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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
数，这是常听的关于成长的途径。个
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囿于其中，或许
没有那么多的远行、结交高人的机
缘，但是，读书可以做到，即使不能
阅书万卷，只要读，只要读好书，书
里有“万里路”，书里能“阅人无
数”。对我来说，保持读书的习惯，
是通达明心最好的捷径。以前偏重于
读散文，2023年所选择的书与往年
有所不同，这一年更多的精力用于读
小说和传记。读书，让我越来越明白
怎么活好自己的人生。

2023年我的书单：
《红楼梦》曹雪芹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老人与海》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月亮与六便士》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莫言散文集》莫言
《晚熟的人》莫言
《遥远的救世主》豆豆
《天幕红尘》豆豆
《苏东坡》李一冰
《杨绛传》吴玲
《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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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华北老师聊天，平静且热烈。他的故事里，蕴含着太多生命的希望，细腻的温情，淳朴的自

然，生动的灵魂。这一切都来源于这片辽阔的湿地……

张华北与共和国同龄，原籍四川省合江县，1961年迁居南大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散文

学会理事、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沧州市作协副主席。几十年来，他书写的散文以南大港湿地生态自然

为特色，风格细腻而厚重。作品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全国第二十四届

孙犁散文奖等国家、省、市级奖项。

他的读书故事，生动感人；他笔下的文字与生命，已深深融入这片厚重的大洼。

本报讯（记者
齐斐斐） 在近日
结束的第二届中
国钢笔书法青少
年大赛中，沧县
兴济镇小学学生
的 16 幅 作 品 获
奖，成为全市乡
村小学获奖数量
最多的学校。其
中，任子涵、王
钰 乐 获 特 等 奖 ；
张博涛、王童暄
等 3人获金奖，潘
有旺、李政航等 6
人获银奖；胡文
鑫、沈国铮等 5人
获 铜 奖 ； 张 慧
杰、贺美玲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

兴济镇小学是
一所百年学校，一
直传承着深厚的慧
诚文化。近些年，
学校将书法作为传
统文化教育的重要
载体。自 2019 年
开设书法课，成立
书法社团 3个，定
期组织举办师生书
法比赛，评选书法
小明星。学校退休
书法教师王学佩奉
献余热，分别组建
教师、学生书法指
导微信群，自制视
频示范教学，自购
纸笔奖励优秀师生。通过练习书法，
全校师生不仅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还端正了做人、做事、学习的
态度，提高了品行和美学修养。

2022年，沧县兴济镇小学被中
国篆刻书法教育专家委员会命名为首
批“全国书法教育百家示范校”，学
校也充分发挥了习字的启智促学、修
身育人功能，将书法教学打造成一个
闪亮的办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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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作读书写作读书写作 逐梦大洼逐梦大洼逐梦大洼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改造前的缸市街、 1990 年火
爆的市场街、小南门、1989 年顺
城街上的大集……对比坐标下，
蜿蜒清澈的大运河、四通八达的
宽 阔 街 道 、 鳞 次 栉 比 的 高 楼 大
厦、舒适悠闲的公园游园……这
是一本今昔对比的照片合集，300
多张城市的面孔，见证了沧州 30
多年的发展。

这些珍贵照片的拍摄者是我市
摄影人宗增顺。30多年来，他倾其
精力、体力和财力为城市留影，用
相机记录了沧州这座古老城市的样
貌、表情以及几十年来的变迁，积
累下来的一万多张照片，成为这座
城市珍贵的“记忆”。

此次集册的300多张照片涵盖了
从 1988年至 2023年 3月之间、最具
代表性的沧州城区变迁对比照。画
面有过去的沧桑，也有今天的巨

变，有改革开放的足迹，更有时代
的情感变迁。沧州旧城、运河、火
车站、小南门、十字街等 13个板块
的照片在保留时代真实的基础上，
多有艺术的精美。

翻开这本沉甸甸的画册，宗增
顺感慨地说，为了编辑好《印象沧
州》，他从近万张照片里精挑细选，
力求有代表性和新老旧址的对应
性。为求证准确性和一致性，他多
次拜访“老沧州”，无数次实地再考
察、再拍摄，并为每一个地点标注
了经纬度。照片的合集成册，是宗
增顺 30多年摄影爱好的一个总结，
也是他向沧州父老乡亲交上的一份
沉甸甸的作业。

这本画册印制精美、大气，具
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收藏价值。《沧州
日报》《沧州晚报》原总编辑、沧州
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桂茂在《印

象沧州》序中说：“城市的变迁会融
入人们的集体回忆，而这种回忆却
需要一个由头、一个机缘来‘唤醒
’。我相信，很多上了点儿岁数的人
看到这里边的老照片会感到亲切：
这些照片里有他们的无忧童年，有
他们的青春勃发，有他们的卿卿我
我、丝丝缕缕，有他们无限的情意
牵绊。小孩子和青年人看了则会惊
呼：啊，我的家乡原来曾经是这个
样子呀！外地人呢，我猜他们看了
这些照片嘴角会翘起来，说道：
哦，这就是沧州人眼中的沧州印象
啊！”

这本《印象沧州》也汇集了众
多名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
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管峻
为画册题字；中国书协会员、西泠
印社理事韩焕峰为该书作了封底印
章。

正如该书主编刘宝锁所言，这
本书真实记录了城市 30年来的发展
轨迹和城市变迁，是一种记忆、一
种文化，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菲

的精神财富。它唤起了人们对城市
文化的追忆，让人们在岁月的沉淀
中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激发建设
家乡的热情。

记者：在读书生涯中，有哪些
读书趣事？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
么？

张华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儿
童画册《小朋友》，它是我第一本
启蒙书。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母亲借
来的《林海雪原》，那时我不到 11
岁，暑期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
硬是啃了一个星期，囫囵吞枣地看
完了最后一行。除了被那些精彩的
描写吸引外，土匪的黑话一字不少
地背了下来，直到多少年后，仍然
记忆如新。

1961年，我随家人来到南大港
农场，接续小学的学习。在这里，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农村版的《西游
记》。那时候，我家居住在农场的
农业中学，老师的书、学生的书，
我都借来看。《水浒传》看过，《大
八义》《小八义》看过，还从同学
那里借了一本缺皮少底的《封神演
义》来看，一副饥不择食的看书狂
的模样。书，使我眼界大开。学校
的新书大都被我借来看了，星期
天，也大都是捧着《红旗谱》《播
火记》《三里湾》《灵泉洞》《青春
之歌》度过的。

1966年，我揣着初中毕业证到
了一个最边远的生产队。当“红宝
书”“最高指示”学过一遍又一遍
后，家里的《米丘林》《小无知和
他的朋友历险记》 也不知看了几
遍，连那本丹麦勃朗戴斯的《十九
世纪文学主潮》，也竟然看了两
回。那时候，我不到 17岁，没学
可上，只有每日无休止的农活。在
离家 5公里外的职工队里，每到农
闲是可以休大礼拜的，两星期可休
一天，这时，我就回到家里消磨时
光。借到一本普希金的《普希金爱
情诗》，我全本抄了下来。

《沫若文集》是从刘格铭老师
那借来的。刘老师是黄骅中学毕业
的优秀学生，留校教书，1958年下
放回了家。我第一次向他借书时，
他从套里间抱出了一个大纸箱放在
炕上，“上学时候有好几箱，现在
只剩这些了。”脸上闪过一丝遗
憾。我翻看着那些书，两眼骤然明
亮起来，昏暗的灯光下，字迹仍然
那么清晰。

郭沫若《凤凰涅槃》中那凤凰
“集香木自焚，复而从死灰中更
生”，它们诅咒了 500 年来沉睡、
衰朽、死尸般的生活，“流不尽的
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尽的情
炎，荡不尽的羞辱”。以凡鸟的浅
薄和猥琐，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
俗，衬托凤凰的沉痛和壮美。诗人
汪洋恣肆的笔调、反复重叠的诗

句，浓烈的渲染、倾泻式的激情和
急湍的旋律，如烈火燃烧着我的心
扉。

诗集《女神》和《前矛》《恢
复》，我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多少
年后翻看还那么鲜活如新；话剧中
屈原在雷霆中的长吟，“风，你咆
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
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
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
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
力咆哮的时候！”莫不让人热血沸
腾；乌江岸边，楚霸王的一场殊死
肉搏惊心动魄，“项羽的两个眼仁
愈见对紧了，把剑拔出了鞘来，向
空中举起。25名壮士也不约而同地
把剑拔出了鞘来向空中举起。26道
和四周的冰雪争着寒气的剑光，在
朝阳中交织着了无数的虹彩”，真
可谓精彩绝伦，气贯长虹。郭沫若
的自传小说《漂流三部曲》《行路
难》《我的童年》《喀尔美萝姑
娘》，如行云流水，倾尽一腔热血
和柔情，无遮无拦。我掩卷之余，
常常沉浸在对这一文学巨匠的无比
崇敬之中。

那本卷了皮的《牛虻》，是还
了后又借回家看了一遍，牛虻与红
衣主教蒙泰尼里的矛盾，是革命信
念与伪善教会的矛盾，那么不可调
和，那么水火不相容。而最震撼人
心的是蒙泰里尼在主持弥撒后游行
仪式上的失态，将失去爱子后的痛
苦、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剧情
推上了高潮，也成为我多少年后仍
在心中的凝重一幕。《艾芜文集》
《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很快，刘
老师的那一纸箱书全部被我一册册
借走，又一册册送回。

劳动之余，我在书中似乎找到
了另一个世界。可能找到的可读的
书在一个偏僻的农场里毕竟也是很
难了。一年冬，农场北尚庄村的一
个会计听说我爱看书，领我到他
家，从一个被搁子里拿出了厚厚的
一本书，原来是《史记选》。此书
1962 年出版，精选了 20 篇文章。
那陈胜、吴广起义的壮阔，刘邦的
奸诈、项羽的豪壮，韩信、张良的
智慧，西门豹的谋略，荆珂的视死
如归，商鞅受刑的惨烈，李陵将军
的无奈，如串串金星在字里行间闪
烁。我细细地读来，陶醉在这些古
典名章中，不能不为两千多年前司
马迁的文笔所叹服，而我对古典文
学的钟爱，也是由此起步。此书由
王伯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书厚如砖，定价 2元 5角，今
天看来，似乎便宜得不可思议。一

年后，我再去借来读，会计居然慷
慨地说：“你喜欢看，就送给你
吧。”50多年过去了，书页有些发
黄，我仍珍藏着这本书，如同珍藏
了那段岁月。

记者：怎样走上散文创作之路
的？是怎样的情感让您数十年钟情
于这片充满生机的大洼？

张华北：1976年后，各种文学
期刊发行，我拿出工资中的一部分
订了十几种刊物，有《中篇小说选
刊》《十月》《当代》等，在工友中
已显得有些奢侈，《中篇小说选
刊》 等刊物连续订了 20 多年。
1982年，我上了电大汉语言文学专
业，古今中外各种书籍读得更多。
包括四大名著、三言两拍、二十四
史，鲁迅、茅盾、巴金、冰心、艾
芜的作品，以及外国作家奥斯特洛
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阿·
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等的名
著。

我的文学梦始于 1972 年末，
我被分配到农场糖酒厂当职工，在
业余时间承担了厂里黑板报、油印
厂报编写。从那时起，开始了诗
歌、小小说、小品文、中篇小说的
习作。1977年，我和志同道合的朋
友办起了南大港第一份油印文学刊
物《春蕾》。慢慢地，图书市场丰
富起来，我徜徉在农场的书摊、省
市的书店乃至京津的书城，在那些
豪华精装、鸿篇巨制、架梁叠屋的
书的海洋里寻觅，我的藏书达到
3000多册。

直到 1986 年，我的散文 《渤
海的早晨》在河北《生活画报》配
图发表，成为我公开发表的处女
作。

因 了 对 人 类 生 态 环 境 的 关
注，因了对这片大洼的钟爱，触
发了我久已郁积的用最奇美、最
真实、最激情的文字描写大洼的
情感。那追求文笔细腻、内涵丰
富的大洼散文像泉水喷涌而出。
这里，你能听到鸟儿的争喧、鱼

儿跃水的欢愉；你能看到臻臻百
草的劲舞、灵蛇婉曲的奋进。大
洼，是一个鲜活的世界，是一个
生命的富藏。自然与人类在这里
组成一个相生相伴的环境。

初期散文《大洼之草》是寓意
人类的生命之草，《大洼春景》是
人类愧对自然的写照，《大洼治
蝗》更是人类在生物灾害面前不断
自省的记录，《鸿雁飞来》是缔造
禽鸟灾难的人类昔日的再现。

2003年，我的散文集《大洼如
歌》出版。如果说，这之前还只是
凭感觉进行生态散文的创作，这之
后我已着意地把自己纳入了生态散
文作家的行列。

2007年散文集《大洼行吟》出
版发行，这里有我关心的坚守大洼
的麻雀、有固守冰原的大麻鳽、有
劳顿一生的黄牛、有死于车轮的草
兔。我赋予它们以人性、思想，在
这片大洼里生生息息，构建生命的
美丽。

2008年，我的散文《秋声秋色
里的大苇洼》荣获全国第三届冰心
散文奖。2013年，散文集《丹顶鹤
的那些事儿》获河北省第十二届文
艺振兴奖。这是对我钟情于这方水
土上的创作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我
莫大的鼓励。

2013 年，我的一部生态散文
集 《九秋》 出版发行，这是结集
的大洼生态专集精华本。 2021
年，散文集 《大洼意象》 出版。
目前共出版散文集 9 部、与他人
合集 4 部，尚有书稿 3 部，作品
300 多万字。获得全国、省市各
种文学奖项 40多项，散文选入全
国、省市文学选集 30多部。

记者：在您的写作经验中，
怎样才是好的作品？应该怎样学
习和写作呢？

张华北：好的作品，第一，
是应贴近生活、关注自然、关注
人生的作品。生活是文学的源
泉，没有生活的体验很难有成功

的作品。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生
态、社会生态的优劣息息相关。
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也应是一个
生态保护主义者。这样的主题作品
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第二，是对事
物细心观察、采访，提炼主题，创
建深邃意境的作品。对事物的观察
要细心，采访要专心，有了第一手
材料如同有了好的食材，才能做出
美味佳肴。第三，是动用各种修辞
手段，使之成为结构美、感情美、
语言美的作品。精致、精美是散文
的最高境界，这需要刻苦学习，勤
于研究和习作，方可积土成山、
集腋成裘。

我的散文风格的形成，从最
初的创作开始，即坚持细腻与厚
重的趋向。写作中细腻的描写是
我的偏爱，试图以细节突出主题
上给人以深刻的视觉冲击；如
《洼里麻雀》《洼里黄牛》 对麻
雀、黄牛细腻描述。我也追求厚
重的文风，挖掘人类文明中深厚
的积淀，使读者能够得到丰富厚
重的知识量、信息量，而不是浅
薄与平俗；如 《大洼治蝗》 中追
述古代治蝗的历史、传说、蝗虫
生理特征等。如果说细腻是文章
中的阴柔，那么厚重则是文章中
的阳刚，二者的结合方可有着较
强的吸引力和可读性。由于受到
郭沫若诗文浪漫主义的影响，在
创作中我极力把激情贯通其中。
有了激情，你的文章更具有生动
性和感染力，读者在和你一起激
动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心灵的撞
击。

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读书是获得前人总结的知识和
理论，行路即是走出去实践。这理
论与实践结合，正是人类知识由低
级到高级的提升、人类社会不断走
向文明的有效途径。让我们真正把
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工作
责任和精神追求。让手不释卷伴随
我们的一生，让每个家庭成为新时
代的书香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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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齐斐斐 张美静 刘震）
日前，黄骅市图书馆开展“文化迎春
进万家”活动，将流动服务车开进了
滕庄子镇东道安村，将200余册图书
送到村民手中，丰富群众日常文化生
活。

流动服务车满载着书籍来到东道
安村文化广场，这些书籍都是图书馆
工作人员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精心挑
选的，包括实用性较强的农业科技、
科普教育、医疗保健等类别，以及广
受孩子们欢迎的文学类书籍。“平常
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唠家常，现在市
图书馆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图书，没
事可以看看书，增长知识。”村民滕
秀华表示，农耕相关知识的书籍很实
用，可以帮助她学习果树种植相关知
识，促进增产增收。

据了解，此次活动，黄骅市图书
馆还先后来到了骅西街道安居社区、
众诚社区，共送出文化类、科普类、
医疗保健类书籍430余册。

“新的一年，我们将通过开展系
列活动把书籍送进社区、送进乡村，
希望新的一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富足。今后，我馆将进一步创新服务
方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更
好地发挥图书馆在社会服务中的作
用，以文化先行助力乡村振兴。”黄
骅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

精美图书送进村精美图书送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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