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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香的地方》题近旨远，具有

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价值。读

书改变命运，阅读改变人生，阅读这件

事的确是一桩非常重要的全民大事。

聂 震 宁 在 书 中 写 道 ，今 天 ，不 仅 是 中

国，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存在着某种

程度的阅读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

多人不读书，蜂拥去观看短视频、刷短

剧等的人比潜心读书的人多得多，这

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实际上凸显了我

们这个时代存在着阅读危机。而即使

有去读书的人，也大多只是浅阅读、快

阅读、消遣娱乐式阅读和快餐式阅读，

真正深入的精读、细读还远远没有做

到位。全民阅读不仅应该是一项国家

战略，更应当成为全民族的一种自觉

和真实的行动。

为此，聂震宁从全国各地找寻“有

书香的地方”，寻找并发现了各种具有

代表性的书香城市、阅读推广人和阅

读参与者，用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

实际上是在为全社会树立一道标杆，

告诉我们全民阅读应该怎么做、如何

开展，对于一个地区、一个个体而言应

该怎么去践行。全民阅读这件事本身

就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所以这部

书主题深刻并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有书香的地方》要全景式地反映

全民阅读的态势，写的是全民阅读纪

事 ，实 际 上 也 是 全 民 阅 读 的 史 记 、史

志，是一份史志报告。它不仅记录与

书香社会建设相关的那些典型人物、

故事及城市个案，更重要的是梳理全

民阅读的历史由来、发展历程、今日现

状及其未来的走向，综合系统地爬梳

整理。

在选材上，作者注重点、线、面的

结合。首先切入主题的是全民阅读做

得较好的三座城市：位于改革开放最

前沿的深圳、祖国的心脏北京、全国较

富裕的县级市江阴。由此出发，他提

出了“城市因阅读而令人尊敬”。进而

写到城市书房，写城市全民阅读的开

展情况。紧接着写到农家书屋，全民

阅读在农村的推广。从 2007 年起，国

家投入 200 多亿元在广大农村建起了

60 多万家农家书屋。作者选择的例子

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如河南、辽宁、

重庆、福建。他曾两度到福建莆田采

访，并且在那里还偶遇了从事乡村阅

读推广工作的山西柳林人闫丽，后来

更是借此契机跟踪采访了柳林的书香

建设情况。

虽然作品并没有复杂的情节和戏

剧性的冲突，但不乏情节性、故事性内

容。许多的点，包括作者选取的城市

也并非面面俱到。当然作品也有对于

全 民 阅 读 面 上 的 归 纳 或 者 整 体 的 介

绍，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城市中最具

特色的阅读推广人或是阅读行动、计

划和活动。每个城市每个地方的全民

阅读都各具特色。譬如，写到江阴的

“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写到嘉定的

“我嘉书房”。写深圳则选择了一个书

吧的女主人，她把书吧经营得很好，甚

至成为网红打卡地。书香城市可写的

东西实在太多了，他选择了普通、平凡

的人和事来切入，来展现一个城市的

书香氛围、阅读生态的现实状况。这

种描写方法正是一种文学手法。

全民阅读中可写的、可圈可点的

内容非常多，聂震宁注重抓住最有特

色 、最 鲜 明 、最 新 鲜 的 事 物 来 记 述 和

描 写 。 譬 如 ，作 者 写 到 云 南 昭 通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背 篼 图 书 馆 。 一 个

叫 刘 向 群 的 孩 子 借 助 背 篼 图 书 馆 ，

2016 年 第 一 次 读 到 课 外 书 籍 ，了 解

到 了 外 面 广 阔 而 精 彩 的 世 界 ，后 来 ，

他 成 为 从 何 家 坡 走 出 来 的 第 一 个 大

学 生 。 作 者 善 于 抓 住 这 些 既 有 特 色

又很新奇的人物故事，描写也相当到

位 。 包 括 写 到 香 港 ，着 重 写“ 一 本 读

书会”，写读书会邀请作家加入，以吸

引 受 众 参 与 。 写 三 沙 、写 永 兴 岛 ，侧

重写哨兵书屋。写桂林则聚焦“山水

阅 读 桂 林 ”，写 北 京 老 年 人 阅 读 情 况

则选择关注“老有话说——银龄读书

会 ”…… 这 些 人 和 事 都 具 有 代 表 性 。

全 面 全 景 反 映 全 社 会 阅 读 和 书 香 生

态，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

作 为 终 生 和 书 打 交 道 的 专 业 人

士，聂震宁一直在思考阅读与个人、集

体、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他的思

考相当深入，已陆续出版了几部著作，

包 括《阅 读 力》《阅 读 力 决 定 学 习 力》

《阅 读 的 艺 术》《改 变 ，从 阅 读 开 始》

等。他对阅读的研究、探索、理解也很

深刻。《有书香的地方》是一部研究式、

学术性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的另一

个鲜明的特色就在于其说理性和思辨

性，对全民阅读富于雄辩性又富有说

服力的阐释。这是作者从自己的阅读

推广实践中得来的。聂震宁是作家、

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笔墨春秋、书香

人生、书生本色，这三点在他身上集于

一体。他大半辈子都在与书籍及阅读

打交道。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有这样

的一大群人，他们痴迷于书香，执着于

推广全民阅读。这是国家、民族之幸。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聂震宁既能

深入地思考全民阅读，书写记录全民

阅读，又能积极地到处奔走宣讲。关

于“阅读力决定学习力”，他已在上百

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宣讲和推广。

因此，他自己就是全民阅读切实的践

行者。

（《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

读纪事》，聂震宁著 ，安徽教育出版

社出版）

□ 李朝全

阅读是全民大事

仲秋时节，我们驱车从甘肃金昌

市 区 向 二 十 公 里 外 的 双 湾 镇 驶 去。

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腾起阵阵热浪，远

处祁连山巅白雪皑皑，似乎飘来阵阵

凉风，吹散了心头的些许热意。

地肥水美的双湾镇是金昌市重

要的蔬菜瓜果基地。眼下正是洋葱

收获季节。田野里人声鼎沸，妇女们

把洋葱从地里挖出来装进网袋，男人

们把一个个鼓鼓的网袋扛到肩上，整

齐地码在地边。一座座“小山”很快

耸立起来，格外显眼。大路上，一辆

辆卡车来回驰骋，不断地把洋葱送到

镇上的收购点。

双湾镇文昌园是一处田园生态

旅游休闲之地。绿荫遮天的深处，有

诗意，有丰收。几棵百年古树没有围

栏，人与树得以亲近。郁郁葱葱的枝

叶，犹如一把把伞挡住“秋老虎”的灼

浪。几位老人衣着干净、面容慈祥，

悠闲地坐在长凳上唠嗑。

古树之间，是一排排高大壮硕的

梨树。饱满、闪着光泽的梨子露出淡

红色的面孔，已接近成熟。不远处，

几 个 村 民 在 摆 放 桌 椅 板 凳 、搭 建 凉

棚、铺塑料布，为即将举办的美食节

做着准备。

走进陈家沟村老王家的果园，这

里仿佛一个小型植物园：青绿色的苹

果沉沉地缀满枝头，金红色的枣儿骄

傲地挂在树梢，树底下，苜蓿绿茵茵

像地毯。将近两米高的玉米秸秆，玉

米棒似乎要撑破外衣，它们倾斜着身

子，仿佛是在鞠躬，欢迎我们的到来。

果园里，栽种了苹果树、梨树、杏

树、枣树、桃树和葡萄树，中间还穿插种

植了玉米、南瓜和苜蓿。老王笑嘻嘻地

说，今年长势好，估计有三四万元收入。

前些日子，家里的杏子、桃子、葡

萄成熟后，每天天不亮，老两口就匆

匆吃点馍馍，喝些开水，驾驶装满果

实的三轮车去市里卖。回来后继续

采摘果实，准备第二天接着上市里。

眼瞅着苹果、枣、梨、南瓜也即将成

熟，老两口又开始忙碌起来。

听老王说，村里四百多户人家全

都 有 果 园 ，不 少 人 家 在 市 区 里 买 了

房。“现在政策这么好，我当过村干

部 ，更 不 能 拖 后 腿 ，要 好 好 经 营 果

园！”老王早年当过兵，退役后又当过

村委会主任，如今依然不服老，说起

话来声音洪亮。

月亮上来了，村子里刮起清凉的

风。又大又亮的月亮就像挂在枝头

的那一颗最大的果实，沉甸甸的。漫

步村巷，果香弥漫，果实摇曳。

（摘自《人民日报》2024年9月11日）

□ 翟 雄

双湾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有人

喜欢体验黄河壶口瀑布的波澜壮阔，

有 人 喜 欢 俯 瞰 黄 河 几 字 湾 的 虎 踞 龙

盘，我对黄河最深的印象，则是在兰州

黄河母亲雕塑旁近观奔流不息、穿城

而过的滔滔黄河，远望黄河对岸静静

的群山，这场景简直是一幅天然的中

国山水画。置身壮美河山，你可以依

偎在黄河母亲的身边，感受中华民族

母亲河的博大胸襟。最近，一位生活

在黄河岸边的母亲——杨兴兰老人口

述史《我家就住黄河边》再次引发了我

对黄河母亲的思考。

杨兴兰老人是张建君的母亲。张

建君是我在兰州唯一的好友，他身上

始 终 洋 溢 着 一 种 黄 河 之 水 的 浪 漫 豪

情。一了解，方知他是喝黄河水长大

的西北汉子，而我自幼在鲁西南农村

的黄土地上长大。尽管我们的家乡相

隔数千里，但黄河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和情结。

从《我家就住黄河边》这本书中，我

不仅读到了一位生长在黄河岸边普普

通通的母亲平凡中的伟大，更读懂了一

位西部学者的赤子之心，同时也读懂了

一个黄河岸边的家庭 70 余年的变迁，

更读懂了黄河儿女对中华文化中“修齐

治平”精神的不懈追求。

杨兴兰老人曾获“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她 1936 年出生，1955 年 4 月

光荣入党，从一个不识字的村姑，靠刻

苦自学成长为一名基层干部，并把儿女

培养成才。杨兴兰《我家就住黄河边》

从一个党员、一个基层干部、一个母亲

的角度反映了党和国家的不平凡历程，

揭示了党员与组织、个人与时代、家庭

与国家紧密联系、命运与共的主题。

70 余年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杨兴

兰老人积淀了自己朴素厚重的人生哲

学。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杨兴兰的

人生观：“把自己立起来，人生就不会

鸡 毛 蒜 皮 、家 长 里 短 ，就 不 会 斤 斤 计

较 ，就 不 会 患 得 患 失 ，就 不 会 埋 怨 抱

怨，心里面就会亮亮堂堂，人生的路就

好走了，人也就立住了！”在书中，还可

以读到杨兴兰的事业观：“人的一生，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实实在在干一

点事业。不管你是男的也好，女的也

好，都要干一点事业。”作为一名基层

干部，杨兴兰的工作“箴言”是：“到什

么时候，我都是理直气壮的，我是一个

正派的人。”对于子孙和年轻人，杨兴

兰老人的教导则是：“不管走到哪儿，

都能站住脚”。古人认为，立德、立功、

立言是人生“三立”，杨兴兰老人在平

凡中实现了人生“三立”。

《我家就住黄河边》这个书名是我

向建君建议的，它最初的名字叫《杨兴

兰自述》，我认为《我家就住黄河边》更

能展现主人公杨兴兰的人生、家庭、事

业和她的精神世界。杨兴兰老人是黄

河岸边千千万万个母亲的代表，她的

身 上 集 中 了 黄 河 儿 女“ 行 得 端 、坐 得

正”的优秀品德，集中了黄河水哺育的

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更多的是集中了忠厚传家、诗书继

世、百折不挠、昂扬向上的良好家风。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

发 ，朝 如 青 丝 暮 成 雪。”李 白 的《将 进

酒》一诗写出了黄河的豪情与浪漫，也

写出了时光飞逝、人生易老的自然规

律。是的，住在黄河边上的人们会慢

慢变老，有一种东西却永远不会老去，

那就是黄河母亲和黄河儿女的精神和

情怀。

黄河情，也是家国情。

（《我家就住黄河边》，杨兴兰口

述、张建君记录整理，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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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的新著《天地生君子》不仅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掘，更是

对现代社会君子之道的诠释与反思。

该书在内容上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之“道”，从道法自然、中庸之道、礼

教之道与君子之道四个方面呈现精神

追求，彰显遵循自然规律和追求内在

境界的人生智慧。

君子之道的现代阐释

《天地生君子》深刻探讨了“天人

合 一 ”的 哲 学 思 想 ，强 调 人 与 自 然 的

和谐共生，并将其与君子之道的传统

智慧紧密结合。徐兆寿从《周易·乾·

象》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

讲述君子“法天”，认为君子处事应该

像 天 一 样 ，积 极 向 上 、生 机 勃 勃 。 同

时，他还以《周易·坤·象》中“地势坤，

君 子 以 厚 德 载 物 ”来 讲 述 君 子“ 法

地 ”，强 调 君 子 应 当 像 大 地 一 样 包 容

万物，以宽广的胸怀承担起社会责任

和义务。此外，作者强调君子要以自

然为师，与“梅、兰、竹、菊”四君子的

品格来作对照。

君子不仅是道德的楷模，更是自

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典范。他们遵从

天道，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以诚信为

本处世立身。作者通过对古书内容的

解读和对古人思想的阐释，表达了君

子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坚守

本 心 ，保 持 清 醒 的 头 脑 和 高 尚 的 情

操。在他看来，君子要懂得敬畏天地，

顺应自然，以一颗平和之心感知世界

的 美 好 与 和 谐 。 因 而 ，在《天 地 生 君

子》中，徐兆寿从“法天、法地、法自然、

法圣人、无常法”等方面探讨了君子的

概念，提供了一条通往心灵深处、回归

自然本真的道路。

道法自然的细腻表达

在本书中，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

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深入剖析了《易

经》《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经典

作品，进而探讨君子如何在天地间立

身行事，如何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宇

宙的自然法则相融合。同时，书中所

描绘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也都充满

了生命的灵性，这种将自然景色与人

物情感紧密结合的写作手法，既增强

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使读者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领悟到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作者运用大量的古典诗词和成语

典故，使读者深入理解“天人合一”的

哲学思想和“道法自然”的人生理想，

亦能体会到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与理

想追求。可以说，作者以其自身经历

对道法自然展开论述，认为老一辈人

在不知不觉间已按照道法自然的方式

生活着，中国传统文化已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印记。同时，他深入剖析了《诗

经》的历史价值，并将其与《荷马史诗》

进行对比，认为“《诗经》先有天地，再

有人，是天、地、人思想，是宇宙观。”

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

书中还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为读者提供了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的新

思路。作者笔下的君子不再是传统意义

上的道德楷模或社会精英，而是具有现代

意识、勇于担当、追求真理的普通人。在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他们始终能

够坚守内心的信念和原则，以高尚的品德

和卓越的才能影响着身边人。

此外，本书中还巧妙融入了生态智

慧。作者通过描绘君子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和

相互依存。同时，强调应当积极学习和

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从而实现

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天地生君子》通过细致入微的描

写和深刻的哲理思考，谈论君子之道的

现代启示，阐释道法自然的当代价值，

不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

术魅力，而且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天地生君子》，徐兆寿著，读者

出版社出版）

□ 唐圆鑫 李婉萍

君子之道的现代启示

乐享书香 珍惜时光 杨 潇

近日，我省作家严英秀的小说集《悲

伤的西班牙》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该出版社“名家精品典藏”系列之

一，收录了作者最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

6 篇，包括《水边的阿狄丽娜》《悲伤的西

班牙》《只是夜太黑》《芳菲歇》等。

《悲伤的西班牙》本是一首世界吉他

名曲，凄婉浪漫，悠扬动人。而在这里，

作者是在用文字“独奏”，弹奏出生命中

的悲喜交加。它是那场未曾降临的雨

夜，是那首永远不会老去的情歌，是那些

藏在心底的故事和那些不愿忘记的记

忆。正如作者所说的，岁月极美，在于它

必然地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悲伤的西班牙》以黛诺、何琦照顾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阿潘教授为主要故

事线索，讲述了三个女性不同的人生境

遇及人生感悟。《水边的阿狄丽娜》讲述

了中年出现婚姻危机的柳萨，因丈夫一

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她重新审视两人

的关系，并最终守护在丈夫的病床前。

该作品集以生活中的“问题”和“失

去”为线索，讲述了以女性为主角的情感

和生活故事，小说将人物和故事放在一

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和秩序中，以表

达对现实的深切感悟，更是作者对于人

性主题、人文关怀的一种文化担当。这

部作品让我们看到除了快乐与成功外，

还有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内容——不完

美、脆弱和孤独。阅读它，你会重新发现

生活中微小的痛楚和不易察觉的温暖，

以及支撑我们继续向前的力量。（王 鄱）

《悲伤的西班牙》出版

聂震宁新近出版的长篇

纪实作品《有书香的地方：中

国全民阅读纪事》属于中国

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当

时专家们在论证这个选题时

认为，聂震宁了解并全程参

与全民阅读，对全民阅读有

全局性的把握，对其来龙去

脉十分熟悉，而且具备国际

化的视野，对国际上推动阅

读措施和书香社会建设都有

广泛涉猎，因此能够胜任这

一选题的创作。

为了创作本书，聂震宁

下了很大的苦功夫 、笨功

夫。他依靠像长征一样的行

走，依靠自己采集来的第一

手素材来书写和创作自己的

作品。全国各省区市他几乎

都走遍了。他只写自己看到

的人和事 ，一定要眼见为

实。这种深入现场采访的精

神是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

最可贵的品质，也是确保这

本书真实可信的前提。他自

称为“书香中国万里行”。

人文是文化的核心，何为中国传统

文化，关键在于何为中国人文。本书以

短小精悍的形式，饱含反思与哲理，追

寻中国人文传奇。中国人文数千年，历

经互鉴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

这本书聚焦中国人文传统，贯穿中西、

融汇古今，助力现代文明建设，启迪现

代人的日常生活智慧。

冯天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文大义》

动 态

纸上书店

美 文

重 推 书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