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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市首批百名“书香沧州”阅读推
广人之一，泊头市教育体育局 57岁的门国
堂，工作履历十分有趣。他曾在中学执教数
学十多年，却对写作情有独钟。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推广阅读、传递阅读价值观念，帮
助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培养必须的阅读兴趣与
纯正的阅读品味，从而获得阅读能力、思维
能力和批评能力。

熟悉门国堂的人常说：“他是个追求完
美的人。”尤其在写作上，这一点体现得淋
漓尽致。平日里，门国堂非常注意搜集素
材，每次立意创作时，大到国家政策形势，
小到一个形容词，他都要拿出“捻断数根
须”的劲头，翻阅相关资料，上网查询信
息。创作完成后，还要再通过朗诵等方式，
检阅这些字的排列是否恰当。也许就是如此
认真的精神，门国堂创编的 《凡人英雄》
《姥姥的采摘园》等作品屡获全国读书教育
活动大奖。

2010年，门国堂调到泊头市教体局思政
科，负责组织各类演讲比赛、知识问答等活
动。在与孩子们接触的过程中，他发现，孩
子们可参与的竞赛单元有限，知识面窄，阅
读水平急需提高。2012年，第一届河北省青
少年阅知行读书活动举办时，泊头只有几个
孩子报名参加，虽然在活动中也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但他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什么。于
是，他组织建立了泊头市青少年阅读基地，
以培养更多的孩子热爱阅读。举办阅读、朗
诵活动几十场，吸引 5000 多人次青少年参
加。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什么样
的人在一起。”门国堂说。在举办全国网络春
晚小主持人大赛时，他请来全国优秀朗诵专

家当评委，给参赛的小选手带来精彩的点评
和不一样的视野；日常，泊头孩子朗诵、演
讲、主持等备赛的稿件，他也会发给曾获中
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的老师们，请求指教。

除此之外，他与其他阅读机构开展多种
形式的联合。泊头素有“鸭梨第一乡”之
称，春天，万物复苏，梨花盛开。门国堂
邀请沧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与泊头青少年
阅读基地合作举办了“梨园诗会”，大朋
友、小伙伴，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在纯
洁的梨花下，编织出春天的诗意。 2019
年，在门国堂的指导下，泊头市四中 6名女
生精彩朗诵阿紫诗歌《读中国》，在省第七
届阅知行朗诵大赛中斩获金奖。同年，门
国堂联合阿紫文化艺术工作室及相关培训
机构，举办了大型诗歌朗诵会，让泊头阅
读爱好者们近距离感受了阿紫的家国情怀
和正能量。

疫情期间，门国堂发起线上朗诵活动，
短短一天时间，500人的朗诵微信群就建立了
起来。在他精心的组织安排下，一场场朗诵
盛宴有序开展，广大朗诵爱好者参与进来，
精彩不断。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
快，书本好像离人们的生活越
来越远。在别人感叹自己制订
的读书计划难以实现时，从事
环卫工作的王俊喜却在工作之
余坚持着她阅读、写作的好习
惯。

今年 67 岁的王俊喜是肃宁
县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利用

业余时间已经累计写了千余篇
小文章。

王俊喜自小就喜爱读书，
但因家庭原因， 13 岁就辍了
学。年轻时，各种干不完的农
活和家务并没有消磨掉王俊喜
的学习意志，喜欢读书写字的
她在大家眼里是个“魔怔”的
人。那时候没工夫写字，回家
后，给猪打菜，给羊打草，队
里干活，早起撒粪，白天干活
耕地磨面，没有时间。休息的
时候人们在一块儿聊天，人们
说什么，她就在地上写什么，
一写就是一大片。“人们常笑
话我，你魔怔了，写什么呢？
我说我写咱们说的这话呢。”

王俊喜笑着说。
2012 年冬天，王俊喜的老

伴儿脑出血，婆婆也病重，那
个春节，她过得异常艰难。可
她说是读书和写作，陪她度过
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我那
时候天天在家里得管老人，儿
媳妇坐月子在娘家住着，还得
惦记着去看看她们，还得去医
院管老伴儿。孩子们都上班，
没空，我要说出来就得笑话
我。 14 天，我连衣服都没脱
过，大年三十，别人都在家里
灯火通明过大年，我骑着三轮
车往医院里跑。那年大年二十
九婆婆过世，我在家里陪着
灵，穿着大孝，脱了大孝就去

医院伺候老伴儿。”生活的磨
难，情感的起伏，王俊喜无处
表达，就用文字来记录下这些
喜怒哀乐。

读书带给王俊喜的力量是
巨大的，她因为喜爱而坚持，
又因为坚持而有所收获。现
在，王俊喜经常会将自己对生
活的感悟诉诸笔下，通过网络
和报纸发表一些小文章。在她
的影响下，女儿的学业也非常
优秀，2003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
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一名律
师。

王俊喜从未觉得自己的工
作卑微，通过读书和写作，她
让平凡的自己不平庸。她常

说：“人活着，就得活得精彩
些。我扫大街，有人说你怎么
扫大街呀，我就想，就跟卞之
琳写的那首诗似的，你站在桥
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
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扫大街我
也没把它看得多低，因为我服
务了大家，大家同样也服务
了我，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就
是这样相互的。”

再艰苦的条件，只要愿意
学习，就能学习。在干完活儿
的间隙，王俊喜总会捧起书
来，抓紧写下所思所悟。读书
与写作，让她活得更踏实、更
有趣。

作者：重松清
入选日本读者评选的“永远的儿童文学

TOP100”。小刚班上转来一个名叫真琴的奇
怪家伙，她头上梳着冲天炮，擅长吹口哨和骑
独轮车。开学当天她就当众宣布：“我的梦想
是成为这所学校的孩子王！”她的豪言壮语把
班上的每个人都吓了一大跳。父亲很早就过世
的真琴，其实是一个比谁都坚强又比谁都温
柔，处处替人着想的女孩子。她的出现会带给
小刚、四年级一班甚至全校怎样的改变呢？

关于书评的写作定位，不同人有
不同的理解。我的认可呢，就是唯
我。评来自书，又要高于书，特别要
写出畅顺耐读水灵的文字，“扯”出
看点。最低标准，也是让读者能不吃
力地读下去。有种观点认为，读后感
不叫书评，心得也排除在书评之外。
这种反书评的模板，而且还在指导一
些书评人的行动，这点我是不感冒
的。要说“扯”，就远了。要认定不

“扯”，就是“扯”。书评就是“扯”出
来。书评本来就是读书的心得体会及
感想，没有心的感应，是不能评出
来、也不能“扯”出来的。

“扯”，是新潮或网络常态下书评
的硬核。但如何“扯”，“扯”什么？
这里边有点说道。扯淡，用于侃大山
式聊天，也许是口头书评的优先选
项，但落实到文字界面，显然上不了
台面。应把“扯”进行一些必要的包
装，别扯远了，也别什么都扯不出
来。“扯”而有道，“扯”而有术，

“扯”而有点。其实在这以前，我多
次谈书评写作，并未想到“扯”，只
是临时发挥，将落脚点放在“扯”
上。我已经强调，“扯”不是扯淡。
即不是瞎扯乱扯胡扯，而是闲扯、碎
扯、逗扯、泛扯、熟扯。

不论怎么“扯”，还是扯，强调
的是随意不羁的状态，能扯上要
扯，暂时不能扯上，创造条件也要
扯。落到文字层面，“扯”也有5个
标准，一是别太正经，二是别太古
扳，三是别太刻意，四是别太装
腔，五是别太拿捏，要自然放松地
侃侃而谈。淡化创作，淡化作文，
在说学逗唱上下功夫。书评不是正
襟危坐写出来的，而是潇洒自在

“扯”出来的。
要有闲扯观念。就是说闲话，聊

闲天，想吗说吗，闲出不闲来，力争
闲趣横生。也就是雅扯，不是混扯荤
扯昏扯。

要有碎扯意识。当下时兴碎片
化写作，不必求多么连贯，扯出精彩
即可，哪怕是碎片。书评碎片多了，
自会摄人眼界。

要有逗扯技术。逗哏，不光说
相声用，写书评同样重要。板着脸写
十句，不如一句幽默玩笑的文字，字
里含笑是真笑。

要有泛扯的把式。知识面要宽
泛，接触面广泛，扯天扯地别泛泛。
泛扯就要泛出别人不能泛的要点，泛
而有约。

要有熟扯的路数。“扯”，不能扯
那些冷僻的盲点，扯就扯熟稔的领
域，扯着有支撑，也显得有水平。

扯书，要注意十条原则。一是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心由性，不
要自我设定框框；二是怎么想的就
怎么写，不要顾及别人的眼神，写
出来就是胜利；三是你的书评你做
主，你就是王者，你的观点就是至
理名言；四是无套路所限，要敢于
自由搏击，沿着自己的思路写到
黑；五是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实
话实说，你的文字都是对和好；六
是写下去才是硬道理，除了写之外
都是无所谓；七是不要考虑逻辑关
系，不要顾及前后承合，怎么顺手
怎么写；八是写书评以前，书评对
你是空白，怎么画龙，都是主干
道；九是写要排除杂念，只为表达
自己的观感，流水账比流油簿更真
实；十是或许写了半天，没有书评
的味道，怕什么，还有第二次第三
次第N次。

20年前被评为藏书家

到东光县城，若非有人带
路，想要找到于志祥先生的家
是要煞费一番工夫的。这里，
类似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
业家属院，基本每家都是四间
平房的院落，没有具体的名
称，没有门牌号，以至于至今
所有的快递包裹都要寄到朋友
的门店。此时，虽是隆冬，可
于老先生满院的绿植却仿佛让
人置身于春的时令。

于志祥的藏书总量，也许
不如图书馆，但就美术书刊一
类而言，恐怕一个县级甚至市
级图书馆都难以与之匹敌。40
多年来，他已收藏古今中外出
版的各种美术书刊近万册，从
小到几毛钱一册的连环画到一
两千元一本的精装美术作品
集，应有尽有，可谓集美术书
籍之大全。此外，他还收藏历
年挂历千余种，粘贴、剪裁美
术资料 2000 余幅。早在上世
纪 90 年代即被沧州市文化部
门命名为藏书家，后又被市文
化局授予沧州市“家庭藏书读
书双十佳”荣誉称号。

于志祥是国家二级美术
师，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沧州市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
现任东光县美术家协会会长。
一生从事美术事业，美术作品
入选全国各种文集，并获得全
国及省市级多个奖项。

中学时老师领进绘画门

于志祥 1947 年出生于东
光县灯明寺镇马家院村一个清
贫的农民家庭，童年时就展露
出超凡的绘画天赋。

那个年代，小人书几乎是
农村孩子的唯一读物，小学时
于志祥就爱用铅笔、蜡笔在草
纸上勾画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
人物形象。中学时又遇到了人
生中绘画启蒙老师——王宗
林。

当时的王宗林是于志祥的
语文老师，尤其喜爱铅笔淡彩
画。当王老师发现于志祥绘画
的爱好后，便给予了极大偏爱
与教导，还破例允许他午休时
间到自己的办公室练习绘画。
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和悉心眷
顾下，使得于志祥在班级文化
课名列前茅的同时，绘画技艺
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将来
的美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初中毕业后，于志祥成为
找王镇班庄小学的一名民办教
师。从教的几年里，于志祥有
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绘画
学习和创作，也使得自己的绘
画风格趋于成型。他笔下的马
或勇猛飘逸、挥洒自如，或神
态俊美、情趣盎然；他笔下的
人物更是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渐渐地，于志祥便成了十
里八村家喻户晓的“名人”，

乡亲邻里们的墙上也大多贴满
了于志祥的绘画作品。

买起书来“挥金如土”

1982年，于志祥因在美术
创作方面的成绩被调入东光县
电影院工作。5 年后，又调入
东光县文化馆专业从事美术创
作与群众辅导。

专业的美术工作使于志祥
如鱼得水，宛如一匹骏马自由
驰骋在浩渺无垠的原野。这期
间一批以人物和骏马为素材创
作的作品，成就了他美术事
业。不仅如此，借助工作的便
利，他开始收藏电影海报和小
人 书 。 收 藏 了 《三 国 演 义》
《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 200余
套，《景颇姑娘》《青年鲁班》
等电影海报上百幅。

别人出差到大城市，都是
逛商店、游公园，而于志祥总
是先转书店，看看书架上有没
有新出版的美术书刊。有一次
出差西安，看到一本《西安碑
林名帖》，怕这仅存的一本精
品被人买走，硬是当即买下，
一路背着几斤重的书帖跋山涉
水，西行青海写生。

于志祥为人低调，生活节
俭。日常生活节衣缩食，衣服

鞋袜一穿就是多年，从不和人
攀比。但买起书来却毫不吝
啬，有时更是“挥金如土”。
1986年秋天，于志祥应邀去山
东美术出版社创作年画《八骏
图》期间，在济南东方图书大
厦看到了一本日本女摄影家拍
摄的《马的写真》摄影专集，
定价是 127元。对“马”情有
独钟的于志祥爱不释手，摸摸
口袋里装着的许给爱人买呢子
袄的 100 多元钱，硬是咬咬
牙，狠狠心，买了这本摄影专
集，也落下了爱人一辈子的

“埋怨”！
还有一次出差，爱人拿

出 100元钱让他给孩子买双旅
游鞋和一件羽绒服回来。结
果 ， 旅 游 鞋 和 羽 绒 服 没 买
回 ， 倒 是 背 回 一 捆 美 术 书
籍。爱人拿他这种“见书忘
他”的痴性无可奈何，只好
汲取教训，再不轻易托他捎
钱购物了。

于志祥的藏书，多以美术
专集为主，涉猎古今中外图书
期刊。2009年由国务院参事室
主管、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
《中华书画家》出版发行已逾
11 个年头，每期于志祥都会
通过邮局订阅，至今 134 期，
他一期不落地收藏下来。

每年都跑北京去淘书

于志祥买书，最常去的就
是北京，来回坐火车也方便。

一次，于志祥在北京美术
馆参观展览时，被一幅幅波澜
壮阔、气势恢宏的作品震撼
了。瞬间，脑海中被“绝无仅
有”4个字占据了。为了寻找
这部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作品集，他又专程赶往
北京。

退休后，他每年都会跑
北京四五趟。几年前的一次
在北京琉璃厂逛旧书摊时，
被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小伙
子的书摊吸引住了。一本本
市场上鲜见的美术期刊书籍
令他惊喜不已，最后竟选购
了大大的一包。正当发愁提
着这一大包书如何挤公共汽
车时，小伙子说话了：“老先
生，你怎么不发物流呢，咱
们这个市场就有发往全国各
地的物流。”

当时一听，于志祥有些蒙
圈，什么是物流？给我拉丢了
怎么办？

小伙子见于志祥有些迟
疑，笑了：“老先生，您放一百
个心吧，只要您留好地址电
话，书肯定会安全到家！”尝到

“甜头”的于志祥，一来二往，
和这位河南小伙成了忘年交。

多年来，最难能可贵的
是，于志祥从不卖书，即使在
他最困难的时候。

于志祥先生说，自古圣人
多藏书，中国书籍是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和思想创造的珍贵文
献，是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书籍的传承，是中
华文化与文明的传承，是每一
位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藏书路上，他会一直走下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