质。他们虽然没

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在平凡日子里对

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传承，构成了左权

文化的坚实根基。

研读刘红庆的作品，引发了我对文

化传承的深刻思索。做了多年的记者，

我也喜欢上并开始研究传统文化的东

西。我想，这也是受他的影响，受他写的

书的影响。

他的好学也记录了左权民歌传承过程

中的困境。年轻一代对民歌的兴趣逐渐淡

薄，很多传统曲调面临失传的危险。同时，

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让一些民俗活动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然而，刘红庆并没

有一味地哀叹，他在书中也展现了众多文

化工作者为传承左权文化所做的努力。比

如左权当地学校开展的民歌进校园活动，

老师们耐心地教孩子们唱民歌，让古老的

艺术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通过书籍、

音乐活动等多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

左权文化。他的作品成为连接左权与外

界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左权文化的魅

力，吸引着更多人关注地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这使我认识到，文化传承不仅

仅是对过去的保存，更是在现代社会中

寻找文化的新生命力，需要像刘红庆这

样的文化守护者，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

师兄的作品就像一部左权文化的百

科全书，从民俗风情到人物故事，从文化

传承到地域精神，全方位地展现了左权

的魅力。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与他一同

漫步在左权的土地上，感受着这片土地

的温度与力量。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

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他的记录真

实客观，却又饱含着对文化传承的责任

感。通过读他的书，我不仅了解了左权

这个地方，更深刻地认识到地域文化的

价值与意义，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相信他写的书不只影响我，还会继

续影响更多的人！

选择性阅读，其实是有选择性地、

对有价值的部分进行精读的方式，可以

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让读书更有幸福

感、读了更有收获感。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

如同星辰般点缀着人类的知识宇宙。

走进书店，琳琅满目的书海让人目不暇

接；滑动鼠标，电子书籍更是如恒河沙

数，无穷无尽。然而，时间却始终有限，

我们无法将所有书籍一一品读学习，只

能精挑细选，以期在有限的生命里，汲

取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书籍如浩瀚之海，我们没有时间做

到本本都读、篇篇都读。选择性阅读是

一种经过思考的取舍。它要求我们在

众多作品中甄别出那些能够引领我们

思考、启迪智慧甚至改变生活的读物。

选读的过程，便是依靠自己的判断

力和鉴赏力去决定何为珍珠、何为泥

沙。这种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它

需要广泛的阅读经验、深入的思考习

惯，以及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提升。选读

的过程，是读者识别智者灵魂的过程。

作者拿来感动、感染读者的不单纯是故

事，不单纯是语言，更不单纯是技巧，而

是故事语言技巧之外的、作者独立的思

考，也就是作者灵魂的深度和宽度。那

样的灵魂像世界史一样纵深千万年，那

样的灵魂像史前的原野一样广袤无垠。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书是我们必须

阅读的。每个人的兴趣、背景、需求和

生活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没有一

本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选择性阅

读不仅是关于书籍的选择，更是关于生

活的一种态度，是对知识渴望的一种表

达，是对精神追求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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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读书作为生
活的一部分。它不
仅能让我们在知识
的海洋中畅游、拓
展我们的视野和心
灵空间；还能帮助
我们建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提升我们的
个人素养。

试想着去读别
人写的书，有两层
需求。一来是身边
的许多人都去读，
自己也就去读了。
二来是知道了这本
书，就想着去了解
这本书，也或者是
想通过他写的书去
了 解 他 、走 进 他 。
这样看来，我算得
上是一个喜欢买书
的人，但是算不上
是一个喜欢看书的
人。因为我大部分
时候去买书、去读
书 是 因 为 写 书 的
人，而不是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