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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点亮人生
——献给读者的读书参考

本报记者 秦华左丽慧 杨丽萍 实习生 李梓馨 文 李焱 实习生 李阳 毛伯阳 图

23日晚，“2013中国好书”颁
奖 盛 典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一 套 播
出。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测评、
30位各领域专家评审、各大出版
社和书评人联合推荐，25本好书
从当年出版的 40 万册图书中脱
颖而出。河南籍作家梁鸿创作
的《出梁庄记》就是其中之一。

梁鸿希望通过这本书向读
者展示什么？昨日，记者连线采
访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教授、河南籍作家、学者梁鸿。

梁鸿介绍说，《出梁庄记》并
不是她第一本写故乡梁庄的书，
早在 2010 年，她就出版了《中国
在梁庄》。这两本书都采用非虚
构写作的立场，前者以在外打工
的梁庄人为主人公，后者以在梁
庄生活的乡村父老为主人公，二
者合在一起，才是对梁庄的完整
解读。

“梁庄曾有 150 户人家，640
多口人，如今的留守者不到 200
人，大多是老人和儿童。近30年
里，村民陆续离乡，前往外地打
工谋生。《出梁庄记》是我用了近
3年时间，在采访了340余位在外
打工的梁庄人的基础上创作而
成的，讲述了三代农民工在城市
谋生的故事。”梁鸿说，出梁庄
者，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
曾熟悉，他们处于一个半悬的两
难位置，“我觉得一直以来，城市
的发展都没有预留空间包容农
民、承载农民。一元化的发展方
向决定他们必须进城，可城里人
又无法容纳他们，让他们远离城
市，但问题是他们能到哪去？这
个问题很沉重。”

梁鸿说，当初她是抱着很单
纯的心态去创作《出梁庄记》的，

“当时是父亲陪同我一起去采访，
因为是乡亲，大家的状态都很轻
松，我认为这样更能反映出他们
真实的生活。如果说我写这本书
有什么野心的话，那我最大的野
心就是希望把家乡的亲人做一个
鲜活的‘人’呈现在历史的空间
中，能够打动你，走近你。”

梁鸿认为，作为一个写作
者，她无法给出一个答案，告诉
读者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农民应

该怎么生活，“我能做到的，就是
尽可能呈现农民本真的、复杂的
生命状态。”

“梁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村庄，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所以
也最能反映出大部分农村人的
悲欢离合和生存情感现状。”梁
鸿认为，呈现人的复杂的生命状
态是一项基本的、大众都应该了
解的课题，农民在中国占有很大
比例，这具有标本意义，“《出梁
庄记》中的每个人的背后都蕴涵
了一个复杂的命运，中国的农民
最坚韧、最乐观，同时他们也被
迫承载了太多历史赋予他们的
东西，书中透射的，是整个庞大
的农民群体的生活。”

谈到河南这块热土对自己
的影响，梁鸿深情地说：“河南是
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最重要的
写作来源，虽然我大多数时间不
在梁庄，但梁庄跟我纠缠非常
深，我生命中最细微的细节都在
这个地方。”

“梁庄”故事的诞生用去了
梁鸿 5 年多的时间，那她近期有
何写作计划呢？“这几年采访、写
作挺累人的，我需要稍稍休整一
下，接下来写的东西可能更私人
化，是一个以我的母亲为原型的
故事，这是我一直想写的题材，
希望能通过母亲这个小的切入
点来解读亲情及人性。”

呈现农民真实生命状态
——访河南籍作家、学者梁鸿

本报记者 秦华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记者
昨日获悉，由武警文工团青年歌唱
家吉喆，著名音乐人、歌手徐子崴
联袂主演的大型原创民族音乐剧

《阿拉善传奇》在北京保利剧院如
约起航，从郑州走出的吉喆饰演女
一号“居延王妃”，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

吉喆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
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硕
士，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
曾在大型古装歌舞剧《清明上河
图》中出演美丽聪慧的李师师。

据悉，《阿拉善传奇》是在首演
前 10天，才突然“换妃”，决定由吉
喆出演女一号。此次《阿拉善传
奇》在北京的成功首演，拉开了该
剧全国巡演的帷幕。吉喆和整个
音乐剧团队将把最精彩的表演带
到天津、青岛、南京、上海、成都、长
沙、杭州、深圳、西安等城市，为全
国观众献上一场充满浓烈“蒙古
风”的视听文化饕餮盛宴。

《阿拉善传奇》开启音乐之旅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李丹钰）昨日，第 20 届国际城市
旅游小姐河南赛区选拔赛在郑
启动。启动仪式上，众多美丽的
旅游佳丽与郑州优秀青少年
——“郑州女孩”、“郑州男孩”一
起展示了靓丽的青春风采。

据悉，国际城市旅游小姐大
赛于1968年创办，是一项权威的

国际赛事，于 2009 年进驻中国，
2013 年首次授权河南赛区举办
相关赛事。河南赛区选拔赛由
国际城市旅游组织、河南省旅游
局、河南电视台、郑州市旅游局、
郑州电视台主办，5月至7月将举
行河南赛区选拔赛，最终决出的
河南赛区优胜者将于8月初参加
在成都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国际城市旅游小姐
河南赛区选拔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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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的名言不胜枚举。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
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
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
没有翅膀。”雨果说：“书籍是造就
灵魂的工具。”三毛说：“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
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
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
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
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
文字中。”……

如果说以上这些话还不那么“接
地气”，那让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及
读者谈谈阅读给他们怎样的滋养。

“2013中国好书”《出梁庄记》的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
授、作家梁鸿认为，阅读使人视野开

阔，能带读者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
获取精神上的滋养。这与作家柳建
伟“阅读的最重要功能是增强内功”
的说法不谋而合。

“我认为阅读的意义在于可以
延展一个人的生命，阅读时，我仿
佛 跟 随 主 人 公 经 历 那 些 酸 甜 苦
辣。”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
邵丽说，阅读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一项内容。

省作协副主席乔叶说，自己既
是职业写作者，也是职业读者，阅
读，不仅是出于工作需要，更是源
于个人兴趣。谈到对自己影响最
大的一本书，乔叶说：“我在少女时
期读的《简爱》，可以说影响终身。
我自知长得不算漂亮，简爱独立的
精神、对美好爱情的勇敢追求时时
影响激励着我，我建议年轻的女孩
子 也 读 一 读 这 本 充 满 正 能 量 的
书。”

在作家周大新看来，文学是一

种药品，能让人去除忧愁，忘却烦
恼。“这种药品也能治疗人的心理失
衡，使人的胸怀在不知不觉间往大处
变；能对人的冷漠症起治疗作用，把
人失去的爱心或多或少地唤回来
……”周大新形象地表示，做药的人
要讲医德，作家也要“遵守‘医德’，不
能为了钱什么都干。”而且，作家还要
认认真真地带着责任心去写，这才算
做讲了良心。

市民张先生认为，阅读是一种
需求，“一个人一生要变换不同的工
作岗位，面对各种各样困难和状况，
如何应对？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经验积累才能使自己适应不同的工
作岗位和千变万化的困难和状况，
读书能增加自己的才能、开阔视野、
提高自身修养。”

为什么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

时下，公交车上、地铁里、办公室、家
中，通过手机、平板电脑阅读的身影随处可
见。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信
息的海量膨胀、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阅读
的浅显化、快餐化成为一种趋势，这种囫囵
吞枣、不求甚解的“浅阅读”，让专家学者们
忧心忡忡。

谈到目前的多种阅读方式和媒介，业内
人士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如何引导
更多的读者重回有思考、有深度的“深阅
读”，成为当下研究的一项课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副总裁王守国认为，
以实用为目的的阅读是个基石，不应把以实
用为目的的阅读和源于兴趣的阅读对立起
来，“现代人的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人首先要
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才有条件谈更高层次
的精神诉求。通过这些所谓的功利性阅读，
读者能掌握更多的知识，益处不少。”

王守国说，任何阅读都是有益的，但相
比较来说，纸质图书的厚重、系统与存在感
是任何阅读方式都无法取代的，电子阅读虽
可让人捕捉更多的信息，但这仅仅停留在一
些片段式的了解，形成的也只是一些浮夸而

虚幻的阅读泡沫。他还是建议读者的阅读
能更深入、系统化一些。

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牛松立认为，这个
时代的阅读特征之一是阅读和实用相联系，
置身于激烈竞争的时代，许多读者挑选那些
对自己有用的书无可厚非，“带着过多的功
利性去阅读，这确实不利于健康阅读，但同
时我们也应看到，过于强调读者的脱俗，也
并非现实所能。”

“各种阅读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坏事情，
它是这个多元化时代的产物。我认为浅阅
读也能为读者提供很多精神上的滋养，我就
经常在微信里读朋友们的文章，其中不乏好
文章。”梁鸿说，读者见缝插针地阅读是一件
值得鼓励的事情。不过，她也认为，仅仅浅
阅读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有一部分读者
去深入地持续地阅读。

邵丽认为，浅阅读从某种层面上满足了
大众化需求，迎合了快节奏的生活，它的存
在有合理之处，但这种浅层次、碎片化的阅
读，缺乏思考和感悟，不利于人们，特别是青
少年的思考力和见解力的发展。而且，由于
网络作品发表的相对随意性导致内容的低

俗、质量的低劣，对公众的阅读品质，特别是
对青少年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最
担忧的是文史哲类作品的阅读也有泛娱乐
化的倾向，一个民族的发展动力和向心力都
是通过这一类作品凝聚在一起的，如果破坏
了这一块，整个民族就没有了核心价值观。”

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快，应酬多，许多人
抱怨“没时间读书”，对此，荣获首届全国“书
香之家”的赵亚山家庭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可
供借鉴的案例。赵亚山每天花在读书上的
时间多达八九个小时，他认为，只要想看书，
可以见缝插针，挤时间看，“等公交、等人的
时间，都可以被利用起来，平时少看会儿电
视、少玩会儿手机，也能腾出些时间看书。”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深阅读呢？牛松立
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与纸质图书的亲
密接触。柳建伟建议，首先要设定阅读目标
和阅读计划，然后再循序渐进地、系统地由
浅入深去读。而乔叶则建议，除了保证阅读
时间的相对完整、某个阅读种类的相对深入
等，在阅读时，可以做一些读书笔记，比如摘
抄一些产生共鸣的文字、写读后感、在书籍
旁边随笔写下感触等。

怎样读书？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著名作家王蒙曾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青年人不要只读自己同龄人写的书，我建议大家
读一些自己看起来有难度甚至是有点读不懂的
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而且对书的理解会随
着岁月而加深，我 20 岁的时候读《老子》就读不
懂，但到了 70岁，我就明白了《老子》里的很多东
西，理解书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我们要在读书
与生活之间保持一种智慧。”

据了解，中国大陆年出版图书量近 30 万种，
如此庞大的数量，读者怎么在茫茫书海中选择书
籍？什么才能称得上是好书呢？这也许没有一个
标准答案，但是选书，却有捷径。

“在书海里寻找好作品无异于大海捞针，在
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的前提下，阅读获奖作品不
失为一个选书捷径，顶级诺贝尔文学奖、英国的
布克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和美国三大文学奖

的获奖作品都不错，国内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也值得一读。”邵丽还建议，读者能
读读那些前辈文学家的作品，如《呼兰河传》《城
南旧事》等，读起来都是非常美的享受，读者可从
中感受到那个老旧如陶的中国，细细品来，非常
有滋味。

柳建伟建议，读书要读基础，读经典，“如果你
把每门知识的基础打牢了、读透了，你就具备了从
新书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而诸如《红楼
梦》等经典书籍，是经过历史和无数人的检验的，
它蕴涵的营养是非常丰厚的。”柳建伟主张，经典
一定要精读，要吃得深、吃得透，不同的年龄读同
一本书，感触也会不同。

不少“书香家庭”的心得是：多看经典图书，甚
至“无用”之书。他们认为，这些看似无用的书，悄
然间让人在气质、眼界、胸襟等方面全面提升。

读什么书？基础读物和经典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相比较成人阅读，青少年的阅读显
得尤为重要。如何引导他们阅读呢？专家
学者给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郑州外国语中学校长王丽娟认为，阅读
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现
在的书太多，如何在鱼龙混杂的环境里找到
好书，老师的建议非常重要，我推荐孩子们
多读一些名人传记，从名人的成长经历中汲
取营养和力量。”

省实验中学校长马玉霞认为：“学校培
养的孩子，应该是会阅读的一代，而不是会
考试的一代。”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执行校
长徐艳霞认为：“孩子们如果愿意读书，家长
应该支持，而不应该把眼光只局限在孩子眼
前的成绩上。同时，家长和老师要做好引领
人，帮孩子们筛选图书。”

“我认为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
惯，在初高中阶段，重在帮他们建立一个系
统的阅读框架，尽量让他们对历史、地理、艺

术等都有一个宏观的概念，当这些孩子长大
后，他们就有更多选择沿着自己喜欢的某个
方向去深入阅读。”王守国说。

现在市场上有许多简化的青少年版读
物，乔叶认为，这些读物把原著的文字之美、
情节之动人都大大简化，完全破坏了原著的
美，她建议青少年读原版图书，读不懂的可
以请教老师或者自己揣摩，长大时再读会别
有一番体会，如果阅读时间有限，可以先读
短一点的经典名著。

梁鸿将好书定义为“能够在思想和情
感层面对孩子们产生真正的影响、能够带
给他们多元化思考的书”。她告诉记者：

“我接触的一些学生，阅读量挺大的，所以
我认为千万不要小看了他们的阅读能力，
给他们推荐低层次的浅显的书籍，那样会
局限孩子的思维，青少年时期正是思维活
跃的时期，引导他们读一本有深度有思想
的书，对他们影响深远，家长和老师大可不
必担心他们读不懂。”

青少年如何读书？经典名著要读原版

“梁鸿用一年的时间追随、访
问了从自己家乡梁庄出走全国各
地的兄弟姐妹们，形成这本《出梁
庄记》。出梁庄者，对故乡已经陌
生，对城市未曾熟悉，他们处于一
个半悬的两难位置。成亿农民已
经或继续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时
候，梁鸿书中家乡人的经历让我
们深思。”

——“2013中国好书”《出梁
庄记》评语

作家梁鸿

吉喆主演《阿拉善传奇》

专心致志

今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进一步鼓励国民“多读书、读好书”，各相关单
位也做出了诸多努力。伴随着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关于“读书”的话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连日来，本报记者兵分几路，采访了读者、作者、书店、出版社、图书馆……推出“倡导全民阅读·多读书
读好书”系列报道，带您一起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