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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书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也是人类思想的宝库，读
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心境清明，
还可以让人胸襟开阔、志存高远，
遇见更好的自己。从今日起，本报
联合泊头市委宣传部、泊头市营子
镇政府等单位，将开展“读书，改
变了我”主题征文、演讲、视频大
赛，以倡导全民阅读、助力书香沧
州建设。

本次大赛主办单位为沧州日
报、泊头市委宣传部、泊头市总工
会、泊头市文广旅游局；承办单位
为泊头市营子镇政府、泊头弘德文
化园、泊头市文化学会。大赛分征
文、演讲、视频三种形式。分享个
人感悟，抒发人生思考，展现阅读
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对成长的启

迪。
征文要求：1.参赛作品要紧扣活

动主题，立意高远，内容充实，有真
情实感。2.每名参赛者提交 1 篇作
品，体裁不限，题目自拟，可长可短，
不超 1500字。3.作品必须是原创作
品，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
格。4.征文参赛作品为Word格式电
子版。5.征文截至 2023年 3月，优秀
作品将陆续在《沧州日报》相应版面
刊发。6.征稿邮箱:857171805@qq.
com 电话：0317-3155702

演讲、视频作品要求：1.参赛
作品要紧扣活动主题，立意高远，
内容充实，有真情实感。2.每名参
赛者提交 1篇作品，时长控制在 5
分钟左右。3.作品必须是原创作
品，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取消参赛

资格。 4.征稿截至今年 12 月 31
日。演讲初赛、决赛时间、地点及
其他事宜，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届时
另行通知。5.征稿邮箱: hxyxyszx@
163.com 电 话 ： 15131760069 （微
信）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
归属地泊头，桑树种植可追溯到
2000 年前。这里的沙土地富含有
机质、矿物质等，又有清凉江、
老盐河穿流而过，水质优良，桑
椹品种优良、药食同源。去年，

“泊头桑椹”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证书，这是继成功申报

“泊头桑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后，荣获的又一“国字号”荣
誉认证。正所谓“千年古桑，泊
头椹好”。作为泊头桑椹主产区的
营子镇，桑椹种植规模达 2 万多
亩，全镇桑椹生产加工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达 55家。“泊头桑
椹”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农业金字
招牌。

活动奖品为明年桑椹丰收之时
的“桑椹之乡一日游”+桑椹产
品。届时，您可以品桑椹、游桑椹
园、听桑椹的古老故事。热切期待
大家的参与。

读书读书，，改变了我改变了我

““泊头桑椹泊头桑椹””杯杯··全民读书大赛开始啦全民读书大赛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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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舟行，书香悠远。随着省书博会在沧举办，我市也掀起了新一轮读书热潮。9月3日-4

日，沧州文化研究者们走进百狮园沧曲书舍，在袅袅书香中讲述沧州文化，举办新书发布会，吸引

了众多文化名家和读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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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博会掀起沧州文化热书博会掀起沧州文化热书博会掀起沧州文化热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摄 影 魏志广 周 洋

研 究 文 化 的 乐 趣 在 于
“探宝”，从相遇到相知到如
琢如磨、推广传承，这是一
个文化研究者的使命。孙建
就是如此，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研究推广沧州文化，日前
的两期讲座，引经据典，活
泼生动地讲述了纪晓岚与
《阅微草堂笔记》，总结梳理
了沧州人与《诗经》的千古
情缘。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
岚“追录见闻”“时作杂记”
之作，凡地方风情、宦海变
幻、典章名物、狐精鬼怪，无
所不包。全书共收故事 1199
则，有关沧州的约占三分之
一，可以说既是清代小说之瑰
宝，也是沧州的文化经典。据
统计，书中涉及沧州的故事有
400余则。其中记述了发生在
沧州地界的关于海洋、运河、
诗经、医药、武术、杂技等方
面的传说和文化故事，极为生
动。

讲述《诗经》时，孙建老
师从传承的角度，生动地讲述
了诗经在沧州的传承弘扬及种
种典故。

诗经的作者之一长眠于
沧州。尹吉甫被认为是沧州

人，他的墓地在南皮。尹吉
甫，即兮伯吉父。周宣王时
大臣。诗经 《大雅》 里的
《崧高》《烝民》《韩奕》《江
汉》四篇被证明是尹吉甫写
的。汉初，诗经的重要传播
者燕人韩婴，取其姓氏，称
为韩诗；赵人毛苌，取其姓
氏，称为毛诗。而今，毛诗
成了流传至今的唯一诗经读
本。

隋代，诗经的重要传承
者刘炫也是沧州人，著有
《五经述义》《五经正名》等
书，均佚。五代时期，诗经
的刊刻者冯道是沧州人。他
刊刻九经，开创了经书采用
印刷的先河。

当代，河间市文化局原
局长、藏书爱好者田国福，
因为收藏历代各种版本的
《诗经》 700 余种、近 5000
册，包括中、英、法、俄、
日、韩等六国文字，2003年
12月，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
最多的人。

历史远去，记忆犹存，正
是有这样一群文化践行者、传
承者，沧州文化才能如涛涛运
河般源远流长。

◆孙 建
两场讲座解读阅微草堂、诗经文化

孙建，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知名学者

秋高气爽，周末的早晨，王
静拉着音箱，带着话筒，在青县
盘古公园支起了“摊”。他清了
清嗓子，调试好伴奏音乐，沉浸
式地朗诵起了著名诗人祝相宽的
作品《问酒》。2016年，王静朗
诵的这首诗，获得河北省第二届
优秀网络文化“五个一”作品
奖，如今，再次诵读，依然吸引
了公园里不少人驻足倾听。

热爱诵读半辈子

“您读得太好了！您是播音
员吧？”一首读罢，游人赞叹不
已。王静呵呵一笑，“哪里啊，
我只不过是青县职教中心的一名
普通老师！”

56岁的王静，诵读了半辈
子，可还是觉得太多的诗歌令他
陶醉，常常自己到公园、到运河
边，忘我地二度创作，或者看到
喜爱的诗歌好文，就即兴朗诵上
一段，情感真挚，令人动容。

感人的诵读，声音是基础。
王静看似得天独厚的嗓音，来自
他日复一日的钻研与练习。他出
身农村教师家庭，从未接受过正
规训练。艰苦的年代里，家里仅
有一台收音机陪伴他，度过童年
岁月。有磁性的声音从收音机里
传出来，王静也想让自己的声
音，变得跟播音员一样动听。于
是，他一遍一遍地跟着收音机练
习普通话。开始时跟朋友们聊
天，生硬的普通话，拿腔拿调。
身边人笑话他，王静不理会，自
己练习得却更上劲了，不但练
声，还经常哼唱一些流行曲目。

读书后，对有关声音训练方
面的知识，更是十分渴求。他按
照书中的口腔、胸腔、腹腔共鸣
等发音方式，不断寻找心中的答
案，将“表演的舞台”搬进了生
活。平日里就运用“朗诵体”说
话，日积月累，王静的声音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养成了自带
共鸣的发声方式。

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位勤奋的
人。2012年，王静获得河北省
普通话测试员资格。2013 年，
王静在狮城首届朗诵比赛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第三届“夏青杯”
全国朗诵比赛沧州赛区选拔赛中
获一等奖，2020年在第五届全
国中小学课文朗诵大赛中获一等
奖，在多个诵读比赛中辅导学生
获得金奖，同时个人多次获得优
秀辅导教师奖。

诵读共鸣有知音

凭借着“声音”的努力，王
静赢得了许多鲜花和掌声，也得
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一天，在学校办公室整理
素材时，王静发现了祝相宽的
诗集《感动》，不由自主地想读
出来。正值秋天，玉米成熟，
诗集中有一首写 《母亲》 的
诗，“如果我把剥下的玉米苞
儿/比喻成一朵朵盛开的莲花/那
么，剥玉米的母亲/就是慈祥的
菩萨……”王静声情并茂地朗
读着，仿佛母亲的画面就出现
在眼前。旁边的两位同事听后
深受感动与震撼：“王老师，您
把声音录下来，发到网上，肯
定有很多人喜欢，说不定还能
赚钱呢……”

靠声音赚钱？王静想都不
敢想。“我非科班出身，只要
朗诵的作品有人喜欢，就足够
了。”当初上学时，王静代表
班级去参加学校晚会节目，虽
然最后也取得了好成绩，可练
习时，羞涩的他整节课都说不

出一句话，登台演出时还忘词
……是诵读，改变了他。

这次在同事们的强烈建议
下，王静在网上尝试着发表了一
首作品，没想到，反响强烈。慢
慢地，王静有了自己的朗诵群，
很多粉丝把自己的诗歌、散文发
过来，王静配乐朗诵后，发到群
里，供大家欣赏，粉丝的赞美之
词常常刷屏：“本来觉得自己写
得不怎么样，让您这么一诵读，
立马高大上了！”

在他的粉丝里，不乏名人
大家。纪晓岚研究会会长李星
昌邀他录制个人日记《让历史
在某处定格》；著名朗诵家殷之
光弟子北京著名诗人王蓝波，
多首原创诗歌邀他朗诵音频；
北京都市头条发表置顶的作家
韦谓诠的散文《如果有长久的
呼唤 那就是老屋的声音》，经
王静配音演绎，播放量竟达 41
万次之多；黑龙江省大庆市老
年大学教师孙悦平，文笔俨然

“小鲁迅”，几十年来积累的散
文均邀他录制，目前喜马拉雅
平台有他十四个声音专辑千余
首作品……

在一诵一读中，王静和来
自全国各地的粉丝们成了知
音，他读懂他们的作品，传达
他们的感情，让更多的读者产
生共鸣。

声音传情爱满腔

在大家对王静的诵读作品的
评价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声
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声，
以声传情，以情带声。”

读《接母亲进城》时，王静
的眼里含着泪水，多次抽泣哽
咽；录制诗人祝相宽赞美道德模
范周汝珍诗歌《干妈，我走了》
时，王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最
后录制多次才成功；在武汉发生
疫情时，王静用心用情，创作人
民日报原记者谷传民的 《背
影》，被四川广电播出，向世界
传递出更多的温暖和向上的力
量。

声音传情，来源于内心的
爱。有了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的
热爱，王静才能用他的“一腔
爱”去诠释作者的“一腔爱”，
而这种爱的表达形式，又不仅仅
是朗诵。

2003 年，王静调到青县职
教中心工作。正值教师节来临
之际，学校在寻找合适的主持
人，初来的王静被推荐，因语
言功底深厚，声音独特，一战
成名。从此，学校的各种活动
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一次，
学校升旗仪式上，现场停电，
面对广场上的 4000 多名师生，
王静不慌不忙，用洪亮的嗓
音，让升旗仪式圆满完成。校
长和同事们打趣说：“以后升旗
就不用广播喇叭了，还省电
呢。”随后，他还主持了青县解
放 60周年、青县道德模范颁奖
典礼等大型活动。

在青县，一位八旬老人连
续举办了五届赏秋会，每次都
是文艺书法爱好者云集，热闹
非凡，王静每次都积极参加，
有时主持，有时现场朗诵，有
时录像。为达到好的出片效
果，王静爬到房顶上去拍摄，
忙前忙后，为老人留下珍贵的
纪念。

行走半生，王静集诵读、主
持、录像、配音、制片等多种才
华于一身，在一方舞台上，任岁
月如何蹉跎，依然努力奔赴山
河，发光发热。

为什么要讲领域垂直
写作？什么是领域垂直写
作？领域垂直写作对于当
下的意义是什么？带着众
多问题，木空老师结合多
年的读书写作经验，讲述
了垂直写作对一个写手的
重要性。

领域垂直写作，就是坚
守某一领域，比如职场、读
书、情感、财经、影视、美
食、时政等，只写域内的东
西，不涉猎域外的事情，保

持高度的垂直度。在垂直写作上，木空
走在了前列。他从 2003年开始就从小
切口、小角度、小领域、小视野、小垂
直，先写书评，只写书评，不加任何非
书评文章。先后出版了 《三年以来》
《书里书外的心情》《指名道书》三本书
评集册。

他和“酒文化”的结缘起源于网
络。他说最早接触的网络平台是“红
袖杂谈”和“书话”。偶然的机会，
发了几个关于酒场文化的帖子，意想
不到的是，在当时这样“不入流”的
文字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浏览量不断
加大，互动也越来越多。这也激发了
他的写作欲望，他又去其他平台发
布，竟上了网易网站首页、凤凰网首
页，几万点击率不在话下。就这样，
他坚持下来，与书评齐头并进地写关
于酒的文章。

他专注于凤凰网博客，写帖子体
的酒场故事，逐渐地成了帖子体小
说，后来出版社出版商先后找到他，
出版了 《酒场乾坤》。这更加坚定了
他垂直写作的信心，先后又出版了
《小酒场》《小酒场 2》，发行逾 10 万
册。之后相继出版 《小酒馆 1、2》，
《中国人的酒文化》《酒杯里的中国》
《酒道》《小酒定大局》《酒红》《酒
礼》。到目前，已出版 11部酒文化文
学作品。

木空说，没有读书就没有他的写
作，写作，是他读书的衍生品、附加
品。正是孜孜不倦的读书，脑海里灌
输进太多文化元素，挥之不去，就只
能靠写作来平衡。他说，没有读书就
不会勾出他的写作欲望，更不会发掘
出他的写作灵性；没有读书就不会改
变他的写作业态，更不会把写作融入
血脉。二十年来，写作对木空来说，
已然是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每天
清晨的 6 点到 8 点钟，安静的书房
里，他写作的身影总是伴着朝阳的第
一缕红光。他平均每天写作 3000 多
字，而且不打伏笔提纲，随意自如。

幽默生动，深入浅出，朴实的语
言，丰满的故事，木空的讲述多次获
得满堂掌声，引起大家的共鸣。此次
讲座，沧州日报社全媒体融合中心进
行了视频同步直播，吸引 1.5 万名线
上读书爱好者的观看和互动。

◆谷 园
《谷园讲通鉴：东汉兴衰史》新书发布

沧曲书社，古朴沧桑，清
香怡人，与这厚重的古色古香
相称的就是这满纸馨香，一脉
生动的古史新唱。9月 4日下
午，沧州本土学者谷园新书
《谷园讲通鉴：东汉兴衰史》
发布会在这里举行。

发布会上，谷园介绍了
自己十多年来全心从事传统
经典的现代化解读工作，首
倡“中国式励志”理念，让
经典接地气，让古老的思想
智慧变得通俗易懂，让先贤
的人格精神激励当代人，他
出版了 《吃透曾国藩》《拙
诚》《曾国藩实学》《这才是
秦汉》《西汉兴衰史》等畅销
书，其中《人生四书》韩文
版、《简易经》英文版、《这
才是战国》繁体版等多部著
作版权输出，大型文史节目
《谷园讲通鉴》在爱奇艺等视
频平台已连续播出 7 年，达

300余期，深受海内外观众的
好评。

《谷园讲通鉴：东汉兴衰
史》这部书讲述了东汉史对
于汉民族、汉文化的形成，
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具
有的深远影响。书以《资治
通鉴》为叙事框架，以《后
汉书》 等正史资料为依据，
剖析了东汉历史上主要的人
物和事件，呈现了东汉皇朝
治乱兴衰的全过程，兼及佛
教、道教兴起等思想史问
题，内容丰富，下笔严谨，
别开生面，填补了东汉通俗
史书的空白。

现场，各位来宾真情评价
了自己眼中的谷园。谷园与大
家热情互动，回答了读者听众
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对自己的
未来写作明确了方向。著名作
家曹羽也通过视频表达了对谷
园的赞赏和鼓励。

王静王静：：
““诵读伴我一生诵读伴我一生””

本报记者 寇洪莹

木 空 ， 知 名 作
家，中国酒文化资深
研究者，沧州“文化
八仙桌”发起策划人

谷园，中国式励志理念的开创者，知名学者

孙 建

木 空

谷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