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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8 全民阅读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颖 记者 施露冤阅读，是人们获
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拓宽视野，丰富我们的内心世
界，提升综合素质。“书屋里面新来了好多种类的图书，这
个冬天可以好好‘充充电’了。”近日，一批批崭新的图书陆
续配送到兴桥镇各农家书屋，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大大提高了群众幸福感。

为有效动员全镇居民参与全民阅读活动，兴桥镇紧紧
围绕县委建设“书香射阳”部署要求，坚持镇村联动扎实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提高我镇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文化素
质，倡导全民阅读良好社会风气。

细处着手，阅读阵地再提升。今年以来，进一步对各村
（社区）农家书屋书籍、阅读设施和阅读环境等进行规划提
升。重点对红星社区、津富社区、新庄村三家星级农家书屋
进一步提升，增设书柜改善阅读环境，同时加强各村（社
区）图书角管理，不定期检查书籍更新情况。根据老百姓的

不同需求，镇村全年更新图书近 3000 册，进一步方便群
众阅读，提高群众满意度。加强农家书屋环境布置，增设温
馨提示卡、阅读积分兑换牌、电子阅读扫码等新设施，并灵
活运用“书香射阳”标识，做到村（社区）全覆盖。

丰富形式，阅读活动多样化。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镇
村联动开展阅读活动，尤其是端午节、全民阅读日、学雷锋
纪念日等关键节点组织各类阅读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包
括诗朗诵、诵读、亲子阅读、阅读分享、好书推荐、主题读书
会等，定期推介重点阅读书目。今年来，镇村共开展各类全
民阅读活动 200 余场。同时，坚持落实周五读书学习制度，
组织机关干部读书交流，围绕主题和推荐书目，畅谈读书
收获；重点推广掌上阅读活动，配合学习强国平台、江苏省
数字农家书屋等资源，让学习阅读变得更加简单便捷。

常态宣传，阅读推广不停歇。利用农村大喇叭播放、网
格群宣传、集中发放宣传单页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全民阅

读推广和阅读应知应会小知识普及。组织机关干部、镇村
全民阅读推广人、阅读志愿者等广泛参与阅读推广，通过
媒体发布我镇全民阅读相关工作和活动各级稿件 113 篇，
进一步扩大知晓率。通过印象兴桥公众号、农村大喇叭、微
信网格群等平台，传播推广宣传推广全民阅读稿件和相关
活动预告，吸引群众了解我镇全民阅读工作和参与镇村阅
读活动，进一步提升全民阅读参与率和知晓率。

下一步，兴桥镇将继续以农家书屋为平台，持续开展
丰富多彩的因地制宜的全民阅读活动，特别是接地气的、
带有兴桥地方特色的主题活动，不断丰富群众阅读内容，
大力提倡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让全民阅读
蔚然成风，积极弘扬兴桥精神、好人好事，提高全镇群众阅
读参与率。

兴桥镇：书香浸润心灵 知识引领兴旺
2023 年盛夏时节，梁衡先生在一所

学校的“阅读与写作”大讲堂上，面对莘
莘学子，阐述了他“为思想而写作，为审
美而写作”的创作理念。其核心要义是：
文章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文章有

“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先生新
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 《人生谁能无补
丁》，深刻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理念。收
入该书的 70 多篇文章，分为“曾经亲历”

“世情百态”和“心有所思”三个部分，都
属于他人生旅程之中“心有所思”“思有
所得”的思想结晶，呈现出较强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
录》中曾说，人是思想的苇草。思想成就
人的伟大和尊严。在笔者看来，生活在世
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觉
生活者，他们一边生活着，一边思想着，
并且依靠思想所得指引和照耀自己的人
生之路；另一类是非自觉生活者，他们总
是被动地生活着，很少主动思考，既不知
来路，也不思去处。很显然，梁衡先生属
于第一类人。他曾经作过一首小诗：“能
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
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阅读他这部
著作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边生
活、边思想、边写作”的“三边形”战士，他
以高度自觉的生活姿态，创造着属于自
己的思想天地和文学世界。

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最常见的是他
的“思”，以及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想”。梁
衡先生的“补丁说”令人回味。“岁月蹉跎
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这是他著作
的“文眼”，也是他最重要的人生箴言。他通过当年的一张照
片，一双自己打了十多个补丁的鞋子，引发出这一思考。“补
丁是社会的伤口，人生的遗憾。”“生活乃至生命总是在不停
地打着补丁。”“看到补丁更感念一件衣服的完整，让我们更
珍惜当下的生活，尽量少一些补丁。”由鞋子到其他事物，由
事物到人生，由人生到教育，进而到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不断
延伸扩展，从而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

在《这里有一座歪房子》中，他发现，世界万物没有一个
绝对的平衡，总在倾斜与校正中来回摆动。为此他还专门作
了一首《歪房子铭》，殷切告诫自己，也告诫世人：“人居地球
而不知头朝下行走，居平常之屋而不知反常之事，正所谓习
以为常，歪以为正，非以为是。”

梁衡先生最让笔者认同的，是对命运的清醒认知。《风沙
行》一文，追忆了当年大学毕业后去河套地区“锻炼”，与风沙

“斗争”的人生际遇，虽然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没有抱怨，而
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对人生命运作出属于自己的“注解”。
他说：“想来命运把我们扔到这沙地里来也有一定道理。”“人
生旅途漫长，但只要你曾经穿越过风涛沙浪，就懦者勇、弱者
强，男女即可为壮士。”这是他经历风雨后总结的人生箴言，
也是启迪后人的励志宝典。

梁衡先生对于爱与爱情的思想，也是独特而深刻的。在
《忽又重听走西口》中，他透过朋友的“新歌”，透视人间爱情
和艺术的真谛。“爱情这东西实在属于土地，属于劳动，属于
那些无产、无累、无任、无负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吃爱情饭
的作家，从曹雪芹到张恨水到琼瑶，连篇累牍，其实都赶不上
塞外这些头缠白毛巾的小伙子掏出心来对着青天一声吼。”

“真正的爱、质朴的爱，最属于那些土里生土里长的山民。”
“就像树要长叶、草要发芽，他们有生就有爱，有爱就有歌，怎
么生活就怎么唱。”

梁衡先生虽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但他思考
和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譬如，他关于寻找缝补地球“金钉
子”的探寻和思考，关于“耳朵湖”和“罗布泊”的探寻与思考，
关于九华山佛门圣地的察悟，关于康定情歌背后故事的追寻
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意在揭示蕴
含背后的某种精神，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纯粹的精神性。
梁衡先生的文章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审美性。字里行间，总
是向人们展示着生活的魅力和美丽。他非常注重细节美。“一
叶一菩提，一沙一世界。”在梁衡先生的笔下，更注重生活的
局部和人生的细节，于细微处看世界，既展现细节之美，又以
小见大。例如，当地老百姓说“枣树一听不到黄河的流水声就
不结枣了”的细节，他和小伙伴到地里吃瓜时的细节，等等。
有些细节通过他的笔触，像画面一样展开在读者面前。

梁衡先生行文，善于将“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既体
现人生经历，又窥见时代精神。从土炕这一并不起眼的事物
中，他发现了蕴含其中的家国情怀：“传媒总是热心报道那些
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出了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
道这深山里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发的
乡村女教师呢？正是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农村教
育事业。”他还进一步引申说：“中国的大炕从黑龙江一直铺
到西藏，一炕跨东北、华北、西北，过中原，下西南，温暖了大
半个中国。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土炕养育了
多少中华儿女，抒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由此，日常生
活中普普通通的土坑，便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甚至崇高的
生命意义。

他的文章蕴含一种向上之美。文学是一项引人向上的事
业，要让人从失望中看到希望，从绝望中看到力量。梁衡先生
的诸多篇章都遵循了这一创作原则，呈现一种向上的力量。
尤其可贵的是他总能将所受的苦难化作向上的精神养分。在
边疆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他却认为：“我生也有幸，一踏入社
会就在《诗经》式的古风中熏陶了六年整，度过了一个社会人
的童年。”

梁衡先生不是诗人，但他作品却总能呈现一种难得的诗
性之美。既有诗歌的点缀，也有诗性的语言。黄河岸边喝水的
骏马，让他诗兴大发：“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鬃红风吹
火，蹄轻翻细尘。”故乡之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何处是乡
愁，云在霍山头。儿时常入梦，杏黄麦子熟。”一句“杏黄麦子
熟”，蕴含多少诗情画意。

梁衡文章的诗性，主要体现在“三境”之美上。一是景物
之美，他谓之“形境”。他描人状物，让人如临其境，如观其人，
如见其魂。“那群毛头小伙子，就像被鞭子轻轻抽了一下，喜
得一蹦一跳，手起铃响，轰然夯落，又从宽厚的胸中发出一声
山呼之响，嗡嗡然，声震屋瓦绕梁不绝。”此等“形境”，怎能不
令人心动，又怎能不欣然加入其中？

二是情感之美，他谓之“意境”，具有大写意的功能。《夜
市》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行道上的路灯‘刷’地一下
亮了，夕阳还没有收尽余晖，但人们已经忘却了它的存在，灯
光逼走了日光，温和地来到人们身旁。她一出来，这个世界顿
时便增加了几分温柔，许多随便。”这“温柔”和“随便”中，包
含的就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之美。

三是哲理之美，他谓之“理境”。《万鞋墙》一文最后，他写
道，一双鞋子，要纳 2500 针，“那堵鞋墙上共有 13000 双鞋，
你算一下总共多少针呀。每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
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知道天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
呢？”最后一句“鞋墙不朽”，堪称神来之笔。

《康定情歌》的作者吴文季墓碑上写着：“他一生坎坷，却
始终为光明歌唱。”梁衡先生却认为：“他终身为爱情而歌唱，
却没有得到爱。”对比吴文季的一生，梁衡先生是怎样的呢？
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吧：“他自身带光，心怀大爱，为光明和
爱而歌唱，而且获得了光明，也获得了爱！”不知这个判断是
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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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郭开国冤 日前，省作家协会公布
2023 年度新会员名单，我县退休干部高亚名列其中。

青年时因喜爱文学和新闻写作，而得以从偏僻乡间
走出的高亚，参加工作后无论岗位职责如何变化，始终没
有放下手中之笔。在职期间，他把本职工作需要和个人爱
好有机结合起来，注重调查研究，积极撰写稿件，先后在
国家、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不同体裁作品千余篇。特别是
退休之后，高亚更是热衷于创作乡土气息浓郁、深受读者
喜欢的散文作品，并接连出版了《大地的声音》《大地的怀
想》《大地的恋歌》等文集，先后被江苏省散文学会、中国
散文学会、盐城市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

我县新增一名省作协会员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单宣冤12 月 18 日，由盐城市文广
旅局主办，盐城市图书馆承办的“2023 年度全市公共图
书馆业务竞赛”在市图书馆举办，全市各公共图书馆 100
余名选手参加了此次竞赛。经过第一轮笔试选出 12 名选
手进入现场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县图书馆的孙辰辰
荣获竞赛二等奖。

此次竞赛是对图书馆馆员业务水平的一次检阅，也
是对馆员工作风貌的展示。县图书馆将以本次竞赛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职工业务技能培训，提高馆员业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创新型、服务型、技能型人才队
伍，以更专业的水准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县图书馆在全市公共
图书馆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

今年以来袁海河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以建
设野书香海河冶为目标袁打造野耕读海河冶阅读品牌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袁努力形成野爱读书尧读好书尧善读书冶的
良好氛围遥

阅读“零距离” 耕读“进万家”
近日，2023 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在京发布：“新时代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库”“道理学理哲理·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阐释丛书”被评为“年度荣誉图书”；《赵元任日记》

《现代科学的诞生》《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图像学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等获评年度“学术类十大
好书”；《伟大的思想》《中国神话》《文艺欣赏七论》《什么
是科学》等获评年度“大众类十大好书”。

发布会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专家学者表示，这些好书既有理论研究著作也有大
众读物，题材广泛、视角鲜活，彰显新时代特色，具有经典
性、原创性、实用性、新颖性、特色性等。

商务印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大好书评选是商务
印书馆向读者们传递优质文化资源、传承经典和推动学
术研究的重要方式，每年经专家评委投票产生的书单也
为万千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指引，希望以此激发大众
阅读热情，推进全民阅读风尚。 渊源自叶新华网曳冤

2023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