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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秦 华 左丽慧 杨丽萍 文 李 焱 图

乔叶，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河
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散文集
《天使路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认
罪书》等作品多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北京文学奖、人民
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
届锦绣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
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
夫小说奖以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谢玲霞，语文高级教师，河南省
骨干教师，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个
人，郑州市普通中学教育教学先进工
作者，郑州市新长征突击手，市级优
秀班主任，所带班级被评为郑州市文
明班级，先后多次在省、市级优质课
比赛中获奖，多篇论文及成果在市级
以上评比中获奖，有着丰富的一线教
学经验。

29日下午，本报联合中原图书大厦举办的“郑风沙龙·悦读”系列公益活动第三期——“中学生如何阅读”主题
交流活动在中原图书大厦三希堂举行。虽然当天酷暑难耐，但依然挡不住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现场，河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乔叶、郑州外国语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谢玲霞，与家长和学生围绕阅读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昨日，专程赶赴郑州参加“中
部六省优秀曲艺节目暨中国曲艺
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
的中曲协主席姜昆刚刚抵达活动
地点，就被河南媒体团团包围。
从曲艺大赛到当今曲艺发展现
状，从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表演
到岌岌可危的小曲种，姜昆把自
己的想法开诚布公地和记者进行
了交流。

提到曲艺，大家会发觉它在
众多文娱方式的兴起下逐渐势
弱，对此姜昆坦言：“说唱艺术比
较狭窄，曲艺的生存状态可以用
岌岌可危来形容，但是我特别高
兴的是从事曲艺创作的人一直在
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他们对文化
的自信以及自觉深深地打动了
我，没有这些任劳任怨的民俗文
化传承者，就没有曲艺文化的今
天。”姜昆认为，如今仍有很多同
道中人为民俗传统文化不断奋
斗，“曲艺人应该回归到老百姓中
间，站在百姓的角度看曲艺，才是
真正的曲艺。”

谈及对河南曲艺的印象时，
姜昆说：“我曾经看到宝丰县的马
街书会，非常好，绝对不次于《舌
尖上的中国》，这是在其他地方看
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媒体
也好，其他能为老百姓说话的任
何渠道也好，都要让整个社会关
注到民俗传统文化。我一直认
为，流行的难有经典，经典的难以
流行，但它会一直传承下去。”

当今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姜昆表示，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对相声传
承已经走入正路。刚开始他们在
小剧场进行大量的演出，或许是
因为生计、爱好等原因，这是‘量
变’。现在他们在电视台演出，这
是‘质变’。从量变到质变，从小
众到大众的过程就体现了年轻人
对曲艺的传承。以前年轻演员和
老演员‘老死不相往来’，但如今
不一样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
是老演员要向年轻演员学习，到
他们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想法。
二是年轻演员遇到了瓶颈，需要
向老演员学习。”

河南是曲艺大省，姜昆曾多
次来河南，和一些老艺术家交流，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从过去民
间艺人到如今新工作的变化，还
有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当社会浮
躁的气息沉淀下来，就会发现河
南坠子不是凭空流传的，我很愿
意和年轻人交流，曲艺这东西很
怪，只有静下心来倾听，才会对它
着迷。”

“很多老百姓不识字，但是他
们熟识很多礼仪传统与是非大
义，文化与风度是没有关系的，文
学艺术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以前有人说‘姜昆熬了中国第一
锅心灵鸡汤’，是因为他认为真正
的忠、孝、敬是从艺术作品当中体
会到的。”在回答“如何看待传统
文化的创新”问题时，姜昆认为，
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创新，
就是靠不断创新来维持生存的。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文/
图）近日，由河南卫视打造的
大型少儿户外真人秀节目《少
林英雄》在嵩山少林寺举行了
媒体探班。探班当日，赵文卓
意外出现在拍摄现场，据说，
他是来“踢馆”的，这是怎么一
回事呢？

《少林英雄》是河南卫视
继《汉字英雄》《成语英雄》《文
学英雄》之后，倾力打造的又
一“英雄”系列力作。在这档
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九个萌
娃的少林修行，来传播中国传
统文化、聚焦社会儿童教育的
节目中，由于荣光、倪虹洁组
成的“虎爸猫妈”，作为孩子的
生活和训练老师，将陪孩子们
在少林寺同吃同住，一起完成
为期两个月的封闭式训练，见
证孩子的成长和蜕变。

据于荣光介绍，经过了一

段时间的“闭关修行”，九个萌
娃已经逐渐适应了少林寺的
生活。然而，仍然存在的松散
懈怠的状态也使孩子们接下
来的训练遇到了瓶颈。如何
让孩子们斗志昂扬，并时时刻
刻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成为
他最头疼的问题。

“请来赵文卓及其率领的
小武僧团来‘踢馆’，意在给孩子
们一个警醒和激励。”于荣光的
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记者了解
到，在接下来两期的录制中，赵
文卓将会替班倪虹洁挑起“猫
妈”的重担。这成为节目的一
大看点。

录制当天，赵文卓带领的
由6名小武僧组成的赵家军果
然“不辱使命”。经过打拳、才
艺比拼等一番比试之后，少林
萌宝组成的“于家军”虽然拼
尽全力，最终不敌赵家军落

败。“于家军”因此大受刺激，
这也激发了他们刻苦训练的
决心，并且喊话，要在之后与

“赵家军”一决雌雄，于荣光的
苦心初见成效。

赵文卓告诉记者，他觉得
这些小孩特别棒，“他们平常的
生活是比较优越的，参加这个
节目离家远、父母分隔的时间
也长，跟同龄小孩天天在一起
会产生很多问题，我在后面也
会引导他们养成团队合作的好
习惯。”谈及将真人秀初体验给
予《少林英雄》的缘由，赵文卓
笑道：“之前和塔沟武校的孩子
们在春晚合作表演节目，觉得
习武的孩子们特别棒，况且武
术是我的职业，我觉得自己能
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据悉，《少林英雄》将于 8
月 21 日起，每周五 21:15 在河
南卫视播出。

《少林英雄》嵩山录制

赵文卓踢馆成“猫爸”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由郑州市委宣传

部、河南省老干部集邮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
年集邮联展”在郑州科技馆举行，抗日老战士代表、
郑州各界人士及全省各地集邮爱好者齐聚一堂，在
邮票的方寸之间忆战争峥嵘岁月。

据介绍，本次邮展为主题竞赛性邮展，规模为52
部125框，涵盖了专题、极限、邮政用品、航天、现代、
青少年、开放等 7大类别。竞赛类为抗战及红色专
题邮集，非竞赛类、荣誉类为特邀展出，其中有《人民
的胜利》《抗日烽火》《二战风云》《荣忘国耻》《抗日英
烈》《中流砥柱》《光辉历程》等邮集。邮集由我省集
邮家、抗日老战士、志愿军老战士、我国航天老战士
和一批青年集邮爱好者精心制作。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是浓缩的博物馆、微型的艺
术品。本次邮展参展邮集运用大量珍贵的邮票和邮
品等素材，以集邮特有的艺术形式，无言控诉着侵华
日军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再现了中华儿女奋勇杀
敌的英雄壮举。观众不仅能享受到集邮文化的艺术
盛宴，更是一次爱国主义的精神洗礼。

该展览将持续展出7天，于8月5日闭幕。活动期
间将发行纪念封一枚，并刻制邮展纪念邮戳一枚，供现
场加盖。

观集邮联展
忆峥嵘岁月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晚，由
河南省文化厅、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主办的“军民鱼水情”庆八一
慰问 20 集团军文艺演出在开封
上演，精彩的演出丰富了部队官
兵文化生活，受到热烈欢迎。

昨晚，由女高音歌唱家薛青
带来的一曲欢快的歌舞表演《天
地喜洋洋》拉开了慰问演出的序
幕。随后，快板书《焦裕禄》、电
小提琴组合《VIVA》、舞蹈《长
征》、歌曲联唱《游击队歌》《英雄
赞歌》《红旗飘飘》《士兵小唱》

《为了谁》《万泉河水清又清》、长
笛独奏《西班牙斗牛士》《难忘的
故事》、双人舞《闪亮的红灯》、二
人转《欢天喜地转起来》、舞蹈

《忠烈英魂》等优秀节目陆续上

演。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陈静带来的女声独唱《军
旗上的你我他》《中国河》将整场
演出推向了高潮，演出在歌舞

《阳光路上》圆满结束。
本次演出是我省“文化进军

营”文化拥军活动的其中一项内
容。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文艺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为
这些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献
上祝福和慰问，“为保证本次慰问
演出的顺利举办，集团多次召开
创作会议，认真研究节目编排、组
织强大演出阵容，力争为广大子
弟兵呈现一台主题鲜明、门类齐
全、欢乐生动的高质量演出。”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实习
生 刘锦丽）在第 88个“八一建军
节”即将到来之际，由郑州市委
宣传部、河南省军区司令部、郑
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双
拥办主办，郑州市群众艺术馆、
河南省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承办
的“军民鱼水——出彩郑州人”
郑州市迎八一军民联欢文艺活
动，昨日下午在我市举行。

昨日的文艺联欢会在河南
电视台青年舞蹈团带来的舞蹈

《花开季节》中拉开帷幕，全国唢
呐大赛银奖、河南省唢吶状元樊
朝霞随后表演了唢呐独奏《百鸟
朝凤》选段，郑州市歌手大赛一
等奖获得者崔雯、朱天一分别演

唱《战士，我为你歌唱》《祖国，慈
祥的母亲》《把一切献给党》等歌
曲，曾出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的中央音乐学院高才生
孙凯带来二胡独奏《茉莉花》，第
五届河南省专业声乐大赛“文华
奖”银奖得主李亚表演了歌曲

《芦花》《东西南北兵》，省市豫剧
青年演员孙新鹏、张雪玲则分别
带来了功夫表演《美猴王》和豫
剧《花木兰》《五世请缨》选段。

据悉，“军民鱼水情 出彩郑
州人”庆八一活动今年共举办了
两项活动，除了昨日的文艺演出，
近日还组织书法家到郑州警备区
进行“庆八一”笔会，现场为部队
官兵书写美术书法作品百余幅。

军民文艺联欢共叙鱼水情

文艺演出献给人民子弟兵

·悦读

如何引导有窍门

虽然两位嘉宾都主张家长不要过
于限制孩子们，但就如何引导孩子爱上
阅读，她们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主张孩子们进行差异性阅读，
许多家长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可能
只喜欢看某一类书籍，而对其他类型的
书都提不起兴趣。这很正常，但中学生
只读好玩的东西也不行，还是需要读一
些看起来枯燥的、严肃的、有一定阅读
障碍的东西。”乔叶认为，你抗拒的一定
有你急需的，你特别不想读的书里往往
有你缺少的东西，如果家长想引导孩子
喜欢上读某类书，那么家长需要挑出来
里面最有营养的那部分，向孩子们推荐
分享，这样孩子可能就慢慢把那些有阅
读障碍的书啃下来了。

乔叶的孩子今年 16 岁，即将上高
二了，她是怎么引导孩子的呢？“他上小
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读《三国演义》全
文版，说这本书真好，我告诉他，这是小
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你可以
读读《三国志》，然后他就接受我的建
议，后来他读的历史类书籍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读历史肯定涉及到地理，于
是自然而然的他地理也学得很好，这是
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孩子还是喜欢看漫画类图书，我
该怎么引导她爱上文字书？”“四大名著
的版本特别多，作为家长该如何选择？”
活动现场，崔先生放下自己的笔记，起
立向两位嘉宾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家
长要宽容一点，可以适度调节孩子的涉
猎范围，但一定要与孩子多沟通。”谢玲
霞说，“希望家长有一个亲子阅读时间，
彼此尊重对方的想法与观点。把孩子
当朋友，尊重、平等、引导、交流、聆听，
这样才能对孩子产生良好的影响。”

读书读的是自己

在互动环节，冒着酷暑从郑东新区赶来
的郑昌文第一个向嘉宾抛出了问题，她说，
孩子书读得也不少，大都是《西游记》《水浒
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著作，但令
她困惑的是孩子总是抓不住灵魂，不明白这
部著作要传达的意思。

“读书读的是自己。”谢玲霞一针见血地
指出，家长不要太过急功近利地想要孩子把
某本书读懂，“作者的意思我们只能靠猜，无
论孩子是否读懂了，只要他认为书中的某处
或某个人物出彩，就是这本书的好处。”乔叶
十分赞同谢玲霞的观点：“家长在对待孩子
阅读的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经典著作往
往都有多义性，即使是成年人也难以提炼一
个中心思想。一本书的成功肯定是形形色
色的人物塑造得都很成功，这些人物或情节
之于书就像是摆在桌面上各式各样的菜品，
只要孩子喜欢吃其中几道菜、能吃出好来，
家长就应该欣慰、该鼓励孩子，而不是问他
这个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乔叶还特别提到，现在碎片化阅读、浅
阅读困扰着孩子，刷微信、微博随处可见，孩
子们很容易被各种自相矛盾、片片断断的信
息所裹挟绑架，没有了对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和判断，这是很可怕的。那么如何进行深阅
读？“我建议孩子们每星期抽出来半天，或者
三个小时时间，把手机关掉，安安静静读会
书，这就是有营养的阅读。日积月累，你会
发现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对你思想和独立人
格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谢玲霞还回答了家长最为关心的“怎样
把平常的阅读和学校的学习有效结合”的问
题。“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顾此失
彼的。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要将读和写结合
起来，并做好读书随笔，写读后感。”谢玲霞
说，阅读时要选到一个好的文本，提倡精读、
细读。

从阅读中寻找快乐

对“孩子课业负担重，能否保证
阅读时间”的疑问，谢玲霞表示，学校
一直在倡导大家学会协调学习、生活
与阅读的关系。“如果孩子喜欢阅读，
他不会觉得阅读‘很苦’，反而觉得快
乐。”谢玲霞常告诉学生，青春是用来
拼搏的，流汗的青春是无悔的，如果
孩子自己不觉得痛苦，别人也不必太
在意。

至于为什么要阅读，乔叶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的很多困惑，
包括孩子们，都来源于不能理解自己
和他人，比如，很多家长会很容易做
一些简单粗暴的判断，这是对孩子不
够理解。”在乔叶看来，想做到理解与
同情，可以在阅读中得到有效消解，

“我相信，那些热爱阅读的孩子们，在
长大后会怀有更大更深的悲悯之心，
会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会更理解人
性。总之，他的整个人生会获得一系
列有质量的提升。”

谢玲霞说，读书改变命运，它除
了增长知识外，还对精神层面产生一
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外界喧闹的
情况下，文字是能深入人心的，我们
在读书的过程中慢慢地变成了我们
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所以从这个方面
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
神成长史。”

谢玲霞说，现在的孩子大部分很
脆弱，但如果孩子能深入思考，他就
不会放大苦难，这些是在读书的过程
中，自己慢慢领会的。当生命给了他
一击的时候，他会在伤痛之余，慢慢
地学会抚平自己的创伤。读书可以
改变命运，在知识方面、在理性的思
维层面上、也在精神上。

读经典和“无用”书

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不少家长和学生
为“读什么”的问题焦虑不已。对此，两位嘉
宾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活动当天，乔叶身体抱恙，但仍坚持为大
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她认为，中学
生应该读一些“无用”的书和经典著作。“现在
整个社会都功利性太强，投入就想有产出，但
以这样的目光投射到阅读上我认为是不可取
的。不要想着读一本书就能改变人生，首先
我不认为存在这样一本书，其次，如果阅读能
那么快立竿见影的话，那么阅读者该是多么
简单的头脑。”在乔叶看来，人心也是有身高
的，想通过阅读一本书一下子从一米长到一
米八，让你的作文能力一下子从60分长到90
分，那并不现实，对阅读不要太有功利性、目
的性。

“有时候无用乃是大用，你阅读过的东
西，将来可能在某个时候产生作用。”乔叶建
议，中学生可以读一些和应试无关的书，读一
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能感
受到放松和快乐。

至于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作品，乔叶表示，
经典是经过时间和一代代专家、读者检阅出
来的，它可能初始“口感”不太好，但它绝对是
有营养的好东西。谢玲霞也认为：“经典是创
造，蕴含创造和创意，这是我们生活中缺少
的。”两位嘉宾都建议中学生读原版而不是青
春版、精华版，如果觉得太难，可以跳过自己
不理解的章节。

“我们需要思想，需要对生活全方面的理
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客观地评价它。现
在的孩子读书面比较窄，需要放宽。”谢玲霞
建议，初中的孩子可以多读小说和散文，学会
观察生活；高中生更提倡多读人物传记，古

诗、古文，培养语感，
“要杜绝不良文风，引

导孩子理性思
考，真正回归到

生活中。”

29日下午，本报联合中原图书大厦举办的“郑风沙龙·悦读”系列公益活动第三期——“中学生如何阅读”主
题交流活动在中原图书大厦三希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