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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藏书绝不是秘而不宣，藏而不
用。他认为，单纯的占有，囤积居奇，弱
化了书籍最基本的功能，因此要加强阅读
和利用。

对此，他依靠手中所藏沧州乡邦文献
如家谱、方志等，积极整理发掘和弘扬区
域乡土文化，形成理论，利用网络、纸刊
等媒体平台公布于众，以便发挥藏书的应
有价值。如撰写的《青衫槐笏存家谱——
东光<邢氏家乘>述略》《淡宕清标本珊珊
——晚清一代金石名家王侣樵》等文章，
不但发表在诸如《中华文化画报》《中国
社会科学报》《南方周末》等国家、省、
市级各大报刊，而且还被今日头条、网
易、搜狐等各大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转载刊

登，对于推介宣传沧州区域历史文化起到
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引导效应。

花有花的芬芳，叶有叶的点缀。在
王立成的眼中，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用
心去做的事情。由于经常与书相伴，他
的内心变得很平和，即使曾经为聚书所
累、为撰稿费心，但他依旧十分享受这
个过程。

“也许阅读不能让我们一夜暴富，亦
不能让我们无所不能，但它却能让我们用
心发现并思考这个世界，进而找到努力的
方向和一路前行的可能性，也许这就是阅
读本身的巨大魅力。”能亲身体验到这一
独特魅力，他感到由衷地自豪，毕竟：风
起，帘动；夜凉，字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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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瑟·乔拉米卡利
作者借自身经历和多个典型个

案与故事探索共情的能量，教我们
在生活中用共情来获得爱情、友
情、亲情和事业成功。作者详述了
如何提升诚实、谦逊、接纳、宽
容、感恩、信念、希望和宽恕8种
技能，以此获得共情能量。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日前，由沧州图书馆、沧州
市文学创作评论中心、沧州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

“道是寻常心”郭学青新书
《当时只道是寻常》研讨会
暨捐赠仪式在沧州图书馆举
行。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
兴华、沧州市文联原主席魏
新民等来自全市文艺战线上
的领导、学者、作家、艺术
家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沧
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苗笑阳因
故未能参加，发来视频祝
贺。沧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关义军因故不能参加写来
书评。该书出版单位“长河
文丛”主编马启代、周永受
邀参加。沧州市文艺创作评
论中心主任宋子平主持了这
次研讨会。

沧州作家郭学青散文
集 《当时只道是寻常》 由
北 京 团 结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该书共 20 万字，收录
了作者自 2007 年至 2020 年
公开发表的散文、随笔、
文艺评论一百余篇，内容
涵盖了读书心得、人生感
悟 、 乡 情 亲 情 、 社 会 观
察、文学艺术评论等。作
者以洒脱率真的风格，灵
动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
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看
似只关注内心的个性化写
作，但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和侠义之气，使她自觉不
自觉地承担了社会责任和
文学使命，通过对农村和

城市生活的描写，使人强
烈感受到时代脉搏的律动
和乡村城市的变迁。本书既
有柔美缱绻的低吟浅唱，亦
有铁骨侠情的酣畅淋漓；有
关乎人类生存和灵魂的拷
问，亦有对家乡亲情的深情
悲怆；还有涉及民俗、历
史、哲思、时政、文学、艺
术的锐辣酷评，是一本反映
人们当下生活的全景图。

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对
郭学青这些年的创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提出更高要求。
希望她置心一处，精耕细
作，让文学创作往更高处
走。市作协主席苗笑阳说沧
州文学创作一直处于有高原
没高峰的状态，郭学青是形
成沧州文学高原一个重要的
作家，也是令人期待的能够
冲击高峰的作家之一。沧州
市原文联主席魏新民说，郭
学青多才，书法绘画都有基
础，但她依然坚守在文学创
作的阵地上，这样的人会让
人高看一眼。沧州市文联党
组书记、主席王月周说本次
主题是“道是寻常心”，我
给加半句“魂牵家国情”，
郭学青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
的作家，加强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文艺创作理论，勤于实
践，她一定会为沧州文学创
作冲向高峰作出自己的贡
献。

郭学青和“长河文丛”
主编马启代分别向沧州图书
馆捐赠了自己的图书。

郭学青新郭学青新书书《《当时只道是寻常当时只道是寻常》》研讨研讨会会

暨捐赠仪式在沧州图书馆举行暨捐赠仪式在沧州图书馆举行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 12月
6日，运河泊头文化苑成立仪式
在泊头天河国际酒店举行，会场
云集了京津冀鲁各界文化名人及
爱好者，人们集聚一堂，共话运
河文化。

运河泊头文化苑坐落于 104
国道金龙汽修厂楼上三楼，总面
积1100多平方米。目前共收集了
民俗物 900多件，楼上还展示了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展牌
及部分实物。文化苑负责人郭红
敏表示，“今后，文化苑将不断
加强搜集整理有关与运河两岸文
化相关的一些东西，寻找运河文
化记忆，重温运河文化经典，传
承发扬传统文化。”

泊头，因运河而生。静静流
淌的大运河不仅滋润出沿途林木
苍翠、繁花似锦的秀美风景，还
孕育出泊头独特的运河文化，见
证了泊头由水运重镇到鸭梨之
乡、铸造之乡，再到园林城市、
装备新城的发展历程。近几年
来，为传承运河文化，泊头市充
分发挥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
作用，积极做好大运河“保护、
传承、利用”3篇文章，不断加
强运河周边文化类基础设施的建
设，使人们既可以看得见运河，
更能够记得住运河、留得住运
河。成立的大运河文化苑便是泊
头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利
用运河文化的一个崭新平台。

在嘉宾座谈交流环节，中国
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著名文学
评论家、散文作家李一鸣说：

“历史是一条河，运河是流动的
历史，泊头在河之畔、河之头，
历史滋润着这里，也形成了深厚
的文化，文化是一种力量。运河
文化苑的成立恰逢其时，是历史
的承继、历史的弘扬，也是对明
天的展望。”

接续历史接续历史 丰富当代丰富当代 发掘未来发掘未来

泊头成立运河文化苑泊头成立运河文化苑

作者：中岛敦
作者将知识分子的孤独虚无感

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借用中国
古典的壳子创造了一个如梦似幻、
亦庄亦谐的世界。故事里的主人公
通常是自我意识过剩、思想延宕了
行动的“哈姆雷特”式人物，集悲
剧与滑稽性为一身。不过，异化为
老虎的李征，追问生命意义的悟
净，终都破解迷局，用行动点燃了
自己。此书专治文艺青年“纠结虚
无”症，疏肝理气，药到病除。

11 月 20 日的 《沧州日
报》，在第 5 版上刊发长篇
报道 《王淑凤：情系高墙
三十年》，文章令人感动，
催人泪下。王淑凤是“五
老”人员中的楷模，她的
可贵精神非常值得学习。

要 学 习 她 敢 为 人 先 、
勇于担当的精神。王淑凤
是海兴县关工委主任、“五
老”帮教团团长，当年本
来没有人交给他们帮教服
刑人员的任务，在全国也
没有这样的先例，她是看
到有些青年人犯罪应当帮
教，在一种高度责任感的
驱使下，自动成立了“五
老”帮教团，才开始帮教
工作的。犯人在别人眼里
常 被 看 成 坏 人 ， 不 愿 接
近，但在王淑凤眼里他们
都是跌倒的孩子，应主动
帮教，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做人，回归社会，服务社
会。这种深邃的眼光和勇
于担当的精神多么难能可
贵。

要学习她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的精神。一个人做点
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不做坏事。王淑凤退
下来后，本可以过上颐养天
年的生活，但她却选择了一
条艰苦漫长的帮教之路，而
且三十年如一日，风雨冰雪
无阻，把爱心全部奉献给
了服刑人员，让他们一个
个从绝望中走出来，开启
新的人生。如今她己 84 岁
高龄，就在前几天她又带
领帮教团人员到监狱帮教
服刑人员，真是让人肃然
起敬！

要 学 习 她 认 真 负 责 、
一帮到底的精神。对于服
刑人员的帮教，她和帮教
团的人员，不只是到狱中
教 育 服 刑 人 员 好 好 改 造 ，
重新做人，而且坚持狱内
狱外相结合，热情帮助服
刑人员解决家属的工作生
活问题，让服刑人员安心
服役；对刑满释放人员帮

助安置就业，解决住房等
问题。这种无微不至的关
怀不知感动了多少服刑人
员，难怪有些刑满释放人
员与她当成亲戚走，甚至
眼含热泪亲切地叫她一声

“娘”。
要 学 习 她 毫 不 利 己 、

无私奉献的精神。王淑凤
退休后退而不休，选择了
一条无私奉献之路。她从
事关工委工作没有一文报
酬，而且在帮教工作中还
经常自己掏腰包，或留服
刑 人 员 家 属 到 家 中 吃 住 ，
或自己拿钱救济困难服刑
人员家属，或自购礼品去
看 望 服 刑 人 员 家 中 的 病
人，总是那么慷慨！她工
作兢兢业业，即使在老伴
病重期间，都坚持正常上
班 。 她 的 这 种 毫 不 利 己 、
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
海兴一座城。

要 学 习 她 谦 虚 谨 慎 、
不骄不躁的精神。王淑凤
和 “ 五 老 ” 帮 教 团 在 全
市、全省乃至全国是出了
名 的 ， 曾 获 得 过 多 项 荣
誉，她本人曾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接见。但她
始终抱着一颗平常心，从
不到处张扬，从不自我夸
张，从不居功自傲。有关
报刊采访她时，她总是说
成绩是帮教团集体努力的
结果，如发现记者在新闻
稿中有与事实不符或拔高
的地方，她坚决要求改正
过来。

王淑凤是“五老”队
伍中的一面旗帜，是关工
委工作的骄傲，衷心希望
在“五老”队伍中开展一
个 向 王 淑 凤 学 习 的 活 动 ，
让更多王淑凤式的先进典
型涌现出来。同时希望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最近
发出的号召，支持更多的

“五老”人员加入到关心下
一代工作队伍中来，为促
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作出
积极的贡献。

喜欢书，像喜欢一件宝物。小时
每每发了新书，都要找来旧报纸，包
了书皮，工工整整地写上：语文，数
学……然后是班级姓名。手里托着
书，美滋滋看着，心里有份庄重，有
种没来由的稳妥。

学期末，新书变旧书，一如既往
的整齐，只是有了岁月的痕迹，泛着
淡淡的黄。细心收起来，放到纸箱
里，来年春天，再搬出来晒太阳。

偶然去老师家，一进门就呆住
了：老师客厅的一面墙，宽宽大大一
面架子，大大小小的书，一本本直立
着，似一队队意气风发的少年，春意
荡漾啊！罗列其中的，还有照片，石
膏雕像，或者一盆小小的文竹……我
真是看呆了，书，可以这样放，多
好！

那是王老师用木板和木条，自己
钉在墙上的，美其名曰：书架。我用
手抚摸着那粗糙的木条、木板，还有
书，像是久别的朋友，细腻，温暖。

我迷恋上老师书架的样子了，在
书桌前，把书一本本立起来。左右用
厚厚的字典做靠背，俨然一个小书架
了。这小小发明，竟然让我激动了许
久。

放学回家，喜笑颜开地告诉爸

妈，我有书架了！爸妈一愣，哪里
的？

待我把在老师家里的所见，以及
自己在书桌上摆放的事告诉他们的时
候，妈妈嘴角漾起一份笑意，眼里还
有一抹难以名状的光泽。

那时，家里的条件不好，能上学
读书，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哪里
还敢奢望买上一件这样“无用”的家
伙呢？当然，我也会悄悄想：什么时
候，我也会真的拥有一个那样的小书
架？

那是一个秋日，天，蓝蓝的，几
片厚厚的白云，暖暖地轻轻地飘着。
爸爸下班回家，推着自行车进了院
子，连声道：够了，够了！

什么够了？我和妈妈惊奇地从屋
子里跑出来。看，这些木头足够做一
个小书架了。爸爸兴奋着。我看那些
木条、木板，在爸爸的自行车后架上
安静地等待着。小心脏一下子活跃起
来，不知所措了，我仿佛看见了，看
见了那个美丽的家伙款款而来……

爸爸利用下班的时间，去包装
厂，在丢弃的废料中，千挑万拣，捡
来这能用的木料。

歇班两天的爸爸，用砂纸，一点
点地打磨着那些木头，准备好锤头、

钢锯、各种钉子、油漆……放了学的
我，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蹲在一
边，看着爸爸在木屑中忙乎。

天，静静的；阳光，亮亮的。院
子里似乎有了道道金光。两天的时
间，掰着手指过。

小小的书架成了！
爸爸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想

啊想，就调成黄色吧。爸爸涂漆，一
遍又一遍，慢慢地，小小书架成了土
黄色，是秋天叶子成熟的颜色。

风来，漆干。抱起书架，放到桌
子的一角，把书一本本放进去。那欢
喜，宛如莲花的一瓣，在心里，一点
点绽开。放满书的架子，是一株亭亭
玉立的稻子，安静、饱满。见到它，
如见到久违的老友。

日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过，它在身
边，不离不弃，不恼不怒。经历各种
漂泊，它伴着我，慢慢换了容颜。

家里也已拥有大大的书架，开阔
大气。而它早已泛起了油渍的光，
笨拙而苍老。即便如此，它亦端端
正正地立在我的桌前，是我的长
者，沉默不语，凝视着我，撑起我
的腰身。

如果有一天，要我选择少年重
来，陪伴我的，依然是少年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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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立成的
时候，他正在书房
整理古籍旧纸，书
案上摆满了记录文
字的小卡片，那是
他边阅读边随手记
下的，这个习惯已
经保持了几十年。

王立成是沧州
市第三中学的一位
老师，工作任劳任
怨，讲课精彩有
趣，深受师生们的
好评。下班后，作
别一天的劳累，他
常埋头书册、游弋
于知识的海洋，沉
浸在阅读的乐趣当
中，笔耕不辍，为
沧州区域文化研究
贡献着自己的微薄
之力。

 借书讲书 寄情书卷

年少时，王立成家境尚不宽裕，长
辈中识文断字者也不多。幸运的是父母
并没有延续父辈的文荒，而是紧衣缩食
送他上学。

王立成说，他最初对阅读产生冲
动，大约是在小学四年级。那时，经过
一到三年级的开蒙学习，他的文字识别
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千方百计央求家人
买书或从小朋友处借书来读。记得读得
最多的是当时时兴的连环画，如《鸡毛
信》《三毛流浪记》《三国演义》等，此
外还有一些童话以及少数的红色经典小
说。

记得一次暑假，姥爷在一朋友处借
来《白洋淀纪事》《林海雪原》等十几本
大部头的书，虽然里面的字有的不认
识，但他还是连蒙带猜认真地读下去。
每读完一本，家人不但会赞赏有加，还

常让小小年纪的他讲一讲书里的精彩片
段。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学习能力，也锻
炼了理解思辨力，对阅读也越来越热爱
了。

升入大学后，一有空闲，他便常常
泡在校图书馆还有学院的资料室里，查
阅文献，求知若渴。付出总有回报，他
不但因此多次获得优秀奖学金，还在

“成才标兵”评选活动中获得过“专业标
兵”的荣誉。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读书带
来的好处。

孟德斯鸠说过：“喜爱读书，就等于
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
的时刻。”参加工作后，虽多有俗务杂事
缠身，不似少年心无旁鹜，但他依然会
不辞辛劳，寓情书卷。日常中，他既不
玩手机游戏也不上网闲聊，而是手捧书
籍，沉浸书海。

 读书淘书 爱书如命

王立成嗜书如命，所以淘书也便成了
一种乐趣。看见好书就走不动道，地摊、
古玩市场、书店、藏书者的家中、各大卖
书的网站都曾留下他淘书奋战的身影。

他买书的时候很是豪爽，一掷千金，
不拖泥带水，他认为“好书就应有好价”。
但毕竟是工薪阶层，生活常常被买书所
累。因为他淘的不是普通大众意义上的
书，而是颇具历史文献研究价值和收藏意
义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线装古籍和旧书故
纸，价格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上万。为了
在有限的财力下能博得藏书和研究的长久
快乐，他不再泛泛而收，而是有特色，成
专题，注重档次，讲究质量。他将收藏的
范围限制在沧州乡邦地域文献的搜罗上，
即使这样，有时还是捉襟见肘，深陷财政
危机。

一次，他遇见一套民国《南皮县志》，

卖家索价过万，他犹豫再三。买，价钱确
实不菲；不买，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
店，再想要，估计就难上加难了。考虑良
久，还是买下了此书，代价就是银行卡透
支，外加咸菜度日。也许在外人看来，这
着实是疯狂之举，但在他眼中，拥有好书
的精神愉悦则是独一无二的享受，付出再
多也是值得的。

书购入后，保藏的过程也是一件让人
高兴的事。每次觅得旧书，他如获至宝，
小心翼翼抱回家来，放在桌上，细细斟酌
与观摩。在一番陶醉式把玩欣赏后，便开
始进行细致的分类整理，看书脊、封面有
无破损，是否残缺。然后，视情况而定，
或粘，或补，或裱，或压，不一而足，等
收工完毕，再把所有待收书籍在阳光温和
的地方晾晒些许，既为防潮，又为晒虫。
等到火候差不多就庋藏于书橱中。

张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