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梓欣 通讯员韩
敏）日前，青县乡
土诗人韩中清向沧
州图书馆捐赠个人
收藏图书典籍、手
稿千余册。工作人
员向韩中清颁发了
捐赠证书，对他的
无私捐赠表示衷心
感谢。

今年 65 岁的
韩中清是农民出
身，知名乡土诗
人。数十年来，他
笔耕不辍，在各大
报刊发表作品千余
篇，并在全国各种
文学创作比赛中获
得大小奖项 40 余
项。

据沧州图书馆
地方文献部主任刘
淑珍介绍，此次捐
赠包括韩中清个人
存留 45年的 25本
全国知名报纸新闻

剪报，以及刊登其诗词作品
的 40 余本杂志和 20 多部典
籍，丰富了馆藏资源，为广
大读者提供了优质“精神食
粮”。韩中清说：“将我的作
品存放在图书馆最放心、最
安全，保存时间最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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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香为伴与书香为伴与书香为伴
战 芳

“读书可以让人变得纯净浪
漫，理智豁达。”细细品味，这
话极富人生哲理。我有读书阅报
做笔记的习惯，在书中遨游，深
感一本好书、一篇好文会让人激
动不已，久久难忘。犹如亲历的
过往，总能引起共鸣与畅想。

在朋友眼里，我算是个书
痴，但说句实话，此生幸得与书
相伴。成长的几十年中，我平均
每年要读上百本书。多年的阅读
经验告诉我，读书不能单一化，
很多非传世的作品同样精彩。所
以我读得很杂，哪怕一张广告
纸，也要研究半天，看看其中有
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阅读和做笔记分不开。我一
直断断续续地做摘记，这是一种
知识积累，我的词汇量就是这样
积累得到的。我曾经仔细翻阅了
各种版本的中文字典，里面的词
汇都是有根有据的，可以大胆取
用，不会产生自我造词的嫌疑。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记录了七八
本笔记，上万的词汇量，内容异
彩纷呈。

记 得 小 时 候 ， 我 读 过 的
书，要多次像讲故事一样地讲
给他人听，而且要加上自己的
评论和理解，所以我的文科成
绩很好。尤其是写作文，总能
在很短时间里写出生动的文章。

因为同班同学宋红庆家里有
很多课外读物，我就主动和她交
朋友，借串门的机会去借书。她
家有《少年文艺》《儿童文学》
《今古传奇》等，最吸引我的是
《中外名著连环画》，我一次借
两三本，着了魔似的读了个
遍。那是我接触名著的初级阶
段，因为连环画图文并茂，既
好看又好懂，故事情节全能记
住，因此我有点骄傲自大，于
是滔滔不绝地在同学面前大讲
特讲一通，同学们听得入迷，
说我是故事大王，我便更加得
意起来。记得有一次，我给父
母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
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忘掉情节
时，就自己编，来个自圆其说。
当我讲得口干舌燥时，父母变得
严肃起来，说我讲的情节不对，

我很惊讶他们是怎么知道错误
的，父母说：“你看过这本书，
我们是既看过书，也看过电影
啊！你这样胡诌一通，岂不让人
笑话?”我闹了个大红脸，从
此，学会了反复阅读，强背强
记，不再胡编。

阅读是好习惯，反复读更
是好习惯。它像过滤器皿一
样，让人从无知到博学，从肤
浅到深化，是一种心灵的涤荡
和升华，是不断积累的资本。
阅读是一种求知的渴望，也是
一种学习习惯。反反复复读的
文章必有精彩之处。反复读不
仅能加深记忆，那种真切感悟
的积淀和沉迷其中的快乐，是
难以形容的。

我既然与书有缘，就必须
学会读书，像学习数理化一
样，要“得法”。读书要与思考
相结合，不能一目十行就算了
事，而要细嚼慢咽，把所学的
内容消化吸收，转化成内存于
心的能量。

读书要多元化，不能任由自
己的偏好去读，有时要刻意培养
广泛阅读的习惯，不能只把读书
当成消遣，要让书成为成长的阶
梯，让阅读成为工具，为己所
用。

我们要克服阅读的惰性，
与书一起行走，一起感悟，一
起叩问。要把读书与写作相结
合，无论是一个总结、一篇日
记，还是一次发言，让自己学
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发挥最大作
用。阅读的效能会让人格魅力
大幅度提升，一次聚会、一场
交谈、一次笔会，谈资的优劣
取决于阅读量的多少。一个出
口成章、妙笔生花的人最终能
得到领导的赏识，读书则是有
为之人步步登高的奠基石。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用阅读来填写生命的乐章，人生
苦短，知识无限，唯阅读能让文
化传承下去。从阅读到知晓，从
知晓到记住，再用自己思考消化
过的理念写出来、说出来，我
想，这就是感悟读书、品读人生
的道理吧！

秋天，无疑是美的，湛蓝的
天空，轻轻的云朵，高大的梧桐
树。一把阳光雀跃着跳进来，洒
在书架上，漾开了一片金黄。不
由地想捧起一本厚厚的书来，静
静翻开页章，尽情欣赏着书中丰
富的内容，试图收获饱满而纯粹
的知识。

读书在秋天，是一种雅致
而深远的品位。彼时秋风习
习，玉露生凉，空气清新甘
洌。桌上渐黄的文竹，凝着一
丝恰好的翠绿，在袅袅氤氲的
檀香中，编织成朦胧的意境。
眸光闪动处，是林清玄的《思
想的天鹅》，愿我们的思想都能
像天鹅一样，顺着一定的轨
迹，越过高山大河，到达南方
的温暖之地。既能安于环境，
又不致过分执着……

读书在秋天，是一种沉静而
安详的领悟。院内花静，檐下鸟
喧，抱膝独坐，赏日影游移，听
叶落无声，读《城南旧事》，读
一个小女孩的心思，读那一抹淡
淡的忧愁，读那一抹沉沉的相
思，便会很自然地回想起童年和
往事。秋日尚好，来日方长。

读书在秋天，是一种诗意而
优美的遐想。远处回荡着悠扬的
箫声。箫声里，透着一半的菊花
香，清婉而缠绵。绕着指尖，轻
灵划动那一本心爱的《泰戈尔诗
选》。“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
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
灵魂……”这样的诗，这样的光
阴，让人沉醉着，情深不语。

读书在秋天，是一种情真而

意切的感慨。雨，在一袭清瘦
中，拉长了迷离的身影，悸动着
潮湿的水汽，在大地上恣意舞
动。听雨，在阁楼，披件青衣，
掌心里握一本温热的 《红楼
梦》，注视着眼前雨帘，幻想着
书中场景。一幕幕，映入眸中，
开成一枚待放的花朵。耳畔，仿
佛也响起了黛玉的叹息：“谁家
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
急……”玲珑剔透的心思、细腻
柔美的文笔，一下子把我们带入
到情节中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人物性格特征，如解谜一般柳
暗花明。

读书在秋天，是一种悠闲而
舒适的享受。泡一壶滚烫的茶，
在月光下酿成七分眷恋，于心中
染上三分清朗，那么深，又那么
浅，是星星在阑珊灯火里相顾的
模样。此刻，我静坐窗前，手捧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徜
徉在字里行间，心旷神怡。看着
洪七公接过黄蓉做的叫花鸡，风
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心下想
着：这鸡该有多美味，它一定是
枣红明亮，且芳香扑鼻。想着，
咽了咽口水，又看到了“玉笛谁
家听落梅”和“二十四桥明月
夜”这两道美食。光听着都觉得
饿，馋人得很，我们也该学学江
湖儿女们，多几分潇洒，忘却尘
俗烦恼，率性而为，适时享受，
不辜负美好的时光。

读书在秋天，与书香为伴，
让心里住满阳光，让灵魂得以升
华，让心灵变得丰盈……

读书在秋天读书在秋天读书在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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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商忠瑞很健谈，特别是说
起与戏曲剧本的缘分，就像打开了

“话匣子”。

二十几岁全国获大奖

他说喜欢上读书，是让人“带出
来的”。

商忠瑞出生在沧县杜林回族乡冯
官庄村，父亲喜欢戏，有时在家里
唱一段。虽然在农村，但父母很重视
儿女的教育，多苦多累也要供他们上
学。商忠瑞小时候，哥哥们读书也爱
买书，受家庭氛围影响，他从小就能
够读到周围人很难读到的书。高中毕
业回到农村，劳动之余就是与书作伴。

上世纪 80年代前后，他的土炕上
铺的全是书，其中像《小说月报》《小
说选刊》《诗刊》《十月》《长城》这些
很前卫的文学期刊，当时农村青年很
难见到。还有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集》《西厢记》《窦娥冤》等中外戏剧
名著，他都能读到。

他说喜欢上文学创作，是让老师
“宠出来的”。

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就把他写
的几篇“堵题作文”当范文，让同学
们抄下来背，还送他一个小笔记本，
教他如何写笔记，鼓励他说：“将来一
定当作家。”

就从那时起，商忠瑞心里便播下
了一粒“作家梦”的种子。他印象最
深的是高中毕业前，语文老师把他叫
到家里，进行了一次深谈。老师说：

“你回到村里能当兵就当兵，到了部队
你的写作好发展。即便在农村也要坚
持读书、写作，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作
家。”

当时他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迷茫、
惶恐，老师的鼓励无异于暗夜中点亮
了一盏灯。无论劳动多么繁重，他怀
里总是揣着一本书，休息时就躲到一
边读。单调乏味的劳动中不便读大部
头，就背古诗。那时候的商忠瑞要是
一觉睡到天亮就会懊恼不已，后来想
了个办法，睡觉时把两腿垂在炕沿儿
下，半夜一翻身就醒了，再起来读
书。

而后来走上戏剧创作，却是被
“逼出来的”。

商忠瑞从小喜欢唱唱跳跳，在初
中演节目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现成的
节目，他就自己编快板儿、编小舞台
剧，后来又自编自演相声、歌舞之类。

他在师范教学的时候，哥哥正在
西北大学读中文，哥哥想把小说《老
井》 改编为戏剧。由于学业十分紧
张，写出一稿没时间写了，就把稿子
寄给商忠瑞来改。

那时候商忠瑞 20多岁，没写过大
剧本，好在之前读过这部小说，并且
感触很深。他就硬着头皮没黑没白地
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第二稿。

剧本内容增加了许多，唱词、对
白也有了细化。后来哥哥请专家研
讨，最终由山西临汾蒲剧院搬上舞
台，演出反响很大。就是这部剧，在
全国戏曲大赛中荣获7项大奖，其中6
项第一、一项第二，男女主演双双获
得“梅花奖”。

“逃兵”重拾作家梦

商忠瑞曾从教，后改行做文史采
编工作，经常跑到各处查资料、采
访，还要征稿、改稿、编辑、校版、
出书，担子很重，非全身心投入不
可。

那段时间，他在国家和省里发了
一些文史作品，有的被选入《河北文
史精粹》。再后来做文秘，写公文、新
闻和经济论文，戏剧创作就彻底放下
了。他说，忙是一个原因，其实内心
甘愿当一名“逃兵”。

上世纪 80年代出现文学热，但到
了 90年代中期，文学阅读群、戏剧观
众群就越来越少了。辛辛苦苦写篇东
西发表了，没人看不说，稿酬也十分
微薄。专业院团一般都有自己的编
剧，还有一些地方剧团解散了，写出
剧本没人要。再有，真想写个大作
品，生活积累、写作功力也不够，有
些力不从心。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当
作家的料。

那段时间，他内心极力抗拒与文
学有关的一切。可是，又像个离家出
走的孩子，愤然离家却还时时惦记着

“家”。他连一本文学书都不敢买、不

敢读，害怕一读就放不下，太耽误
“正事儿”。

一晃十几年过去，年近天命的商
忠瑞突然把所有的“正事儿”都看淡
了，一门心思想重拾“作家梦”，以致
于寝食难安。

创作是一条苦旅，孤独、辛苦。
虽然是“自找的”，但他会在苦涩中咂
出甜的滋味来。

重拾创作的开始几年，商忠瑞如
饥似渴地读书、写作，每天十几个小
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都在看书写
作。这段时期，他的创作能力得到迅
速提升。至今他还保持着每天凌晨三
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始终对每一
次创作、每一个作品都不敢应付，总
是挖空心思，大有不把自己榨干就不定
稿的劲头。

脑子里装着舞台

他对于戏曲剧本的痴迷，体现在
创作的每一个细节中。在长期的创作
中，商忠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方
法。

面对题材，他深入分析资料，尊
重已有的资料，却不被已有资料限制
和框定，敢于大胆突破创新，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

在创作构思上，他力求精益求
精，追求艺术的生命力。商忠瑞说，
写剧本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需
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心血、情感，有
哭有笑也是常有的。

戏剧创作除了常规内容，一项非

常重要的内容是唱词，它不仅要符合
特定场景、人物关系、内心冲突，还
要考虑板式和唱腔的要求。好的剧本
唱词一定要好，这是对戏剧创作的一
个考验。有时为了写好一段或者一句
唱词，他绞尽脑汁、反复斟酌。

2015年，他接手京剧 《焦裕禄》
的创作。因焦裕禄这一形象已有不少
影视作品进行刻画，如何才能写出一
个不一样的焦裕禄？成了他思考最多
的一个问题。

最后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就是在
走访焦裕禄家乡时，焦裕禄母亲让他
感怀万千。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当
焦裕禄得知自己得了重症后，从河南
回家探望母亲，这是母子相见最后一
面。母亲已经猜出儿子可能得了绝
症，但母子谁都不点破。临别时，他
给母亲磕了3个头。

“拜别”这场戏，不管从情节、对
白，还是唱词，落笔的时候，他一次
次泪流满面，毛巾都不知湿了多少次。

感动自己，感染他人，用手中之
笔，传承戏曲艺术，坚定文化自信，
这是商忠瑞多年执着的初心。这些
年，他单独或合作完成了 20余部戏剧
作品，均被搬上舞台，有的还获国家
和省级大奖。

他还在《剧本（月刊）》《中国戏
曲》等刊物发表了多部戏剧作品和戏
剧评论；戏剧电视剧剧本《一代宗师
王邦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多
篇诗歌作品被《诗刊》等采用，长篇
小说《大地癫狂》受到众多读者的好
评。

读读 书书
达达 人人

几十年从事戏剧、小说、诗歌创作；独立或合作完成了数十部戏剧、电视剧、情景剧剧本创作，

并搬上舞台和荧屏；戏剧作品曾在梅兰芳大剧院、中国评剧院演出；创作的京剧《焦裕禄》多次在央

视等媒体播放；合作完成的大型现代戏《支书张玉刚》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

“全国戏剧文化奖”编剧金奖。

商忠瑞商忠瑞：：半生戏缘因书结半生戏缘因书结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我和冯老师是去年才认识的。
记得那是一个晚秋晴朗的午

后，我像往常一样，沿着体育场外
围的环形甬路散步。当走至东南角
青少年活动中心时，忽见楼外有一
位女士正坐在椅子上读书。她看上
去 40岁左右，上身穿暗红色花外
套，下身穿咖啡色厚长裙，给人一
种端庄贤淑的感觉。

我无意间朝那书本望去，但见
封面上赫然印着“诗经”二字，这
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近几年
自己一直在跟《诗经》打交道，俨
然成了难舍难分的“朋友”。

“你也喜欢《诗经》吗？”我上
前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啊。”她扬起头轻轻答了一
声，眼神中好像有点疑惑，还有点
惊喜。

“我在审批局上班，平时也爱
读《诗经》。你是怎么喜欢上《诗
经》的？”我一边自我介绍，一边
饶有兴致地问道。

“我在青少年活动中心上班。
这不，单位领导让编一本适合青少
年学习的《诗经》读本，我才开始
学的。都说《诗经》是河间的名
片，但我对这张名片懂得太少啦。
看样子，您对《诗经》一定有研
究，有些问题我还搞不大清楚，正

想找个人问问呢！”
“谈不上有研究。不过这几年

跟着董杰老师学了一些，有个大概
的了解吧。《诗经》确实是一本很
好的书。”我于是给她讲起了《诗
经》的文化和美学价值、《诗经》
的创作过程，以及《诗经》与河间
的渊源。

她听得很入神，还不时提出一
些问题或阐述自己的见解。我们就
这样越聊越多，渐渐熟悉了。她告
诉我，她姓冯。

“你们在哪里讲课啊？我可以
去听吗？”

“我们《诗经》大讲堂，经常
去学校、企业、乡村、社区讲课，
董杰老师是主讲，我有时也讲一
讲。另外，每周日下午3点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讲课，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只要是对《诗经》感兴趣
的，都可以去听。”

过了几天，冯老师真的来文明
实践中心听课了，并且带了纸笔，
边听边记，学得很认真。中间休息
的时候，她又问了我一些问题，还
让我为她推荐一本学习《诗经》的
参考书。

现在市场上关于《诗经》的书
很多，经过一番斟酌，我选择了中
华书局出版的《诗经诵读本》。这

本书是经过知名专家审定的，有一
定的权威性。另外，这本书通篇配
有注音、插图和简单的解释，比较
便于阅读。

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老师打来
电话，让我在网上为她购买 10册
《诗经诵读本》。我说：“怎么买这
么多啊？”她说：“我们家族有一位
叔叔，听说我在《诗经》大讲堂学
习非常高兴，愿意自己掏钱买 10
册，送给喜欢学《诗经》的人，算
是为弘扬家乡的诗经文化出一份
力。”

如今，10 册 《诗经诵读本》
已经到货，并且全部发放完毕。在
每一次发放过程中，我都要向学员
们提及这位爱心老人。《诗经》中
经常出现“君子”一词，意思是有
德行、有修养的人，我觉得冯老师
和她的这位叔叔都称得上。

回想起来，自己学《诗经》、
讲 《诗经》 也有好几个年头了。
说实话，近几年我确实感到很快
乐。这不仅
缘 于 《诗
经》 本身，
也 缘 于 因
《诗经》 结
识的不少好
朋友。

诗诗经故里聚诗友经故里聚诗友
韩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