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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主持人：各位读者、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崤函作家访谈》栏目，本栏目由

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冠名，我是

主持人青颜如风。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

到的嘉宾是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省优秀

“新时代宣讲师”、三门峡市首批“十大最

美崤函读书人”刘宗武老师。刘老师，和

大家打个招呼吧！

刘宗武：大家好！我是刘宗武。

主持人：刘老师已经年过七旬，但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近年来，在宣传崤函历

史文化、红色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

献，创作出 200 余万字的作品。刘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在退休后选择

写作？

刘宗武：我的写作梦发端于 20 世纪

60 年前的高中时代。当时我模仿《河南

日报》副刊中一个叫《管得宽》的专栏文

章，写了一篇小小说《钢牙颂》，表现一心

维护集体利益，不惜被人戏称为“铁嘴钢

牙”的先进社员的形象，得到了语文老师

的好评。只是当时没有胆量也没有渠道

发表，如果这也算创作的话，这就是我作

家梦的萌芽吧。后来我学了工科，就把曾

经的作家梦丢到一边了。这些年我重新

开始学习写作，源于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

聘请我担任文史资料撰稿员。而把一些

作品编印成书，则是我参加忘年读书会和

三门峡市智慧人生大讲堂的结果。在那

里，我遇到了一批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这

些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才有了今天这

些作品。

主持人：纵览您的作品，大致可分为

两大主题，一类是历史文化题材，一类是

党史学习教育。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

么会选择创作这两大主题？

刘宗武：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回忆三

部 曲《浮 生 漫 记》，基 本 上 是 对 我 求 学 、

工 作 、退 休 后 经 历 的 一 些 事 的 记 录 ，有

点 自 传 性 质 。《诗 话 水 浒·文 说 英 雄》属

于读书笔记，是我参加忘年读书会的直

接产物，是我和文友们分享学习心得的

延伸，写它的目的是逼自己多读几遍原

著 ，也 确 实 达 到 了 这 个 目 的 ，意 外 收 获

是 我 体 会 到 了 阅 读 古 典 名 著 的 乐 趣 。

随后，我又创作了 47 万字的《诗说三国》

和 67 万字的《诗诵红楼》。

三门峡被誉为黄河明珠、文化圣地，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虽然生在

汝州，但从 1977 年开始就在三门峡市工

作和生活，三门峡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解

三门峡、宣传三门峡既是我的责任也是

我的爱好。所以，在参加读书会以后，我

又加入了虢国文化研究会和智慧人生大

讲堂，开始涉足虢国文化和党史文化的

学习。

为了做好这件事，我向女儿一家学习

做课件，在充分查阅资料并进行整理的基

础上，制作了党史精神谱系课件 10 讲、适

合青少年和家庭教育的党史故事课件 7
讲、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课件 12 讲，编

著了《党史故事 500 讲》《从石库门到天安

门》《数风流人物》等 100 万字的党史学习

资料。为了适应青少年和家庭教育，我又

专门编著了由 7 个党史故事课件集成《强

国有我》，还编著了《河风虢事》和《典籍里

的三门峡》两部作品。

主持人：除了创作外，您还将大量的

精力用在义务宣讲方面，而且我发现您非

常“时尚”，不仅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还

会制作短视频，紧跟时代特点去传播这些

文化产品。作为一名年近耄耋的老人，您

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刘宗武：对我著书和制作课件这些事

情，我的全家都给予了很大支持。我的许

多书稿，老伴都是第一位读者和校对人。

我家有两台电脑，我在一台电脑上编著书

稿，老伴在另一台电脑上校对。女儿、女

婿和外孙女一有时间就教我做课件。外

孙女为支持我做好短视频，不仅教我做剪

辑，还专门为我购买拍摄器材，全力支持

我学党史、讲党史。

我义务做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不是心

血来潮，更不是赶时髦，有人听，才能达到

目的。湖滨区社区学院曾帮我录制了党

史故事 500 讲的几十期，我也在微信朋友

圈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过一些内容。

当然我也经常进行线下宣讲。今年

以来，我已做过近 20 次宣讲。2023 年，我

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新时代宣讲师”，我的

一个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讲报告获

得河南省社科联优秀宣讲报告的荣誉，我

也被省关工委授予河南省关心下一代“最

美五老”荣誉称号。

主持人：目前您已经创作了 200 多万

字的作品，我知道您也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写作，目前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刘宗武：目 前 我 要 做 的 是 两 件 事 。

第一件事是尽快完成对《诗说三国》《诗

诵红楼》这两部作品的校对，争取成书以

后少出现错误；第二件事是我在阅读四

大名著的时候，积累了一些资料，并对这

些资料进行了分类和整理，譬如《三国演

义》中的十大谋士、十大武将，《红楼梦》

中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以及

书中的生僻字注释等进行整理，希望能

为大家在阅读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提

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主持人：作为一位与文字打了多年交

道的前辈，您在文学之路上有什么建议跟

年轻人分享吗？

刘宗武：如 果 我 也 算 一 个 作 家 的

话 ，那 么 ，做 一 个 作 家 并 不 难 。 年 轻 人

脑子灵、眼神好、有精力，只要你平时多

注 意 观 察 生 活 ，多 阅 读 、多 积 累 、勤 动

笔 、大 胆 写 ，相 信 你 离 实 现 作 家 梦 就 会

越来越近。

《比山更高》
作者：宋明蔚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该书作者曾任《户外探险》杂志的执行主编，
他在此书中记录一个个为了朴素理想而冒险的登
山者，捕捉他们跃动的心灵和对自由的向往——
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理想主
义者在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作者进行
了大量采访和扎实研究，做了严谨的事实核查，成
就这部长篇非虚构力作。

《小镇做题家》
作者：谢爱磊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自 2013 年起，学者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
学的近 2000 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 28%的
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从千万人的分数搏杀
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在
陌 生 的 文 化 世 界 里 ，他 们 进 退 维 谷 ，迷 茫 、孤 独 、
煎熬。作者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对“小镇做
题 家 ”的 家 庭 背 景 、学 业 表 现 、社 会 适 应 、就 业 出
路等作出客观、全面的分析。

《呀！天工开物》
作者：文小通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天工开物》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的名著，记
述机械、陶瓷、兵器、火药、纺织等 130 多项生产技
术，是世界上第一部详尽记载各类技术的著作，被
誉为“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呀！天工开物》撷
取其精华，选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技术，如造纸、养
蚕、酿酒、制盐、冶铁、青铜铸造等，以浅显易懂的
语言，引领孩子们阅读。此外还增加漫画插图，使
全书生动活泼。

（综合）

“10 米高的巨型书墙，千万不要错过打卡”“店内有
镜像书墙的独特设计”“16 米高的书墙给你带来《哈利·
波特》中霍格沃茨魔法城堡的那种体验”……近年来，
不少实体书店和图书馆等为吸引读者，在室内装潢上
煞费苦心，设计出各种形式的“书墙”，比如“镜像书墙”

“巨型书墙”“通天书墙”……
“书墙”矮的有八九米，高的有 30 多米。“书墙”上设

有大量嵌入式的格子，格子内摆放着各种图书。每次
进入书店或图书馆看到那些又高又大的“书墙”，一方
面惊叹于它营造出的那种整个空间被图书充斥着的氛
围感，另一方面又心生疑问：放置于“书墙”高处的那些
图书如何取阅？

据了 解 ，很 多“ 书 墙 ”上 的 图 书 并 非 供 人 取 阅 之
用，因为通往“书墙”高处并无楼梯或电梯，如果要到

“ 书 墙 ”高 处 取 书 非 得 借 助 消 防 云 梯 之 类 的 器 具 不
可，有的“书墙”放置图书的格子外面甚至已用玻璃
封死——格子里的书放进去就没打算再拿出来。那
些“书墙”及“书墙”格子里的图书，不过是书店及图
书馆的装饰物。

近年来，实体书店的销售额不断下降，很多书店陷
入经营困境，而图书馆纸质书的借阅量也呈下降趋势，
比如大学图书馆纸质书目前的借阅量大概是 10 年前的
13%。实体书店和图书馆都面临着如何吸引读者、留住
读者的难题。一些书店和图书馆或许希望通过打造各
种又高又大又美的“书墙”来吸引读者。事实上，一些

“书墙”也确实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拍照打卡。可是，人
们走进书店和图书馆的目的不是打卡拍照而是阅读图
书。那些高高“书墙”之上的图书，人们连摸都摸不到，
又如何去阅读？建得又高又大的各种“书墙”表面看是
吸引人气的“网红墙”，实际上却成为阻挡人们走近图
书的“障碍墙”。

各种 又 高 又 大 的“ 书 墙 ”不 断 出 现 ，恐 怕 跟 一 些
地方在阅读空间建设上“重硬件、轻软件”的思维有
关。近年来，各地为推广全民阅读和构建现代公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投 资 兴 建 了 一 大 批 图 书 馆 、实 体 书
店。但如何用好这些场馆设施，如何提升服务效能，
各 地 思 考 得 却 不 够 。 比 如 ，在 各 种“ 最 美 图 书 馆 ”

“ 最 美 书 店 ”评 选 中 ，申 报 者 无 不 强 调 自 己 的 馆（店）建 筑 有 多
美，但鲜少提及自己的服务做得如何。为了吸引人，各大图书
馆 和 书 店 争 先 恐 后 在 建 筑 的“ 颜 值 ”上 下 功 夫 ，在 争 相“ 变 美 ”
的内卷中越走越远，所以各种“书墙”随之也就越来越高、花样
越来越多。

从实际效果看，“书墙”的确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它除了好看
外，并未给读者的阅读活动带来多少便利，也并未帮书店和图书馆
吸引更多读者。公共文化建设切忌搞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而要
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出发，从地区的特点出发，提供
真正适应人民群众真实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具体到阅读这件事，
书店也好，图书馆也罢，场馆（店铺）的外在建筑形式和内部装潢布
局，可以好看，但更应实用；可以吸引人前来打卡，但更应留住人坐
下阅读。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很多书店和图书馆，我们经常看到因
为座椅太少，很多读者只能站着、蹲着或坐在地上阅读。与其投资
不菲去建占很大空间的“书墙”，不如多提供一些座椅给读者来得
实在。即便建书墙，也不能建那种把书放进去再也取不出来的“景
观书墙”，而应将图书的展陈、存储、取阅等结合起来，让“书墙”发
挥出最大价值。

第 21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
包 括 书 报 刊 和 数 字 出 版 物 在 内 的 各 种 媒 介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1.9%，较 2022 年的 81.8%提升了 0.1 个百分点。这说明，当下人
们阅读的需求依然是旺盛的。既然如此，书店也好，图书馆也
罢，都应回归阅读活动本身，秉承一切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让又
高又大的“书墙”回到它原本应该有的高度，让“书墙”及上面的
图书不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的装饰物，打造一个能让人随手可
取图书、方便进行阅读的环境，那样的书店和图书馆才是读者
心中渴望看到的样子。

（韩业庭）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时常会迷茫、

彷徨，似乎前方有太多的黑暗与未知。然

而，在张亚凌的笔下，我看到了一个截然

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温暖、光明和希望

的世界。他的散文集《没有到不了的远

方》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只

要心中有梦想，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这本书共分为 5 个章节，分别是《成

长之旅》《至亲至爱》《诗意生活》《人海温

情》《往事再现》。每个章节都以其独特的

魅力，引领读者走进张亚凌的世界，感受

他的情感与思考。

在《成长之旅》一章中，作者以细腻的

笔触，记录了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他回

忆了童年时的欢笑与泪水，描绘了少年时

的奋斗与拼搏。这些故事虽然平凡，但却

充满了力量，告诉我们成长的路途虽然充

满荆棘，但只要有勇气面对，有毅力坚持，

就一定能够走到远方。

在《至亲至爱》一章中，作者以深情的

笔触，表达了对亲情的无限眷恋。他讲述

了自己与母亲、外婆之间的故事，让我们

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深沉。无论我们

走到哪里，亲情的纽带都会将我们紧紧相

连。正是这份深沉的爱，让我们在人生的

旅途中，始终保持着前进的动力。

《诗意生活》一章则让我们看到了生

活中的美好与温馨。作者用他独特的视

角，捕捉到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他描述

四季的更迭、花开花落、鸟鸣虫唱，让我们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这些文

字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篇，让我们在忙碌

的生活中感受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人海温情》一章则让我们感受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作者在书中

讲述了自己与朋友们的故事，让我们看

到了友情的真挚与珍贵。在人生的旅途

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他们

会与我们携手同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

战与困难。

《往事再现》一章让我们回顾了过去

的岁月。作者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童年的

记忆、青春的回忆，以及那些曾经陪伴他

走过的人和事。这些文字如同一部时光

机，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梦想与希望

的年代。

这本书深深打动着我，除了其优美

的文字和深刻的情感外，更重要的是它

所传递出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张

亚凌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阳光、

充满希望的世界，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

困难与挑战，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去

面对和克服它们，就一定能够到达心中

的远方。

我相信有一种声音可以穿透时间和空

间的阻隔，它是深夜里母亲脚踩缝纫机的

哒哒声，它是童年记忆里木屐踩过石板路

的笃笃声，它是春天里大自然醒来的呼吸

声……苏沧桑的《声音之茧》就是一部聆听

自己生命声音的作品。

《声音之茧》是苏沧桑历时 7 年创作的

一部散文集，共收入 55 篇美文，全书以声

音为载体，以海岛为空间原点，围绕不同季

节、不同节气的自然变化，书写了万物有

灵、天地大美，表达出了作者对自然的敬

畏，对生命的热爱。

苏沧桑以女性的细致和敏锐，利用心

灵书写的方式描摹与声音相关的情感，以

文字传递自己的思考。她所描述的声音不

仅是听觉的感知，更是一种心灵的共鸣。

如在《立春·梦马》一文中，她通过半夜里母

亲脚踩缝纫机的声音，串起了对三位女人

的回忆，深层次地表达了对母性的赞美和

对生命的敬畏。她提到无论是人类还是动

物 ，母 性 都 是 生 命 中 最 伟 大 最 温 暖 的 力

量。母性不仅孕育着生命，还在肉体和精

神上给予后代双重的哺育和滋养。这种伟

大的母性赋予了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最

温暖的底色和最珍贵爱的能力，使得生命

以生生不息。

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的 作 家 ，苏 沧 桑 看 到 了 人 世 间 深 处 的 痛

与 梦 ，触 及 了 当 下 人 们 的 心 灵 柔 软 之

处 。 当 她 看 到 考 试 、作 业 、排 名 ，困 扰 着

现 在 的 孩 子 ，并 在 家 长 的 责 备 唠 叨 中 一

步 步 走 向 悲 剧 的 时 候 ，心 里 感 到 十 分 沉

重。在《立春·芽》一文中，她向社会发出

了这样的呼唤：“到处是萤火虫般焦虑迷

茫的家长和孩子，需要有一种大力量，将

他 们 从 疲 惫 和 迷 茫 中 解 救 出 来 ，走 向 更

自然，更广阔的天地。”

苏沧桑擅长将细腻的情感与知性视角

有机地结合，她的散文有一种回味悠长的

意境和美感，平时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一次

意外的经历，在她的笔下都有独特的发现，

给人以心灵的感动。在这本书里，无论是

下雨天为她撑伞的女邻居，还是在泸沽湖

岸边卖苹果的女孩，抑或是异国陌生的潜

水员，都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如在《立

夏·伞》一文中，她写道：“我们这些人，不知

道什么缘分住的这么近，比亲人更近。同

样是立夏的声音，却让我第一次感觉这个

节气竟如此美好。”

《声 音 之 茧》不 仅 是 一 本 关 于 时 间 、

关于节气的书，也是一本关于孤独、关于

生 命 的 书 ，正 如 书 中 所 说 的 那 样 ，“ 愿 你

重 新 听 见 自 己 生 命 中 声 声 回 响 ，找 回 属

于 你 这 个 生 长 者 的 根 。 愿 你 破 茧 成 蝶 。

愿 你 蓊 蔚 参 天 ”。 让 我 们 尽 情 去 感 受 生

命 的 丰 盈 和 光 亮 ，愿 我 们 都 能 找 到 最 好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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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 听 生 命 的 声 音
——读苏沧桑《声音之茧》

陈伟雄

走 的 每 一 步 都 是 成 长
——读张亚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谢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