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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为传播阅读理念、丰富阅读生活，

李蕾开启全国巡讲，沧州是她今年巡讲

的第25站。近日，李蕾以《诗经》为演

讲主线，与近千名阅读爱好者齐聚沧州

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阅读盛宴。针对《诗经》品读、个人成

长、讲书心得等多个问题，本报记者对

她进行了专访。

已出版的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已出版的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

品读经典
《诗经》并不遥远

记 者：为何要以《诗经》作
为演讲的主线？

李 蕾：沧州有很多文化元
素。好多人知道她是武术之乡，这
里有古运河、古战场，但是比较重
要的，它是毛版《诗经》的传承
地。这里还有很多年长的人会吟唱
《诗经》，这是一件挺让人感动的
事。

有一些东西那么柔软，建筑灰
飞烟灭、朝代更迭，人都不在了，
但它还是会留存下来。任何一本经
典，都不是只讲遥远的事、只讲别
人家的事，《诗经》里依然有现代
人的感情、生活细节和困扰。经典
就是活生生的。它打动和影响了一

代代人，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
运。

《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
它意味着最根本的和起初的。比如
人们怎样劳动？怎样唱歌？怎样谈
恋爱？家里面遇到事情时，怎样扛
过心里的孤独？这些东西从没消失
过，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要表达
感情的，但是看一眼《诗经》就发
现，现代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反
而不如先民那么自由、自然。《诗
经》会让我们发现月亮升起时，人
的心情原来是这样的，我就应该去
唱一首歌，应该去和那个美丽的姑
娘搭讪。树叶落下来时，人会感到
生命脆弱、时光流逝，那怎么办？
就和你的兄弟姐妹闺蜜们一起唱
歌、一起喝酒、一起陪伴，来度过
这个不安定的时期。这种伟大的友
谊、爱情和陪伴，是人生中普遍的

东西，所以《诗经》一点儿也不遥
远。

记 者：现代人读《诗经》有
何意义？

李 蕾：讲经典是一件很小众
的事。常有人质疑，讲这些有什么
用？我和人家学个PPT，就能立即
工作；学个管理，就能管人；学个
做菜，立即能够色香味俱全。你这
有什么用呢？读经典就是不能“立
即”，所有立等可取的事情，在我
看来，都没那么重要。好东西，就
得慢慢来。它经过时间的淘汰、岁
月的打磨、心灵的涵养，最后就像
掌纹，一根根或一束束形成。

《诗经》就是这样，让它大红
大紫不太现实，毕竟它的语言方
式、很多字都是现代不常使用的，
但《诗经》里的感情是能和现代人
产生共鸣的。它就在那里，喜欢它
的人就会一点一点地靠近它，会把
《诗经》里的美好，活成自己的眼
神、姿态、对待别人的态度，会在
难以坚持的时候想一想，你没那么
孤独。你所经历的一切，前有古
人，后有来者。

“蜕皮”成长
读书提升自我

记 者：主持人、作家、讲书
人，您更喜欢哪一个身份？

李 蕾：我做了好多事，她们
都是我。如果不经历那些事情，我
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小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成
为一名作家。我出了两本书之后，
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专职作
家。因为出书赚的钱有点少，花钱
有点多，养活不了自己——当然这
还是因为写得不够好。如果写得特
别好，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人，那
就毫无生计的问题了，他们只想着
怎么超越自己。

后来去电视台做主持人，我很
感谢那段经历。因为它强迫你进入
一个陌生的领域，你不懂、你自
卑，那些重量级的人站在你眼前，
你会害怕。那怎么办？努力学习。
当时我做谈话类节目，见到很多卓
越的人，我就把他们的书都找来
看，懂得了什么叫剃刀原理，什么
是“三农”问题，看了很多我原来
想也不会想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个
世界如此地丰富和不平。世界是坑
坑洼洼的，所以人就得强大，要拖
着自己往前走，要在特别重要的时

候拼了命地去努力，这才可能把坑
坑洼洼蹚平，才能成为一个平静的
人。

记 者：读书与您的成长有什
么关联？

李 蕾：成长一定是难的，就
像蛇蜕皮，怎么能不疼呢？但是疼
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变得更强
了。后来我就觉得挑战成了很有意
思的事儿，它变成了我性格的一部
分，我的生命河道一下子拓宽了。

讲书也是这个时代的原因。小
时候妈妈曾告诉我，长得好看能当
饭吃吗？人要好好学习。然后她
说，你读那么多闲书有用吗？到了
我们这个时代，你就知道竟然有一
个东西叫知识付费，竟然有一个职
业叫讲书人。我做这件事就靠我读
了那么多没用的闲书，我觉得自己
很幸运。

读书一直是我的一个平行世
界，是我的避难所。它能化解我的
焦虑、伤心，包括能让我看到人间
值得。所以我虽然做了那么多的事
情，但其实只是一件事，就是你喜
欢它，你愿意为了它付出时间、精
力和感情。

找到热爱
经典铸就骨肉

记 者：说一说您讲书的定
位、选书的原则是什么？

李 蕾：人最有意思的就在于
不可限定、不可预测，所以我刚开
始只想了一件事：讲书。我就想我
喜欢什么？我喜欢文学、艺术、哲
学，所以定了个目标：第一，讲真
正打动我的。第二，这本书对当下
有价值。第三，要能讲出新意。定
了这三条，梳理一下，我能讲的
书，就是这些。它是自动跳出来
的。

记 者：在众多文学经典形象
中，您更喜欢谁？

李 蕾：比如很多人都会喜欢
《飘》里面的斯嘉丽，“明天又是新
的一天”，她一点儿也不完美，这
个人非常可恶、有心机，抢自己妹
妹的未婚夫，然后为了得到她想要

的东西不择手段、野心勃勃，但她
身上那种永不停歇的热情和生命
力，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
动人。她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放弃
的人。《老人与海》 里有这种形
象，斯嘉丽就是一个女版的《老人
与海》。但我在喜欢斯嘉丽的同
时，又会喜欢她对面的女人——梅
兰妮，你会觉得她俩不一样。再读
一遍，你觉得她们俩真该成为闺
蜜。原因很简单，就是心灵有一小
块相通。有一个细节，伤兵从战场
上返回后到处打劫。有一天，一个
兵到了她们家里，斯嘉丽就拿了一
把猎枪，打死了那个人。那是她的
高光时刻，保卫她的家园、亲人、
朋友。这时，她看见那个柔弱的梅
兰妮，大家认为非常低调、隐忍，
什么都不会的梅兰妮站在二楼，手
里拿着一把刀，斯嘉丽突然间好感
动，原来她和我一样。什么叫她和
我一样？就是命运挑战你、考验你
的时刻，那个人会作出和你一样的
选择。

我喜欢《红玫瑰与白玫瑰》里
的红玫瑰，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王
姣蕊，我看见了她的成长。我还喜
欢《安娜·卡列尼娜》，我第一次读
时不喜欢，读了 4 次之后都不喜
欢。接下来我读了一本托尔斯泰的
传记，突然间就掉眼泪了，再回过
头来看《安娜·卡列尼娜》，就看懂
了，才开始喜欢她。我还喜欢《绿
山墙的安妮》里那个小女孩，如果
我少女时读到《绿山墙的安妮》，
可能会活得更加坚强一些。

记 者：阅读文学经典有何意
义？

李 蕾：现在看到有那么多人
喜欢我，认为跟着我一起读经典越
来越重要，我特别高兴。那不是我
的魅力，那是因为读者心里就有这
个东西，也许以前只是粒种子，现
在遇到了合适机缘，种子就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了。长出来的那
棵树、结出来的那个果，是属于人
们自己的，别人谁也拿不走。读书
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此。生活里只
有柴米油盐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
更诗意的世界。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 省作协近日组织国
内、河北和沧州部分作家，深入大运河沧州段、
港口煤炭港区、旱碱麦示范区等处采风。通过与
基层群众交谈，参观生产建设场景和文化成果，
深刻具体地感受沧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浓厚的文
化底蕴。他们表示，通过这次采风，作家应在人
民生活和实践中提炼艺术灵感，以文学视角诠释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沧州进程。

据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本报文学编辑高
海涛介绍，作家们来到黄骅港煤炭港区、园博
园、市博物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
地开展了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对于大运河沧州
段，《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大运
河文化积淀已成为都市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应以之为中心，以生态提高价值，以文化推动发
展。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刘庆邦认为，深入挖掘运
河与沧州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传承文脉，发展
创新，深具当代意义。在大运河捷地分洪设施等
遗产点，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徐迅和四川创研室
副主任杨献平，惊叹于运河水工的智慧与力量，
感受到当代沧州人昂扬的精神状态。

看到黄骅港煤炭港区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
展，《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舒晋瑜认为，依
托地理优势，沧州正走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河北篇章的大道上。与旱碱麦示范区农民代
表、基层干部深入交谈后，《当代人》主编宁雨
认为，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省
内作家们表示，多样的沧州非遗传承是创作的丰
富题材，应围绕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保护
与发展，进行多元化创作。

中国作家沧州行
以文学视角感受沧州发展和文化成果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我市诗人路玉洪诗集
《沧桑雨》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沧桑雨》收录了诗人创作的新诗 168首，
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亲近草木，回归自然；二是
感恩父母，书写乡情；三是反映祖国日新月异的
巨大变化；四是表达人生的感悟与感受。诗人立
足大地，叩问生命，从感性到理性，从迷茫到深
彻，传统与现代整合，体现了当代人的生命价
值。

路玉洪原籍廊坊固安，现居沧州市区，作品
散见于《诗选刊》《鸭绿江》《奔流》《作家天
地》《辽河》《沧州日报》等报刊，入选 2021年
《诗选刊》河北诗人专号。

路玉洪诗集
《沧桑雨》出版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河北
版、湖北版《张之洞全集》是当
代收录张之洞著作的集大成之
作，然而，还有一大批张之洞档
案并不广为人知，在两个版本的
全集和许多学术研究中鲜有涉
及，尤其对张之洞在戊戌变法、
清末立宪中的真实表现，学界多
因袭旧说，结论难说客观。近
期，这批档案陆续入驻市图书
馆，为沧州人全面了解、研究张
之洞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这批档案今藏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自成
体系。主体部分是张之洞幕僚许
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
的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
许多抄目和批注，上世纪 50 年
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

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部分是近
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
集而入藏的。总计 492 函，内有
2000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其
中，关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
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
丰富。这批资料中的戊戌变法部
分，经个别历史学家挖掘，为大
众呈现了不同以往的历史结论，
改变了戊戌变法研究中以康有
为、梁启超所留资料为基础，构
建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叙事
结构和大众认识，可谓颠覆性认
知。

去年2月18日，本报记者与市
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谈及这批
档案时，吴树强说，这些文献的印
刷资料，市图书馆正在努力购置，
如果资金允许，有望全部购藏。此

后至今夏，市图书馆首先购藏了大
象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
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张之洞专
档）》等。今年，又陆续购入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未刊
稿汇编》第一部分，其他部分待

其整理出版后将陆续购入。吴树
强说：“市图书馆的专题文献馆建
设一直是馆藏建设的重点，目前纪
晓岚馆已初具规模，张之洞馆尚待
丰实。张之洞这批档案，可谓浩如
烟海，已经整理出版者，价格不
菲，一般人群无力购置，条件所

限，也不方便到近代史研究所查
询。但这又是沧州文化研究中必不
可缺的文献，对张之洞的研究具有
革命性意义。故而，市图书馆集中
财力，陆续购置，以期完备。为沧
州知识界和群众查询、阅读，提供
最大的方便。”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 5月18日，本报刊发
《改革先驱张之洞 民族自强的“资治通鉴”》一
文后，引起张之洞文化研究和爱好者们的注意。
6月25日晚，市区香涛茶馆邀请部分研究者和爱
好者，就张之洞的历史贡献、地位、著作等进行
了研讨。

张之洞号香涛，香涛茶馆即因之命名。当天
晚上，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首先介绍了张
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名篇《輶轩语》及关联著作
《书目答问》产生的背景、影响、版本流传等知
识，进而又对张之洞另一名著《劝学篇》进行了
概要式介绍。吴树强比较了张之洞与纪晓岚的历
史贡献，对张之洞在著作中所指示的读书门径、
方法，结合沧州历史名人研究、应如何深入读
书、学以致用等娓娓道来，也分享了个人阅读经
典的经验，形象具体，切合实际，引起观者共
鸣。

活动中，学者孙建提出，张之洞在外地为
官，并没忘记培养家乡人才，除在原籍南皮建学
堂外，还吸收了很多家乡人参加他的幕府或对这
些人进行教育。这是张之洞研究中一个尚待开发
的区域。在北京打拼的张良朋说，作为张之洞家
乡人，这位历史名人给了他前进的动力，虽然自
己学历不高，但在张之洞不断创新的精神鼓励
下，他在京城业界也拼出了一片小天地。本报记
者认为，应通过对张之洞所留档案的阅读，对张
之洞的历史贡献重新审视。研究张之洞，不仅要
深入其经典著作，阅读他留下的大量奏折、电
报、批示、诗文、信札和他人的记述评价，更要
注重他的务实、开拓精神，从细微处和宏观上把
握他在推进民族近代化进程中所积累的智慧，以
提取对当代有用的经验。

参加活动的有教师、部分民间读书会负责
人，也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文化爱好者和青少
年。通过这次讨论，对家乡名人张之洞、对读书
方法，大家开拓了眼界，也产生了更大兴趣。

张之洞文化爱好者一起分享张之洞文化爱好者一起分享

《《輶輶轩语轩语》《》《劝学篇劝学篇》》

香涛茶馆话香涛香涛茶馆话香涛

李 蕾：

讲读经典 跋涉人生诗意长河
本报记者 哈薇薇

简介：李蕾，著名媒体人、电视主持人。曾在陕西电视台主持
《开坛》、上海电视台主持《风言锋语》、央视一套和易中天搭档主持
《1起聊聊》。先后写作出版《锄禾》《妖祥门》《藏地情人》《美是步履
不停》等9本书，现为“帆书”读书APP推荐讲书人、《李蕾讲经典》
讲书日更栏目主理人。

李蕾一行人到河间李蕾一行人到河间““诗经植物园诗经植物园””参观参观

李蕾到沧州演讲李蕾到沧州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