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姜，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
文诗学会会员。现为北京祥和公益基金
会秘书长。中国村落文化推广人，先后
在伊犁河谷、秦岭山区、大别山区、杭嘉
湖平原、牡丹江平原、关中平原、吕梁山
区等地近三百个村庄进行实地采访。

读书正当时读书正当时
□ 吴天烨

当下，有多少人的价值观是受到网络的影响，又有多

少人的价值观是受到火爆短视频的影响？我们无不生活

在各种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信息茧房”之中。如何突

破困境？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去阅读。

如果认为读书就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这书自

然读不长久，因为一旦达到目标，满足需求，获得了物质

性奖励，便再也不需读书了。读书更多地是为了通晓道

理，应存有质疑精神，形成批判性思维，在读书的过程中

多问几个“为什么”。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

文化语境等来看待问题，自身的智慧就是在学、问和悟中

受到启迪，帮助人们塑造独立人格，提升自主意识。

将自身完完全全沉浸在读书中，暂时忘却外界的一

切，让自己慢下来，体验心流的感觉。让自己从当前的

情绪和事件中超脱出来，以第三视角全方位地审视此种

情境，更有利于自己对于时局的把控和形势的分析，防

止自己因当局者迷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读书能够给予

人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你不一定能在书中找到切合

实用的准确方法，但兴许可以找到解答困惑的思维方

式。

太多的人忙于日常生计，闲暇时间用来休息和游戏，

这都是人之常情，读书也是一种选择。不要将读书这件

事看得过于神圣，它不是任务，无需规定自己一个月必须

读完几本书，更不用去和别人攀比读了多少，那样的想法

太功利，也太容易让人放弃。可以把读书变成自己的一

种生活方式，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而然，想起来的时候

读几页，尽兴就好，读累了就好好休息，下次接着读。

读书是在观己，往外读，向内求，享受孤独的美好，享

受一个人的自由，自得其乐，也得精神境界之提升。读书

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一生你想要做什么事，想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书是一束光，你接近它，阅读它，思

考它，也反观自己，便会逐渐成为一束光。久而久之，读

的书多了，就会变成一团有能量的光球，温暖自己，照耀

身边人。

多棱镜

培育读书风尚 共建书香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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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靠攒零花钱买的第一本名著是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1986 版的《红楼

梦》。当时读《红楼梦》，我是选择性地看。凡

是有宝玉和宝黛钗及众女孩们的情节，我都看

得津津有味。凡是讲贾政、贾赦、贾雨村及其

他人的事，我一应跳过。书中的诗词曲赋，我

专门用一个小本子抄下来并背得滚瓜烂熟。

成年后，我学会了写古体诗词，多少有小时候

就开始读《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之外，《封神演义》《隋唐英雄传》

《西游记》《聊斋志异》《玉娇龙》《春雪瓶》这些

书，我都是 10 岁前看完的。14 岁时读《安娜·

卡列尼娜》，18 岁时读《包法利夫人》，我对这

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安娜和爱玛生命的

消失抱以无限同情，《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

利夫人》是两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我在三

十多岁的时候，又一次次重读，依然钦佩这两

部小说的伟大。

青少年时期，是我比较集中阅读各类名著

的一段时间，基本是拿到什么书，无论是小说

或者是诗歌，都会读完，我还读了大量的流行

杂志及各种武侠小说，后来我成为一名杂志编

辑，这与我青少年时期的大量阅读有关。到了

30岁以后，我开始阅读各种历史专著、哲学经

典与人物传记。

阅读中，我认识了很多人。他们有作家本

人，有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在阅读他人的人生

故事时，我也不断审视自我，说简单一点，就是

学习他人之长，弥补自身短板，且行且修炼，逐

步走向自己心中理想的自己。

人到中年，我重新阅读林徽因所著的《晋

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她的文字，她的才华，她

的品性，穿过早年的重重八卦迷雾，再一次征

服了我，这一次，她不再止于少年的我心目中

的美丽形象，而是作为一名优秀的知识女性与

职业女性，深深地征服了我。

我来到吕梁，在汾阳、孝义、文水等林徽因

曾探访过的各个村庄奔走采访，在汾阳的峪道

河镇，在赵庄村与神泉村，林徽因探访过的地

方，已经成为了一片农田，我依然痴情地站在

冬日的这片田野盘桓良久，心存致敬之心。在

林徽因住过的灵泉磨旧址田野，我在大风中拍

了一张照片，我与林徽因虽然没能生在同一个

时代，但我走过了她见过的山水，更见过了今

日吕梁村庄之美，那么，我们就可能在同一时

空产生量子纠缠。正如吕梁的山月，一年又一

年，照过她，也照过我，此情此景，正是林徽因

所写另外一种“美得让人心慌心痛”的感觉！

因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的影响，加之

实地走访了吕梁的几十个中国传统村落，我现

在掌握的古建知识尤其是晋西北明清民居建

筑知识，应该说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甚至因为

书本知识与实地探访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让我

对北京众多明清皇家建筑的形制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与了解。

我走过吕梁 130 多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虽然我此行吕梁意在采访村庄，但却未局限于

村庄，而是对山水、城镇、村落、古建、古城、关

寨、烽燧、寺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访。

从石楼的崖头村起始，一路到中阳、柳林、

临县、方山、交城、汾阳、孝义、交口、离石、文

水、岚县、兴县，最终返回岚县，于楼坊坪村、岔

上村结束，我也走完吕梁十三个县（市、区）的

100多个村庄。

我一路采访一路写采访手记并发朋友圈，

因为文字很长，我猜测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读

完。让我意外的是，有很多人读了，并且发了

私信给我，他们表示今年夏天会自驾到吕梁旅

游。文字的感染力在今天依然存在，依旧占有

一席之地，我为此释怀。

从秋天到冬天，从冬天到春天，吕梁山为

骨脊，黄河水为血液，成为我生命的底色，并融

入我的灵魂。

我的散文写作师承，必然会有《史记》及一

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至于近现代作家，应

该会有鲁迅、张爱玲、汪曾祺、杨绛、孙犁、王小

波等人，我学习他们，我是不是有自己的文字

风格，时间会给我答案。

我也用我最细腻的感知，即“他者之眼”和

“外来滤镜”，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吕梁，本

地人可能不太能够感受到的风光之美、人文之

美、人情之美、发展之美。

吕梁人视而不见也冲不破的认知茧房，在

我眼里是不存在的，吕梁乡村之美，是为我

360度敞开的，我成为这个带着美好使命的幸

运儿，是我此生的荣耀。

足迹遍布两万一千平方公里的吕梁大地，

有此经历，于我而言，此生无憾！

我们应该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也应该

拥有一个诗意田园的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在

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而诗意田园的中国，

则存在于乡村，存在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十三个

县（市、区）的各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吕梁在建

设现代化城区与生活便利城镇的同时，没有忘

记积极保护修复中国传统村落，用心打造各个

乡村旅游重点村，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大美之事。成为吕梁重点旅游百村的见

证者，我也与有荣焉。

我倡议，我们每一个吕梁人，都成为乡村

之美的发现者，多拍摄照片，多用文字表达，记

录你眼里的吕梁乡村之美。

最美的风景不在他乡远方，而在重新发现

的眼睛里！这是我在吕梁重点旅游百村采访，

时时会冒出来的感想。

我是李白的忠实粉丝，永远天真热血，这

是李白的性格底色。即使处于人生的至暗时

刻，他也会写，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即使死亡

即将夺走他的生命，他也会站起来高歌。我总

结我的性格底色，大约也有永远天真永远热

血，无惧人生从头开始的一面。所以，我的每

一天都是新的，我爱我走过的每一个吕梁的村

庄。

我一直记得，少年时阅读的《聊斋志异》里

有篇不太有名的文章叫《黄英》，讲的是菊花姐

弟修炼成精变成人的故事，他们变成人后姓

“陶”，菊花修炼成精，性格也格外雅淡，尤其姐

姐陶黄英，就是一个雅淡的妙人儿，不过弟弟

陶三郎有些好酒，而且有两次喝醉了玉山倾倒

直接现身原形变成了菊花。想象一下，这个画

面是不是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黄英姐弟姓“陶”，此“陶”是东晋

大诗人陶渊明（约 365-427 年）之陶，陶渊明，

那可是古往今来爱菊第一人。清朝文学家蒲

松龄（1640年-1715年）写这篇《黄英》，有穿越

千年的时光，向陶渊明致敬之意。陶渊明的

诗，蒲松龄的文，真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实实

在在的中国人才能懂得其中的意境与风雅。

《饮酒·其五》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如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主要表现田园生活的恬淡闲适，诗

人在劳动之余，饮酒至醉之后，在晚霞的辉映

下，在山岚的笼罩中，采菊东篱，遥望南山，此

时此刻，不说一句话，已经十分美好。

诗意田园的中国在哪里？它在我们读过

的诗句中，它更在现实中，我在方山的横泉水

库、在岚县的蛤蟆神水库、在交城的柏叶口水

库，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受到了山气与斜晖交

织，山岚与幽深的水波辉映的山气日夕之美，

也遇见几只飞鸟远远在水库湖面掠过。

假如我没有读过陶渊明的诗，假如我的精

神世界里不曾有过“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的知识储备，那么，我是很难发现很多吕

梁人视作日常的几座水库之美的。

蒲松龄穿越千年的时光向陶渊明致敬，我

穿越千年的时光用陶渊明的诗句印证当代吕

梁乡村之美，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能够感

受到诗意田园中国之美呀。

在黄河边的柏卜湾村，想起李白的“黄河

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在黄河边的黑

峪口村，想起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

河入梦来”；在黄河边的裴家川口村，想起《北

朝民歌》的“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

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在黄河边的高家塔村，伟人东渡登岸处，

黄河水咆哮着，示我以雄浑的泥色；在黄河边

的张家湾村，闯王李自成登岸处，黄河水流淌

着，示我以澄澈的碧色。

在黄河边的碛口古镇和孟门古镇，不见当

年的晋商帆影，惟余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秦山

晋水抑或晋水秦山两两相望，所谓秦晋之好，

要身临晋陕大峡谷其境，才能切身感受二者之

写意。这时候，远远有人唱起了民歌“山挡不

住云云挡不住风，神仙也管不了人想人”，我很

难讲我当时在想什么，永恒的人类的无用的深

情，正是我们作为人活过的证明，如果我不爱

吕梁，我也写不好吕梁。或许，此生我必须体

会这样的幽微曲折瞬间，才能圆满我的写作之

路。一言概之，我用脚步丈量过的吕梁大地，

注定是一生一世无法忘却的。

我相信，一个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终将

沉潜为一个人血液与灵魂的一部分。

山月年年照吕梁，因为共同拥有的文化，

今人和古人，才可以不分时空，不分地域成为

知己。

在离石彩家庄村，当夜晚的灯火如彩凤

次第亮起，“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

通”自然地浮上心头；在交口明志沟村，取自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村名，很好地说

明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也可以有自己的人文

追求；在岚县正道村，其历史传承，正是一曲

“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文水上贤村，一副“日

暖菊英秀 风清桂子香”的对联，尽显乡村生

活的诗情画意……

本报讯 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学生爱国热情，4 月

21日，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了“英雄吕梁我来讲 红

色基因永传承”学生演讲比赛，师生们共赴这场红色精

神盛宴。

特殊的身体，完整的热爱。残疾无法阻挡特殊教育

学校学生的家国情怀，聋生以手为耳，用手语描绘英雄

吕梁；培智生以梦为翼，用心感受祖国万里河山；盲生以

心为眼，感悟山河滚烫。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

着对英雄的敬仰与对祖国的热爱。比赛中，听障学生带

来《山河作证 浩气长存》《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太行脊

梁华夏风骨》等演讲，用手语配合真挚情感，诉说着英雄

的故事；培智学生以《神州摇》《吕梁颂》《英雄吕梁——

康三红》等为主题，用质朴的语言传递对家乡英雄的崇

敬；盲生通过《吕梁绽放的英雄之花》《段兴玉的故事》等

内容，以深情的讲述带大家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十八位班级代表选手，十八个感人故事，十八段肺

腑告白，每一个故事都触动心灵，每一段演讲都令人心

潮澎湃。此次演讲比赛不仅是一次红色精神的传播，对

学生们更是一份激励与嘱托：刻苦学习、增长本领，自强

不息、勇敢追梦，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

光芒。 （白娟）

行走中发现吕梁乡村之美
□ 楚姜

吕梁市特教学校
主题演讲比赛内涵丰富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在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方山县人民法院干警积

极参与由方山县妇女联合会、

方山县图书馆联合开展的“沐

浴书香 有爱陪伴”爱心妈妈关

爱赋能暨亲子阅读交流分享

会，将法治教育与亲子共读相

结合，让法治种子在书香中生

根发芽。

活动当日，来自该院的十

余名干警们，带着满心期待与

热情，与孩子们一同走进方山

县图书馆，开启这场关于爱、陪

伴与成长的书香之旅。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爱心妈妈”们

边走边交流，分享着亲子阅读

的经验与心得，从陪伴孩子来

图书馆的频率，到日常亲子阅

读的时间安排，再到孩子喜爱

的书籍类型以及写读书笔记的

习惯，一问一答间，活动的氛围

逐渐升温，更勾起了她们作为

家长对孩子阅读习惯培养的思

考。

活动中，该院干警与孩子

们共同阅读《漫画民法典》《给

孩子的第一本法律启蒙书》等

法治主题图书，通过有趣的漫

画形式和生动案例讲解法律知

识，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法

治观念。同时向干警发出亲子

阅读倡议，鼓励每日共享阅读

时光，共建书香家庭。

活动临近尾声，孩子们捧

着心仪的书籍与法院的“爱心

妈妈”们合影，这不仅是专属于

法律人的温柔时刻，更是每个

家庭珍贵的书香记忆。参与活

动的干警和孩子们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意义非凡，不仅是一种特别的读书日庆祝方

式，更是一次对“陪伴”的郑重承诺。

“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也要守护孩子眼中的星光，而

阅读，就是连接两者的桥梁。接下来，将持续发力，致力

于打造特色鲜明、书香浓厚的法院文化，深入推进‘书香

法院’建设，鼓励干警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预留‘亲子

阅读时间’，让法治信仰与家庭温情在书本间代代相传，

让书香浸润每一位干警的心田，为司法工作注入更多智

慧与力量，共同书写法治与书香交织的美好篇章。”方山

县人民法院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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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温宇晗 通讯员 刘妍） 为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扎实推进“书香吕梁”建设，连日来，汾阳市新

华书店以“培育读书风尚、建设文化强国”为主题，精心策

划并开展了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

4月 1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做最好家长 育优秀少

年”讲座在汾阳市北门小学拉开帷幕。员工王晋峰以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教育视角，为家长们带来了一

场心灵与智慧的盛宴。讲座中，王晋峰以书为媒，桥接家

校，围绕如何成为优秀家长、培养卓越少年这一核心，深入

剖析了家庭教育中常见的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法。现场气氛热烈，家长们积极参与互动，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4月 16日，由省总工会牵头，汾阳市新华书店与市

工会携手成立的“职工新华读书角”正式揭牌，读书角重新

布置了阅读区域，增加了舒适的座椅、柔和的灯光和丰富

的书籍。同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公益活动，吸引了各

行业职工前来参加，成为职工们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不

断优化的阅读环境和服务，吸引了更多人走进书店，爱上

阅读；4月 20日，该书店举办了“书香满家 亲子共读活动”

结营颁奖活动。颁奖既是对孩子们坚持阅读的肯定和鼓

励，也是对亲子共读成果的一次展示。亲子共读，不仅加

深了亲情，更让书香成为了家中最美的风景线；4 月 11
日，“一书一世界”爱心捐书公益活动中，145本承载着爱

心的书籍被送往孩子们手中，让孩子们感受书香的温暖，

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之火；4月 23日上午，“培育读书风

尚 共建书香汾阳”汾阳市 2025年全民阅读活动启动，活

动中，汾阳市新华书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责任，向企

业、农村、校园等“七进”单位代表捐赠图书 270册。

图为柳林县金家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览虫书屋

开展“世界读书日”活动。近年来，览虫书屋将理论宣

讲、文化惠民、道德培育、健身运动、产业发展融入乡村

生活，持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时代内涵，为推动乡

村振兴、培育乡风文明贡献力量。 冯凯治 李宇 摄

从校园讲座到捐书赠书从校园讲座到捐书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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