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喜欢毕淑敏的一段话：
“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
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
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
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
使女人千变万化。”腹有诗书气
自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
静下心来阅读的人是幸福的，内
心也是充实的。

小时候，书对于我们这一代
人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正因
为匮乏，我对书的渴求也非常浓
烈，甚至路边捡来的一本破旧的
小人书，都可以津津有味地看上
半天。上小学时，学校办了个第
二课堂，其中就有阅读，那是我
生平第一次读到那么多的书。因
为读书，也让我喜欢上了写作
文，每次有作文比赛，老师都会
推荐我参加。而父亲对于我考好
的奖励也是书。

父母都没读过多少书，但他
们却很支持我看书。那时，父亲
经常带着我去新华书店买书，买
得最多的是各种作文选编。家里
有限的几本书，总是读了又读，
怎么都不厌倦。过度的偏科，让
我没能考上高中，上了一所普通
的中专。现在想来，那时我最大
的收获就是借遍了学校周围书店
里所有能借的书。有一次，无意
中看到校长那有本好书，我竟然
壮着胆子借来了。那本书叫《相
约星期二》，对我影响很大。还
有一次自习，我正沉浸在一本小
说中，教导主任在我跟前站了半
个小时我竟然毫无察觉。

后来，参加工作后有了闲
钱，买了不少书。单位附近有个
书店，每次下了班，都会进去逛
会儿。一次无意中，我看到了安
妮宝贝的《莲花》，翻了几页就
喜欢上了，后来便买遍了她所有
的书。那些文字深深影响了我。
后来家里订了报纸，从我一个人
的阅读变成了全家人的阅读。母
亲每天都一字不落地读完报纸，
再乐此不疲地给别人讲述各地的
新闻。那时，我除了工作，闲暇
时还给各种报纸杂志投稿，偶尔
会有些稿费，也都被我用来买书
了。有一次，在网上买了一本倪

萍的《姥姥的语录》，看完我就
放到书架上，等我下班回来，看
到母亲正捧着这本书在看，连饭
都忘了做。倪萍是母亲很喜欢的
主持人，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位胶
东老太太朴素而平实的生活哲
理，正合母亲胃口，难怪她爱不
释手。

有了孩子之后，我的生活被
各种琐碎填满，看书的时间也渐
渐少了。偶尔的阅读也是闲下
来，躺着看会手机。孩子很小的
时候，也喜欢拿着报纸翻，把书
当成玩具，撕得满地都是。后来
大了点，我就给她买了一些绘
本。看不懂的，翻翻了事。能看
懂的，她倒也蛮有兴趣。有一次
她死活不吃饭，我就把一本小动
物吃饭的绘本放她面前，给她讲
小动物都如何吃饭。没想到，她
看着绘本，拿起了勺子，竟然一
勺又一勺地吃了起来。上了幼儿
园之后，孩子的看书热情更是越
来越高涨，几乎隔两天就借阅一
本绘本。通常是我给她讲一遍，
她再自己拿着书念念叨叨说一
遍。有时，她会爬上椅子，自己
去拿书架上的书。我忙的时候她
就自己捧着书坐到沙发上看。令
我意外的是，她竟会把绘本中的
细节，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与人
对话时常能给人带来惊喜。有
时，我竟无言以对。其实，孩子
就是自己的影子。自己喜欢读
书，才会于无形之中影响到她。
正是因为热爱阅读，她对文字的
理解和感悟能力也不错，现在上
小学一年级的她多次参加朗诵比
赛。经常看到有家长给孩子报各
种作文班提高写作水平。其实我
认为，写作除了天分，更重要的
还是多一些有益的阅读。相对于
我小时候而言，现在买书看书借
书的渠道和场所越来越多了，当
好好利用才是。

阅读，不是一时的心血来
潮，好习惯的养成是需要日积月
累的。一个人的气质，基因里带
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后天的培
养。爱读书的人，一定会让人感
觉美好，气质超群。那就让我们
一起热爱阅读吧。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离休教师孔繁根逝世，享
年 92岁。消息传来，在他的家
乡肃宁县引发无数人缅怀。

1948 年秋，伴着解放战争
的隆隆炮火，刚满 18岁的孔繁
根告别生他养他的肃宁县，参
军入伍来到平山县孟岭村，进
入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学习
摄影。他的老师和直接领导，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摄影艺术
家、新中国摄影事业开拓者之
一的石少华。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孔繁根
先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
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冒着
枪林弹雨，用镜头为共和国留
下了一幅幅珍贵的照片，真实
记录了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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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让我们更美好阅读让我们更美好
邹立美

古人说：“读书是福，如鸟
之有翼。”这句经典之言，是古
代文人从读书中得到的深刻体
会。其实，作为现代人，如果能
有书读，如果能自觉地读书，又
何尝不是一种福气呢？说到底，
读书的好处真是太多了，就说我
读书的一点体会吧。

读书让我成了一个自信的
人。我曾经是个很不自信的人，
不愿意跟陌生人打交道，不敢在
人多的场合说话，害怕自己说错
话让人笑。因为这样，导致我
20多岁却很少出远门，做什么
事都要别人的帮助。后来我认识
到，这是自己没有多少文化知识
的缘故，便开始拼命读书学习。
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小说故
事、散文诗歌样样书籍我都读，
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我就查
字典把它们弄明白。渐渐地，我
读的书越来越多，文化知识也积
累得越来越多。

因为读书，我还学会了在报
刊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让简单
枯燥的生活变得充实。这又让周
围的人们对我刮目相看，都夸我
有文化有知识。我的胆子也渐渐
地大了，敢跟人们交流说话了，
敢跟陌生人打交道了。读书让我
树立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读书
给了我自信的力量。

读书让我成了一个自立自强
的人。读书让我懂得一个人要靠
自己的劳动生活，不要依赖父
母、依赖别人，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更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曾经读过 《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也曾读过 《轮椅上的梦
想》，也曾读过《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盲人女孩海伦·凯勒，失
去双腿的张海迪，意志坚强的保

尔·柯察金，等等。这些英雄的
故事常常鼓励我不怕困难，勇于
同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作斗
争。

因而，尽管我几次患过严重
的疾病，但我没有失去生活的信
心，生病时我依然努力地读书，学
文学、医学、科技，各种各样的知
识丰富了我的生活，开阔了我的视
野。更重要的是，读书让我实现了
致富奔小康的梦想。我把从书中学
到的科技知识用在生产生活中，找
到了发家致富的道路，让全家人过
上了好日子。

读书让我成了一个有好品德
的人。一个人有高尚的品德，不
仅是受教于父母老师，更多的则
是从读书学习中来。读书让我的
品行端正、精神富有。读有哲理
的书，使我明白了人生的价值；
读蕴含着优秀品质、浩然正气的
英雄人物故事，他们能激励我前
进，充实了我的人生。读各类法
律书籍，让我懂得了法律知识在
生产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从而
让我更自觉地遵纪守法，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权益。读书使我心地
善良、助人为乐；读书让我保持
一颗积极进取的心；读书让我做
一个讲文明知礼节有品德的人，
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

读书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读
书，我自信自立自强，讲道德讲
文明，从而得到人们的尊敬，我
感到快乐；因为读书，我走上了
致富小康路，全家人过上了好日
子，我感到快乐；因为读书，我
学会了保健身体，身体越来越
好，我感到快乐。总之，读书让
我站得高看得远，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希望。我要永远热爱读书，
做个幸福的读书人。

读书之福读书之福
朱乃洲

手中相机成为
有力武器

1948年 11月，东北野战军
主力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
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等
地区开进，平津战役开始。当
时，18岁的孔繁根是华北军区
第七纵队某旅政治部宣传科的记
者。接到命令后，他随部队奔赴
前线。

秉持着新闻的真实性和现场
感原则，他深入一线，哪里的炮
火最响、战斗最激烈，他的镜头
就追随到哪里。而与战士们不
同，他的武器是手中的照相机。
部队进攻祁家坡，战士们拎着手
榴弹往上冲，他就跟在后面拍
照。为了捕捉最真实的画面，他
常距离战斗地点仅几十米远。那
一刻，他是记者，也是战士。

除了接踵而至的危险，孔繁
根需要面对的，还有紧缺的胶
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
说，整个平津战役他才有3卷胶
卷。每一次定格，都弥足珍贵。

1950年 10月，美军悍然越
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
境。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
朝鲜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的同时，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
踊跃参军参战。不断传来的战场
捷报和国内的慰问热潮，深深触
动着孔繁根，他立即打报告，申
请去朝鲜前线采访。在他的强烈
要求下，组织批准了他的申请。

寒冬腊月，东北的天气异常
寒冷，孔繁根背着采访的行囊告
别安东，驶过鸭绿江桥，穿过朝
鲜新义州，一路颠簸到了平安北
道成川郡桧仓镇。虽然准备充
足，但刚一到达志愿军政治部，
严寒的天气和残酷的环境就给了
他一个下马威。由于天气极度寒
冷，他浑身浮肿，瘙痒难耐。但
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咬牙坚持，
痊愈后便马上奔赴前线。

1952年 10月 14日，敌军调
集 6万余人、飞机 3000多架次，
对志愿军防守的上甘岭阵地发起
猛攻，志愿军防守部队进行了顽
强抵抗，阵地多次失而复得。这
就是上甘岭战役。

当时，战斗日渐激烈，志愿
军政治部宣传部指示：“我们不
能打‘哑巴仗’，要派记者到前
线去报道。”接到任务后，孔繁
根和另外几位记者马上动身，前
往上甘岭前线。

一路上，死亡如影随形。本
来几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却走了
两天两夜。

指挥部距离前线 30 公里，
基本看不到战事。为了拍摄现场
画面，孔繁根找参谋人员打听去
前线的路线，还根据描述在采访
本上画了一幅简单的路线图。带
着这张路线图和摄影器材，穿过
炮火连天的封锁线，他辗转来到
了上甘岭（五圣山）阵地。

孔繁根在他所著的《从鸭绿
江到奇穷河》一书中这样回忆:

“10月中旬，朝鲜天气已经
很冷，汗水湿透了我的军棉袄，
外面结了一层薄冰。背囊里的摄
影器材很重，3台照相机连带底
片有 10 多公斤，路远无轻担，

走得又急促，简直压得我喘不过
气来，想坐地上休息会儿又不
敢，因为这里是敌人的火力封锁
区。我只得拼命跑过这一危险地
带，总算顺利到了德山岘的前线
指挥所。”

指挥所在一处刚开凿不久的
山洞里，纵深只有五六米、宽四
五米。就在一名战士带着孔繁根
到附近的防空洞歇脚时，两架美
军战斗机从高空猛然俯冲下来，
丢下两颗炸弹，防空洞里瞬间布
满烟尘土石。他艰难地从泥土中
爬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幸运
的是，没有受伤。

1953年4月中旬，孔繁根来
到开城，奉命采访有关停战协议
的新闻。朝鲜停战谈判进行得异
常艰难，历时两年。他每天背着
相机，留下了许多稍纵即逝的珍
贵影像。

7月27日，是停战协议签订
日。为了拍摄这一历史性时刻，
孔繁根提早作好准备，携带的摄
影器材整整装了一个大号背囊。
那天，他拍照用的是柯达6英寸
12张装软片盒，这是志愿军政
治部宣传部为采访朝鲜停战谈判
专门准备的。签字仪式结束，上
级指示孔繁根立即将底片上交总
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之后，新
华社对国外发稿时使用的照片，
就是他在现场拍摄的。

通过这些珍贵的影像，国内
民众得以了解战争形势，国际社
会也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从战士
到专业摄影记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孔繁
根转业到新华社，成为一名专业
摄影记者。

1962年 10月中旬，中印边
境形势紧张，孔繁根奉命与其他
3位记者到西藏山南地区进行实
地采访。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领导机关专门为他们每人配发了
手枪。其间，他身背相机，跟随
参战部队翻山越岭、涉水过河。
在他的镜头里，留下了解放军战
士不惧生死、敢打敢拼的英勇形
象。孔繁根边按快门边感慨：有
这样强大的祖国、这样英勇的战
士，任何敌人，我们都不怕！

1965年4月，根据中越两国
签订的《关于修建铁路和提供运
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孔繁根
随同总参谋部组建的“中国人民
志愿工程队”进入越南，对北越
的铁路及公路进行改造、新建和
维护。

孔繁根随同工程队第一支队
采访，拍摄了许多火车站日夜加
班为越南运送物资、援越部队在
炮火硝烟中抢修铁路保障畅通的
图片。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无数
辆中国产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
穿梭在胡志明市的街道上，深受
当地军民的喜欢。

在孔繁根的镜头里，不但有
在炮火连天中抢修施工的场面，
还留下了好多战士们推磨做豆

腐、自己种菜的图片，也从侧面
反映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
追求。

冒着枪林弹雨
留下珍贵影像

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最
让孔繁根难忘的是对越南的采
访。

1979 年 2 月 17 日，遵照中
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广
西、云南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
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
战。孔繁根临危受命，带领一支
摄影报道小组，去战区进行报
道。

战斗间隙，孔繁根来到 41
军123师某团，采访一位名叫陈
全钢的孤胆英雄。小伙子很腼
腆，不善言辞，为了不影响他跟
随连队作战，孔繁根抓紧时间采
访并捕捉了几张照片。之后，他
又急忙赶到邮政局往北京发送传
真照片，说明文是这样写的：

“我边防部队某部五连战士陈全
钢，在反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中
机智勇敢，孤胆作战，在敌后坚
持两天两夜，击毙敌人 10 名，
击伤两名，炸毁敌人碉堡一座，
胜利完成任务，在火线上光荣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天后，孔
繁根所发的图片和说明文，迅速
在中央各大报刊及地方省报陆续
刊载。

令人惋惜的是，陈全钢在当
天的战斗中牺牲了，被中央军委
授予“全国一级战斗英雄”称
号。孔繁根回到北京后，收到了
陈全钢父亲寄来的一封信，感谢
他为儿子抓拍的宝贵照片，并使
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他儿子英勇
作战的事迹。

在某种程度上说，战地摄
影记者的危险系数非常高。因
为战地摄影记者必须亲赴前
线，以生命为代价，在炮火硝
烟中抓拍那稍纵即逝的精彩瞬
间。否则，时过境迁一切就晚
了。用孔繁根自己的话说：“怕
死的人当不了摄影记者。”

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孔
繁根多次深入战地采访，数次
化险为夷，通过敏锐的捕捉与
提炼，记录了一个个珍贵的历
史瞬间——雪地里扛枪奔跑的
战士、中美双方签订停战协议
的瞬间、行进中的解放军队伍
等。如今再看这些照片，仍让人
心潮澎湃。

孔繁根一生与相机为伴，历
任新华社空军分社摄影组长，新
华社摄影部国内编辑室副主任、
副编审，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

他利用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撰写出《摄影技术》《中国新闻
摄影通鉴》《从鸭绿江到奇穷
河》等多篇著作，再加上那些难
以计数的珍贵影像，一起诉说着
他对摄影事业、对祖国的一片深
情。

““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全国一级战斗英雄””陈全钢陈全钢。。

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作战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作战。。

19531953年年77月月2727日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签署停战协议彭德怀签署停战协议。。

19531953年年1010月月2525日日，，贺龙元帅率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贺龙元帅率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

198019801980年代年代年代，，，孔繁根离开新华社孔繁根离开新华社孔繁根离开新华社，，，到人民大学教书到人民大学教书到人民大学教书。。。他曾对学生说他曾对学生说他曾对学生说：“：“：“如果有一天你如果有一天你如果有一天你

们走上战场们走上战场们走上战场，，，请让照相机记住那些阳光的面孔请让照相机记住那些阳光的面孔请让照相机记住那些阳光的面孔，，，记住他们曾经的牺牲记住他们曾经的牺牲记住他们曾经的牺牲。”。”。”

孔繁根生前获得孔繁根生前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作战7070周年周年””纪念章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