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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热爱学习，无论在
家务农还是外出赶集，都会
怀揣一本“口袋书”，一有时
间就打开来翻阅，权当放松
休憩。

冰融了，雪化了。历经
一个寒冬，很多老人都纷纷
走出庭院，或踏青赏花，或三
五成群晒晒太阳，慵懒地拉
着家常。父亲则在广场的角
落，精神抖擞地拿着毛笔，写
着地书，偶尔一两个字词想
不起来，用手蘸着唾液，在

“口袋书”上翻翻，再把头往
前凑凑，确定是想要的诗词，
接着父亲蘸着水，写着字，像
一个“驰骋沙场百战威，铁骑
闯破万重围”的战士，一排排
错落有致的水体大字被他妙
笔铺陈在大地上，不时传来
驻足留观者的喝彩与赞叹。
交流中，遇到新奇的写法或
是不同的见解，父亲都照单
全收，快速记于“口袋书”中，
便于闲暇参悟。

荷叶田田，蝉声流响。
人 们 躲 在 空 调 房 中 避 暑 纳
凉时，父亲搬来桌椅坐在院

子 角 落 的 梧 桐 树 下 读 书 看 报 ，遇 到 精 美 的 好 词 佳
句，便会记录在“口袋书”中，偶尔有不认识的汉字
时，便及时翻阅桌上的字典求助。用父亲的话说，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吹着自然风，享着读书乐，就像鱼儿游戏于水间舒
坦、惬意。

金色满山，硕果飘香。父亲在田间地头忙碌地
收获玉米，金色的收获带给他梦幻般的色彩，他快速
地在“口袋书”中记录着。我凑过去，父亲自豪地扬
起他的宝贝，说：“今年雨水足，科学培育，产量明显
比去年高出很多，这多亏我的‘口袋书’的指导，它功
不可没！”

燕南归，畜回巢。外边寒风阵阵，父亲又把学习
阵地搬回了房间。有火炉相伴，大家不再畏惧寒冷。
父亲往火炉里添煤时，总会告诫我们：“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人生亦是如此，贵在平时积累，关键时刻才
能助你成功。我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统统
记在这个小本上，得空时间多翻翻、多看看，所以聊天
时我总能说得头头是道。”

父亲热爱读书，离不开读书。所谓的“口袋书”无
非是孩子们丢弃的练习本裁剪后装订的小本子，装于
口袋，方便使用。它就像父亲，虽算不了高大上，却是
集人文、地理、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貌于一体的“百
科全书”，值得学习、为之钦佩！适逢建党百年，在父
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也准备了各自的“口袋书”，摘
记党史，抄写英雄故事，品历史，唱红歌，绘制家庭的
美好蓝图。

翻阅着父亲的“口袋书”，看着各种颜色的书写，
包罗万象的内容，记录无穷的乐趣，我笔尖一动，流泻
下一时的感受：“夕阳生花跟党行，听说读写记书中。
小小口袋书乾坤，快意人生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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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丰富社区青少年文化
生活，激发青少年课外阅读兴趣，11
月 6 日下午，潘黄街道宝才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书香盐都
你我分享”青少年主题读书分享会，
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增进
交流、促进友谊的平台。

活动中，社区两名志愿者结合
自身实际分别介绍了《十万个为什
么》和《科幻星球》两本书，引用生动
的现实案例，分享了读书感悟和心
得体会，并倡导社区广大居民及青
少年与书相约、与书为伴，用阅读点
亮人生，让书香溢满心田。参加活
动青少年纷纷表示，今后一定用功
读书、刻苦学习，用实际行动报效祖
国。在社区图书馆，大家挑选阅读
了自己喜爱的书籍。

“这次活动很好，让孩子养成良
好的读书习惯，也是以读书活动为载
体，为孩子们搭建起友谊的桥梁，让
孩子们勇于与人交流，展现自我。”学生家长朱先
生说道。

此次读书分享活动，增强了学生对阅读的兴
趣，引导他们在阅读中丰富精神生活，激励他们
在成长的道路上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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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
闻古人读书，沐浴更衣，焚香一束，可见虔诚

与认真。
读书，是我一生至爱。一直以为，生活没

有阅读，人生没有书伴，精神就会庸俗，灵魂
就会枯萎。

年过半百的我，出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
代，打小骨子里就深深印刻着“节俭”两字。从不
浪费一粒粮食，衣裤是补了再补，买物件是三思
而后买。然而，我对买书却是极“豪横”，看见喜
欢的书，只要兜里有钱就一定会掏出来。

后来，家里书多了，一有空闲，就会拿起书
来看。要出远门，必带《三国演义》，以便于在闹
中取静。漫漫旅途，有书为伴，不再寂寞。读到
精彩处，仿佛穿越到三国，读到义气处，仿佛自己
也融入其中，读到鞠躬尽瘁处，悲情难抑。

书读得多了，常常会觉得能遇到一本好书，
犹如遇到一位知己一样。灵魂穿越时空，心神交

会。古人说开卷有益，深以为然。流水自然的文
字，越读越有味。作者的思想、感情、人生观、价
值观，很容易引起共鸣，给人以美的享受，一本书
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

最喜读《红楼梦》，光只书名读来已唇齿含
香，更遑论万千悲喜，终归一梦，怎不让人由着性
子去读。我认为《红楼梦》里最美的文字，是林黛
玉和史湘云联诗的最后一句，湘云的诗句是寒塘
渡鹤影，林黛玉对冷月葬花魂。此句意境优美，
宛若天成。从写景角度，诗中有画；从文字角度，
字字珠玑。

好书，让人常读常新，读了又读，直到烂熟
于心。阅读，自会读出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气质。
同时，也在读书中爱上了写字，以自己的文字看
春花，爽夏风，赏秋月，捧冬雪；以自己的文字感
知，何处不是彩云间；以自己的文字感悟，无语燕
双飞，岂不乐哉。

阅读阅读，，一生至爱一生至爱
□ 王金玉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加强文学队
伍职业道德建设”的话题引发热议。

千百年来，对于作品与作家德行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的探讨从未断过。有人说“言为心声”

“文如其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写作者的品行
性格是一致的，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为人冲淡
则下笔悠远；但也有人认为作品与写作者的品
行性格并无关联，写作者笔下的高雅并不能证
明其为人的脱俗，反之亦然。金代的元好问就
曾在《论诗绝句》里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
宁复见文人”。

人品有优劣，作品有高下。不管作品能不
能体现人品，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势必决定他
的思想和境界，进而决定作品的高下。那么一
部作品如何才算“高”呢？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比如艺术标准、美学标准、思想标准、社会标准、
历史标准等。单从艺术层面来讲，作品的高下
与写作者本身的人品并无必然联系。就像秦桧

是卖国贼，人品低劣却擅长书法，写出来的字工
整划一，“颇有可观”；胡兰成是汪伪政权的大汉
奸，臭名昭著，写出来的文章却文风繁复细密，
文字明艳照人。他们的作品尽管达到了艺术标
准，但是却没有达到更高层面的思想标准、社会
标准、历史标准。

文学作品是有文心的，文心就是文学工作者
的品性与价值观。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高低，决定
了其文学生涯的长度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换言
之，要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在时间的淘洗中留存下
来，写作者自身的精神内涵和赋予作品的更高品
位十分重要。只有兼具艺术、思想诸般要求的好
作品，方可流传深远。

要守住文心，文学工作者必须有责任意识与
职业操守。很多文学工作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
行创作，不是专职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降
低对思想境界、修养品行的追求。做事德为先，为
文先为人。作为一名有担当的文学工作者，要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思想的侵蚀。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时代审美
的作品，从源头上遏制媚俗文化的流行。否则作
品再多，也不过是徒增糟粕。

想要守住作品的品位和风骨，文学工作者还
要有匠人之心。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学工作者也
是匠人，作品就是他们制造的产品。精心打磨自
己创作的作品，这是身为一个文字匠人的基本要
求，也是重要使命。往浅了说，文学工作者制造的
这个产品要让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且愿意花时间
去读；往深了说，这个作品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让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启发。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个时
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故事、每个时代的精神。文学
工作者必须沉下去，弘扬经典，打造经典，在创作
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讲好属于这个
时代的中国故事，完成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这是一个有责任的文
学工作者的初心，也是机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守住匠心守住匠心 守住文心守住文心
□ 潘玉毅

据媒体报道，2020 年，中国有 31.6%的成年人形
成了听书习惯，较上一年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2020
年人均有声书阅读量 6.3 本，较上一年增长 5.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图书出
版与有声读物同步策划、制作、分发已成为常态；长
音频领域成为行业竞争的新热点——2020 年中国长
音频市场规模272.4亿元，增速54.9%。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人均有声书阅读量 6.3 本”
的数据是否可靠，但听书的人越来越多是事实。这
几年，在都市白领、大学生群体中，几乎每个人身边
都有几个戴着耳机听书的人。从纸质书到电子书，
再到如今的有声书，人们“阅读”的介质在发生变
化，日益丰富多元，这对国民阅读水平的提高，好处
是显而易见的。

在每年读书日盘点中国人的读书数据已成惯
例，而这个数据往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读书少”
的数据统计结果总会让人痛心疾首一番，感慨“原
来国人不读书”。与国外一些阅读率高的国家相
比，再结合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国人的
阅读量肯定是不足的。如今，有了有声读物，人们
不必捧着本书专门找时间阅读了，从理论上讲，国

人的阅读率会有相应提高。这是有声书带来的阅
读红利。

当然，有声书也有它的局限。从有声书受欢迎
的品类来看，主要是一些小说、励志、人物传记、历
史科普等书籍，这些类型的书籍都是一些浅阅读的
内容，通俗易懂。人们在听这些书的时候，其实主
要在听故事。但是，如果要去阅读一本学术著作，
或者比较专业的书籍，有声书就不一定是很合适的
选择了。一个人可能选择在线听《三国演义》，但较
难通过有声书去阅读《三国志》。

这里绝没有否定有声书的意思，也不是要在
纸质书与有声书之间比个高低，而是说有声书有
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对一些通俗的、不需要耗费太
多心思的书籍来说，有声书是不错的选择，甚至比
纸质书更有优势。但是，有声书并不能包揽一切，
有一些领域的书籍，还是纸质书更能满足读者的
需求。

在这个多元的时代，纸质书与有声书完全可以
并存。它们各自满足了有不同阅读需求的人群。
事实上，听书的人肯定也会读纸质书，而习惯读纸
质书的人，在合适的场景下，也会选择听书。只要

能满足个体的信息摄取需求，那就是一本好“书”。
对于有声书的流行，我们实不必忧心忡忡，担

忧其挤压纸质图书市场、导致阅读质量下降。有声
书之所以能逐渐占有一定市场，证明在阅读市场
中，自有其“生态位”。而在整个庞大的阅读版图
中，纸质书仍然是主流，千年的传统，不会那么容易
丢失。正如前些年电子书的流行，依然没能撼动纸
质书的绝对优势地位一样。不论是哪种图书介质
出现，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宽容欢迎的态度。

就眼下的有声读书市场来看，也还存在诸多不
足之处。比如一些书籍仅仅是通过机器阅读，节奏
不够自然，也无法准确传达作者的情绪与文字所隐
藏的意蕴。还有一些有声读物制作粗糙，背景嘈
杂，甚至随意乱播广告，极大地破坏了听书体验。
作为一个资本大量涌入的新兴市场，这个行业还有
许多规则与标准亟待建立。只有规范成长，才能行
业常青。

明人陈继儒有“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
之说，有声读物为这句话增添新的注脚。这个新兴
的“读书行业”能不能走下去，最终就要看市场检验
的结果了。 （来源：《光明日报》）

听有声书算阅读吗听有声书算阅读吗
□ 王言虎

新华社于建社 90 周年之际，编
辑推出《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
选》，以此展现新华社因党而生、为
党而歌，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
步的奋斗历程，描绘中华大地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该书由新华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面向全国发行。

《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
选》以时间为脉络，收录了新华社
记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采写的 90 篇新闻作品 。
其中，有《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

《狂欢之夜——延安市人民庆祝日
寇投降举行火炬游行速写》《沸腾
了的北平城——记人民解放军的
北平入城式》等反映烽火岁月的真
实写照，有《开国大典》《我们万众
一心，前进！》《在大海中永生》等
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名篇，有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英
雄登上地球之巅》《索玛花儿为什
么这样红》等讴歌先进典型的精品
佳作，有《中南海的春天》《实践打
开 了 思 想 解 放 的 闸 门》《“ 团 结 起
来，振兴中华！”》等为改革开放鼓
与呼的报道力作，有《砥柱人间是
此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
兴纪实》《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
决战》《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
丰碑上》等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时代
新篇。

本书从一个侧面真实生动书写了党领导中
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其中一些经典之作或脍炙人口、传诵一时，或
被选入学校教科书。这些精品佳作，充分展现了
以穆青为代表的一代代新华人做党的政策主张传
播者、时代风云记录者、社会进步推动者、公平正
义守望者的初心、使命与风采。

（来源：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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