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椿树峁》
谢侯之 著 中华书局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

天，大风将尘土和几个中学

毕业生，卷到黄土高原的椿

树峁。在这里，炒洋芋，做

酸汤，爱上了喝烧酒；他们

在雨里读巴尔扎克，在窑洞

中研讨物理假说……这些

经历，以及乡民的善良，给

了饥饿、寒冷、迷茫中的他

们慰藉和希望。

（晓阳）

该丛书由英国国家美术

馆出品，备受全球艺术爱好

者追捧。丛书云集了英国文

博界顶级学者的目光，在浩

若烟海的艺术杰作中精心遴

选，以厘清和解释我们对这

些艺术品的兴趣、激动和沮

丧，使读者得以贴近艺术史

中那些关键时刻。

《英国国家美术馆·细究名画（全九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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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墨

“我在服贸会上参加北京图书节”“我在

手机上看 VR 全景图书节”“我在各大书城和

文化名人面对面”……

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作为 2022 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文化

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

书节于同期在首钢园区拉开大幕。本届图书

节以“全民享阅读 书香满京城”为主题，将阅

读与城市融为一体，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

创新多元的展现形式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除首钢园区外，遍布北京市区域 16+1的

各大综合书城、新华书店门店、示范书店等百

余家线下分会场和京东、当当等线上分会场

互为呼应，彼此联动，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

的特有方式展现阅读力量，为全球服务贸易

融合发展增添“含书量”。

线上沉浸式看展

“VR 技术开启了全新的红色文化传播

新模式，不但实现了红色文化与新媒体传播

的‘无缝对接’，也扩大了红色文化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生命力，进一步丰富了北京红色文

化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提升北京红色文化

社会影响力。”红色 VR 项目负责人周登平为

记者解密图书节上的“彩蛋”。

在图书节上，观众可以一站式“云游”香

山革命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

学等 5 处红色场馆场地。参观者站在地板

上，脚下的按键随之变亮，屏幕上就会出现该

地点的高清影像，让人们身临其境。

一站式打卡北京示范书店也不是难事。

在“书香北京”展区，“逛”展者可以借助 VR

大屏云游北京多家示范书店，亲身感受北京

市实体书店建设的最新成果：截至 2021 年

底，北京全市实体书店超过 2000 家，万人拥

有实体书店 0.93 家，位居全国首位。过去一

年，全市举办各类阅读活动 3万余场，覆盖人

群 2000万人次。

不能亲自进入展会现场的书迷们，也可

以用手机共享盛会。本届图书节全媒体宣传

团队打造了“全景图书节”产品。观众可以通

过线上方式在手机上“逛”起来。

“通过 VR，我看到了展台上好多好书，

比如《发现三星堆》，我马上就在网站上下单

了，没想到还有联动的优惠活动。”云看展的

刘薇说，有些遗憾的是，不能像在现场那样，

买到签名本。

十几元拥有“国宝”

《万寿盛典图》长卷全景式地再现了清代

北京城的基本面貌，是研究清代北京城市生

活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图书节上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万

寿盛典图》滚动长卷和实物长卷首次亮相。

展品将原刻本 148 幅版刻首尾相连，长达 50

米，是规模空前的版画巨构。此外，清刊本

《日下旧闻》四十九卷、清康熙间刊本《敕建弘

慈广济寺新志》、民国铅排本《北京历史风土

丛书》等，以及“北京颐和园内景”织锦都在现

场展出了实物。

在传统文化体验区，结合最新印刷技术

和印刷包装技术的艺术品复制产品及周边文

创，大大降低了拥有“国宝”的门槛。敦煌飞

天的笔记本、冰箱贴，只要十几元；印有世界

名画的口罩平均下来不到一元一个……

在传统文化展区，值得关注的还有工艺

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打造的创意产品，如“金

鸿神鹿”铜雕，搭配以百花文艺出版社《敦煌》

一书，“文创产品与图书相结合，互相加持，凸

显了文化创意的‘含金量’。”朱炳仁在图书节

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参观者还可以亲身参与到文化互动体验

项目中，通过收集精美展品、文创品、印章等

方式，实现打卡图书节，拉动文化消费。

全城阅读嘉年华

北京国际图书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是北京国际图书节第二次与服贸会

“联姻”，服贸会因为图书节的融入，“文化范

儿”愈加凸显，前来“逛”展的客商、展团、观众

可以在服贸会现场开启一趟精彩的阅读旅

程。同时，依托服贸会平台，北京国际图书节

“扩圈”又“破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和全民阅读工作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支撑。”

不只在首钢园，在北京市域内的 16+1各

大综合书城、北京发行集团所属四大书城及

中小书店、2021 年北京市百家示范书店，各

类讲座、优惠购书、好书推荐和各类新书发

布、阅读分享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与图书

节有机结合，交流分享、互动惠民。在网上，

多个网络发行平台设立了线上分会场，推出

线上优惠购书、精品好书推荐等，重点展示展

销优秀出版物，互动性更强。

“这一场全城参与的阅读嘉年华，正赶上

开学，还能便宜给孩子囤好书。”两个孩子的

妈妈石女士说。

“如果 20 年算一代的话，那么 3000 年就

是 150 代。”9 月 1 日主会场图书节开幕当天，

著名作家邱华栋为读者带来“人与城：北京三

千年”的讲座。他从北京的时空感觉、城市的

缘起、历史沿革、变迁、人的位置五个角度，带

领读者走进北京城。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萨苏，中国载人航天

办公室副总设计师、航天医学工程学领域首

席专家陈善广、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建

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明杰等各领

域专家也悉数在“名家大讲堂”登场。

市民马先生是“名家大讲堂”的忠实粉

丝，今年他关注的是一系列关于北京城的讲

座：“我是老北京人，对中轴线、大运河都有

不一样的感情。听了几位专家的讲解，又有

了不一样的思考。我看你们《工人日报》的

客户端也在转播，我路过中轴线的时候，总

能看到《工人日报》的大楼。”在马先生看来，

北京图书节是一场全城爱知识、爱阅读之

人的节日。

新书榜单G
依托服贸会，北京国际图书节不断拓展“朋友圈”

让阅读融入城市 融入生活 有形的文化
无形的生活

《看懂瓷器》
王冕 著 新华出版社

本书用海量数据和事

例讲述了女性被系统性忽

略的事实：一个少有人提

及的真相——我们的世界

以男性为样本、由男性设

计，为男性设计。在大量

“性别中立”的规则背后，

男 性 往 往 被 视 为 默 认 选

项，女性则被视而不见。

《看不见的女性》
[英]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著 新星出版社

高谈阔论G

深情浓得化不开
——读侯军散文集《雪霁》

许多人以为，能识字便会“开卷有益”，其实读书也是一门

技术活。

教育学家叶圣陶一生致力于语文教育，对读书更是有着

超人的见解。《学会读书：叶圣陶 28堂阅读进阶课》（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汇其一生的读书经验，让读者学会读书、选书，读通

书，从而提升自我。

世界上最大的是书，因为它能让我们长大，让世界变小。

注重阅读方法，是公认的低投入高回报学习方法。但是，现实

中大家读书都有三大烦恼：书太多读不过来，时间不够用读得

太慢，看完就忘了记不住。其实，和读书达人相比，我们的差

距不在天赋和努力程度，而可能在于读书方法。以叶圣陶先

生的读书认知，对读书态度、读书方法、书籍选择进行了讲授，

让我们摆脱知识焦虑，成为高效的学习者。

读书的态度不是信从“为了读书而读书”，也不能死读书，

要摆脱思维束缚，为我所用。因为每一本书都不是“吃饱了饭

没事做，写来作为消遣的”，而是“把经验和意思”进行传送

的。“书是人类经验的仓库”，“阅读是吸收”，是用现实生活来

检验他人的经验，将书中知识转化为自己认知世界的能力和

获得财富的通道。这不仅是读书的目的，也是读书态度的问

题。所以，我们要从阅读中发掘作者的情感，或愁苦或喜悦，

或明亮或晦暗，在字里行间驱遣着自己的思想与作者前行，让

眼界拓宽，让情感丰富，让精神饱满，不拘泥于敬畏和惶恐，这

才是正确的阅读态度。这一种阅读态度，必然会塑造正确的

人生观念，让读者“在故乡的风土里，寻回自己的根系”；“在文

字的斑驳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只要好奇心不死，便读书

不止，这是先生单单为青少年准备的建议，因为青少年有朝

气，有大步前行的勇气。

书山有路，阅读有术，找对方法，才能提升认知效率，让读

过的书真正成为自己的财富。《学会读书》指出，读书时，要像

腹中有些饥饿的人面对着甘美膳食的时候似的，饥不择食地

“认真阅读”；要“驱遣我们的想象”，像听音乐一样发散思想，

与作者的情感进行碰撞，读一节回想一下这一节说的是什么，

进行设问；要“训练语感”，提升语言水平和感知能力，提高鉴

赏能力，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要以揣摩为目标，“听听别

人的话”，看看别人的故事，想想别人的心情，因为听话也是阅

读，不过读的是“声音的书”；说理的文章只需大概论理地读，

叙事叙情的文章最好美读，读出文中词、句彼此之间的关系

来，因为好的文艺作品中总含有一种人生见解和社会观察，这

对于我们的立身处世都有极大的帮助；读一遍未必够，而且大

多是不够的，于是读第二遍第三遍，直到融会贯通……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可能带给你好运气，但只要坚持读，我

们便会不断积蓄，一辈子长进，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读书是个技术活
秦延安

VR 技术无缝对接，将阅读与城市融为一体，从北京的时空感觉、城市的缘起、历史沿

革、变迁、人的位置五个角度，带领读者走进北京城。

阅 读 提 示

本书细数名窑珍品，从

瓷器初创的古拙粗犷，到南

青北白的格局大成；从引领

彩瓷的唐三彩，到绚丽多姿

的青花瓷；从宋瓷尚雅、各竞

芳华，到元明清颜色釉、彩绘

瓷的争相斗妍……图文并

茂，带你让你更懂瓷器，更懂

中国文化，感受东方瓷器文

化神韵！

图为北京首钢园展区内，北京国际图书节展区内观众正在参观图书展。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阿镗

侯军新书《雪霁》（四川人民出版社）有着

浓郁的“亲情友情家国情”，更有一些篇章，广

涉历史文化乃至诗书画诸艺，令我获益良多。

请看作者在《抱婴记》中，如何描述抱小

外孙女的感受：“当那个软绵绵的小身体，无

限信赖地依偎在你的怀抱；当那一缕缕乳儿

香在不经意间沁入你的心脾；当那双澄澈透

明天真无邪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你；当那

个初来世上纤尘不染的小生命，对着你这个

陌生的‘护佑者’发出甜甜的微笑──老天爷

啊，这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最难忘最幸福的

瞬间，你的心顿时陶醉了……”

“从你响亮而动听的哭声中，我会蓦然

记起我自己的母亲……如今母亲老了，我的

两鬓如霜了，我们都无法再重温这《天簌之

音》了……”

人世间，谁没有被母亲抱过？天下父母

谁没有抱过婴儿？可是，用文字把抱婴感受

表达得这么温馨、诗意的，并不多见。

此外还有大量的亲情记叙，同样温馨

感人。

侯军重友情，《岕茶情缘》一文，写的是他

与老中医俞家声因茶而结下的感人情缘。

得挚友引荐，侯军结识了罗芥村的俞老

先生，从此“一品订交”：每年新茶季都会收到

老先生亲自采摘、制作的罗岕茶。

俞老用自己配制的中草药，治好了侯军

女儿乐乐的腹疾。10 多年之后，侯军率全家

赴罗岕村为老人家拜寿，并带去一件全家合

力制作的独特寿礼: 妻女亲手把家藏汉砖拓

印下来，再由侯军题“桃园中人”四字，时年老

人家九十大寿。不久后，老人家就辞世了。

随着老人家仙逝，侯军以为这段缘也就

结束，没想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又收到一包

罗岕新茶。茶包中附一便笺，上面写道:“侯

军叔叔，我叫俞红旭，是俞家声的外孙女，那

年在家里我们见过面的。今年的岕茶刚刚采

下来，给您寄上一点，这是老人家生前嘱咐过

的……”

读到这里，我也为之感动。

侯军的家国情，浓厚却出之以淡。以《雪

霁》为例。此文记的是他刚入新闻界工作时

的一次采访。其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作者在一个雪后的早

上，骑自行车走了二十多公里，去采访天津葡

萄园。

“采访结束，已是傍晚时分。当我披着夕

阳的余晖，向一直把我送到大路旁的主人们

挥手告别时，心中真是无比畅快。路面的

冰雪已开始消融，沿途依稀可见的葡萄藤

绵延数里，虽然还被白雪覆盖着，然而，我

似乎已经看见来年春天，这里必将出现的

勃勃生机。”

第一辑的《书扉旧题》《书扉新题》《竹杖》

《老瓷壶》等，第三辑的《非常时代的中学生

涯》《四十年后说‘榆钱儿’》《童年记忆心灵档

案》等，有趣、精彩，值得细细品读。

国家历史，第二辑的《敦煌，人类艺术的

圣地》《天理良心碑》《隋寺·隋梅·隋塔》等篇，

都是融合历史、地理、文化为一体的好文章。

广义的文化，书中每一篇皆是。第二辑

有《渝州文化采风散记》四篇，《瓯越文化散

记》三篇，《台州文化散记》三篇。这几组文化

采访记，显示了作者的文化品味与表达功力。

侯军的诗词造诣，一方面见于他自己写

的诗词。另一方面，见于他在文章中引用的

古人诗词。如第二辑《千古词山‘北望’中》，

此文用了十几位古人的诗词作贯穿，其中就

有笔者曾用粤语谱过曲的辛弃疾《南乡子·登

京口北固楼》。

侯军是书法高手，可惜此书没有附上几

幅他的书法作品。不过，在《抄经记》《不容

易》等文章中，读者可以想象得出来，非有相

当高的书法造诣者，绝对写不出这等文章。

侯军不是画家，但写美术评论却是顶尖

高手。细读《敦煌，人类艺术的圣地》《鈡山石

窟: 隐于黄土高坡的佛国宝库》《北苑刻石探

访记》等文，你的美术眼界与品位，肯定会大

提升。

李忠春

我的第三本散文杂文作品集《春趣集》，

近日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新书精选了原先在《人民日报》《人民

日 报 海 外 版》《中 国 青年报》《散文》《作家

文摘》等报刊上发表的散文杂文及部分评论

作品，重点增选了近些年来发表的部分散文

杂文作品、书评和序言等。审阅全部书稿

后，感觉意犹未尽, 再写点简单的说明。

这本散文杂文作品集，有采写的新闻通

讯、新闻评论、业务研究等作品，同时增加了

散文作品。记得散文作品《犹记少年春趣》

发表后，还获得了山东省作协与中共日照市

委联合主办的首届刘勰杯散文奖。

让我感动的是，本书由《人民日报》老社

长邵华泽亲笔题写书名，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这本新书的另一大特点，是请画家刘新

先生画了一批插图。刘新先生是中央电视

台农业频道的特聘画师，画风独特，有浓郁

的乡村和生活气息。刘先生这次特意画的

十几幅插图，乡村风格鲜明，充满昂然春意，

人物栩栩如生，意境妙趣无穷，思想艺术俱

佳。这些画作收入书中，使得文画相映成

趣，艺术魅力互生，增添了新书的可读性、趣

味性！

作 为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的 中 文 系 大 学

生，我深深感到，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是命

运的宠爱者。自小就喜欢文字，敬爱文学，

爱写点小玩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这种爱

好，在特意选择的职业中得到了满足。怀着

深深的感恩和浓厚的兴趣，在党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工作 20 多年，当过记者和分社

社长，参加过党的十五大等历史性会议报

道，写过一些反响强烈的深度报道和其他体

裁的新闻作品；也当过编辑，还在业界很有

影响的一家报社任过总编辑。这种幸运的

缘分，职业条件的便利，催生、滋长、壮大着

自己的文学梦想。

几十年来，无论岗位怎么变化，在尽职

尽责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永远没有

改变对文学的敬爱和不懈追求，始终追求

自己的文学梦想！今后，这种梦想还会延

续下去。

缘分与梦想
——关于新书《春趣集》的题外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