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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适合冬日读的书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12月14日，在临颍县城关

街道颍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少
儿书屋，颍昌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郭颍媛带着二
十余名孩子、家长开展亲子阅
读活动。

“大家好，我是敢以翔，今
天为大家分享的书是《中华上下
五千年》。”

“大家好，我是王嘉钰。高
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我爱问问题，有问题了就
和一位‘小老师’说。这位‘小
老师’就是《激发孩子想象力的
1000个奇思妙想》。”

在阅读分享过程中，学生、
家长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问。
现场掌声不断。

“刚才两位同学的分享好不
好？咱们一起为他们鼓掌。下一
期读书活动的分享环节，欢迎同
学们踊跃参加。”郭颍媛说。

“这是我们社区每周定期开
展的亲子阅读活动。家长和孩

子来到少儿书屋后，可以挑选
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40分钟
的自由阅读后，我们会请两位
同学分享读书心得，然后根据
实际情况，播放相关视频让孩
子们观看。”郭颍媛对记者说。

今年7月，颍昌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建成投用，并因地制宜

设置了少儿书屋和职工书屋，
通过“书屋+”模式，着力打造
居民家门口的文化驿站，为群
众提供就近、便利、舒适的阅
读空间，实现社区书屋零距离
服务群众。

少儿书屋设施齐全，有一
台大屏幕电视、30余套单人桌

椅等，有上千册少儿读物，涵
盖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领
域。

除了每周的亲子阅读活动，
在寒假、暑假，颍昌社居委还提
供托管服务，解除企业职工、社
区居民的后顾之忧。在少儿书
屋，孩子们可以写作业、看书、
画画。

颍昌社居委组织大学生志愿
者担任托管老师，辅导孩子们学
习语文、数学、英语等，为孩子
们检查作业。

“我们一家人平时都爱看
书，以前多是去图书馆借书看，
或者在网上买书看。社区的少儿
书屋、职工书屋建成后，周末孩
子就到这里看书，并和很多同龄
人成了朋友。”社区居民刘巧丽
表示，社区书屋为孩子们提供了
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职工书屋里有原色木桌、暖
色调的长沙发、绿意盎然的盆
栽。整齐排列的书架上有法律法
规、经济金融、心理健康、历史

传记等各类书籍1000余册。记
者看到，许多企业职工、社区居
民围坐在书桌旁静静地看书。

25 岁的岳先生在附近工
作，午餐后喜欢到这里读书学
习。“我家离得远，中午很少回
去。这个社区书屋位置好、书
籍多，非常安静。坐在书桌前
看书，我感觉很舒服。”岳先生
说。

为了让社区书屋更好地服务
群众，颍昌社居委还组建了一支
文化活动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轮
流值班，每天按时打开书屋门，
并负责打扫卫生、整理图书、维
持书屋秩序。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社
区书屋成了有温度的文化新地
标，成了社区网红打卡点。”郭
颍媛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优化
社区书屋运行机制，丰富书籍种
类，增加书籍数量。同时，持续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
阅读活动，努力打造书香社区，
倡树全民阅读良好风尚。

颍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少儿书屋颍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少儿书屋。。

临颍县城关街道颍昌社区

让“悦读”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尹晓玉
12月 22日，召陵区委宣

传部、区文化旅游局、区文联
主办的“来自召陵这块热土的
芬芳——宋守业散文集《情怀
乡间》新书分享会”在召陵区
新华书店举行。全市50余名文

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情
怀乡间》的创作初心、阅读感
受等展开热烈讨论。

“国家全面打响脱贫攻坚
战后，我被抽调到脱贫攻坚督
查巡查组工作。在不断深入基
层走访调研、与群众交流谈心
中，我深感乡村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都有很多值得挖掘、总
结和展望的东西。之后，我陆
续创作了百余篇关于乡愁的作
品，才有了散文集 《情怀乡
间》。”分享会上，宋守业深情
讲述了《情怀乡间》一书的创
作初衷与感悟。

《情怀乡间》收录60多篇
散文，17万多字，关注乡情乡
韵，宛如一本乡村博物志。

“读《情怀乡间》，从细腻
的语言、优美的文笔、鲜活的
素材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情感真
挚、细腻。处处不提爱，处处
都是对家乡的热爱。”召陵区
文联主席司金初说，读完《情
怀乡间》，他感觉诗与远方不
是遥不可及的梦，每个人都可
以在看似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寻
觅自己的诗与远方。

“宋守业老师的 《情怀乡
间》一书，是《水韵沙澧》丛

书中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彰显
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书中许多篇章关注乡情乡韵，
记录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展现
了浓浓的乡愁。”《水韵沙澧》
丛书主编陈思盈介绍了《水韵
沙澧》丛书，特别是《情怀乡
间》的出版情况。

伴着优美音乐，《许慎文
艺》特约撰稿人、召陵中学语
文教师温舒和召陵区作家协会
副主席郭佩君，分别朗诵了
《情怀乡间》收录的《香蒲草
儿香蒲棒》《烟火浓郁灶火
屋》的精彩片段。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程
慧鸽分享了《情怀乡间》的阅
读感悟：“这本书带着难忘的
乡愁，携着少时的欢歌，让人
感受到时代变迁、憧憬着美好
未来，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
量。”

“这次活动是连接作家与
群众的桥梁纽带，有利于推动
召陵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召
陵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栾希玲表
示，召陵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文艺作品创作
工作，营造多写书、多读书的
良好氛围。

关注乡情乡韵 给人奋进力量
——宋守业散文集《情怀乡间》新书分享会侧记

《冬牧场》
李娟 著

2010 年，李娟跟随哈萨克牧
民居麻一家走进阿勒泰地区的冬牧
场，度过了一整个冬天。李娟翔实
地记录下所见所闻：牧民们迁徙、
放牧、背雪、绣花毡、整地窝子、
串门拜访……这是哈萨克族逐水草
而居的游牧生活中最动荡艰难的一
个季节。李娟的文字真实还原了这
个场景——牧人们的冬天和牲畜们
的冬天。

《雪国》
川端康成 著

《雪国》是川端康成倾注心力
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其诺贝尔文
学奖的获奖作品之一。该书由国宝
级翻译家高慧勤翻译，完整呈现日
式物哀之美的原貌，意境悠远，动
人心脾。很多人喜欢这本书里的景
色描写和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凄
美哀婉的纯真故事。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汪曾祺 著

本书主要围绕家和生活，分四
辑：辑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辑
二自得其乐，随遇而安；辑三汤和
天气好；辑四日日有小暖，至味在
人间。这是汪曾祺写给大家的美而
幸福的“活法”，并附录汪氏三兄
妹写“老头儿”和母亲的文章。读
一读汪曾祺的文字，你会觉得生活
是美好的，人是有诗意的，会更加
热爱这个世界。

《岁月忽已晚，灯火要人归》
丰子恺 著

本 书 精 选 丰 子 恺 40 篇 与 家
庭、儿童、成长、美育有关的散
文，分为“做父亲”“天真世界”

“家人和乐”“认识世间相”“美与
同情”五个章节。文章用艺术吟咏
人间真情，体现了丰子恺作为一位
父亲，所给予孩子的关于“美”与

“情”的独特家教。

《也是冬天 也是春天》
迟子建 著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是迟
子建的散文集。

《好时光悄悄溜走》《撕日历的
日子》《腊月的守灵》《北方的
盐》……无论是追忆往事的流连，
还是慨叹人生的短暂，都有一种至
真至美的底色。字里行间的情感跌
宕，如北国雪野中的一抹沉郁的夕
阳，清新雅致别有风韵。

《瓦尔登湖》
梭罗 著

《瓦尔登湖》记录了美国作家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所见、所闻和
所思。1845年3月，梭罗来到瓦尔
登湖畔，开始搭建小木屋。4个月
后，梭罗开始了那段成为传奇的独
居生活。两年后，他带着在湖边生
活时完成的书稿，离开了那座他亲
手所建的木屋。之后七年间七易其
稿，直到1854年8月9日才正式出
版。

《云雀叫了一整天》
木心 著

《云雀叫了一整天》依据木心
晚年定稿，甲辑收录 《大心情》

《火车中的情诗》《从前慢》《永井
荷风的日本国》《而我辈也曾有过
青春》《安息吧，仇敌们》《知堂诗
素录》等；乙辑收录俳句，并配有
作家影像、创作手迹等。诗集首次
出版时，木心已八十二岁。这100
余首意境深远、金句频出的诗篇，
逾百行木心式的精彩箴言，至今仍
为读者津津乐道。

■宋守业
时间走过，就成了岁月。

不过，在我心中，岁月比时间
有情。时间一旦走过，总是表
现得毅然决然，从不回头。岁
月呢？它虽会远去，却不会真
的逝去。它只是从你的眼前消
失，但还会再转过来躲入你心
里。我在故乡的童年和少年岁
月就是这样。每当我寂寞失落
的时候，故乡那段岁月里的一
草一木、一物一景，一件件往
事、一幕幕风情总会变着法子
跑进我的梦里。

比如，故乡的一棵棵树
木、一块块田地、一条条街
道，还有那牲畜拉动的农用车
辆、肩扛手拿的耕种农具，散
发着泥土芬芳的花花草草，充
斥着人间烟火味道的灶火屋和
茅草屋顶上的炊烟，流淌着母
爱的织布机、纺花车、针线簸

箩和槌布石，滋润身心的老井
和池塘，加工口粮的石磨碾盘
以及脱坯烧窑行大夯，走亲串
门娶媳妇等等物件与往事，总
会翩翩舞进我的梦里。它们是
那么亲切自然，那么令我愉
悦，愉悦得我直想用小小拙笔
把它们绳结起来，并与人分
享。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乡
愁情思吧。

为此，近些年我本着“时
间走过，把乡忆留下”思想，
或静思回忆，或回到老家与发
小、老人座谈，采取“写实、
可读并重，宣传、继承并蓄”
方法，陆续撰写发表了百余篇
关于故乡的散文和小说，得到
了诸多读者的关注、好评。

几年前的一天，曾与一位
我所敬重的老领导相聚。嘘寒
问暖过后，他立马转换话题问
我：“最近老是看你发表一些

有关老家的文章，很耐人寻
味。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想表达
一个什么思想呢？”对此，我
回答：“我写那些文章并没要
刻意展示什么思想，它只是我
对乡愁的一个体现而已。”

是的，人人心中都有乡
愁情结，而乡愁的对象是故
乡。每个人的故乡虽不同，
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城市，
有的在海边，有的在山区，
但它们有共同点：均是一个
人 出 生 、 小 时 候 生 活 的 地
方，也是一个接纳疲惫、抚
慰忧伤的地方，更是一个让
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的故乡是一个乡间小
村落。那里有我最牵挂的故
人，有我最思念的风物……
那里给了我温馨的生活，那
里记录着我的成长。“桃花潭
水 深 千 尺 ， 不 及 汪 伦 送 我

情”，是李白对汪伦深情厚谊
的比喻。然而，这与家乡对
我的恩情相比，不知要差多
少倍。每每想起故乡，让我
总 有 一 种 “ 寸 草 难 报 三 春
晖”的感觉。基于此，我特
以“乡木·乡草·乡物”和

“乡风·乡情·乡事”两部分
为架构，精心挑选 60 余篇近
年发表的有关乡愁的作品集
结成了这本 《情怀乡间》，算
是我结草衔环回报故乡的一
个小小行动吧。

也许书中文字远远不能表
达我对故乡的那份情、那份
爱，但在人生的历程中，我早
已把故乡的一草一木当成了一
个个路标，并把故乡过去和现
在发出的声音当成一阵阵钟
响，时刻警示我看清来路，不
忘故乡。因为它是我的根之所
在，是我安放灵魂的地方。

作家简介：宋守业，召陵
区作家协会主席，《河南文
学》《经典文学》 签约作家，
曾在 《中国组织人事报》《中
国劳动保障报》《河南日报》

《牡丹》《漯河日报》等发表小
说、散文 （随笔）、报告文学
作品 200 多篇，共计 100 多万
字。

宋守业宋守业 本人提供本人提供

时间走过，把乡忆留下 ——《情怀乡间》后记

■程慧鸽
翻开这本书，就像走进了

一部老电影，走进了旧时光。
镜头里是一个村庄，村庄有很
多树，有 《村西头的大柳
树》，有《邻居那棵大槐树》，
有《菜园北边老柿树》；还有
那个年月的车，有《威风凛凛
大马车》，有《吱吱呀呀独轮
车》……一个个镜头带着时空
的回响，散发着浓浓的乡村味
道。

宋守业的《情怀乡间》分
为“乡木·乡草·乡物”和

“乡风·乡情·乡事”两部
分，用温情、细腻、生动的笔
触，以丰盈的描摹，细数漯河
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事
一物。这部散文集是关于过往

乡村生活的全景式再现和文学
性表达，涵盖了乡村的方方面
面，朴实的文字仿佛是从泥土
中长出来的，唤起我们温暖经
年的共情与记忆。

作者对乡村草木风物的描
述没有停留在大家熟知的层
面，而是深度挖掘，引经据
典，极尽丰满。我读了《香椿
树，臭椿树》这篇文章才知道

“椿萱并茂”的真正含义。作
者不仅写香椿的吃法，还写邻
居们摘香椿的场景，写老家与
椿树有关的风俗等。乡村司空
见惯的椿树，作者洋洋洒洒写
了3000多字。

书中对好多旧物件进行
了详细描述，就像电影里的
特写镜头。比如，在 《架子

车上的年华》 中，详细介绍
了架子车的结构、使用方
法 ； 在 《冬 日 里 的 草 鞋》
中，介绍了草鞋的制作方法
等。初读时我并不理解作者
为什么不惜笔墨写这么多介
绍性的文字，细想之后才明
白：为了记录。因为深爱着
自己生活过的乡间的一切，
所以作者写洋油灯，写流淌
着母爱的织布机、纺花车
等。每一个老物件都浸透了
作者的无尽乡愁。用文字记
录是作者留住乡愁、回报故
乡的最好方法。作者是生活
的有心人。他写下所见所遇
的一切，用真诚文笔和鲜活
素材书写历史文化、时代变
迁、风土人情，把个人经历

变为珍贵的怀念，打造一个
属于时代的里程碑。这便是
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这本
书令人尊重之处。

翻开这本书，儿时的欢
乐场景一幕接一幕，一遍遍
勾起我对乡村丝丝缕缕的怀
念。童年在乡村度过的人，
读了这本书一定会走进时光
深处，重拾儿时记忆。就像
书中所写，“岁月悠悠，总会
令人忘记许多事情，但故乡
和童年是个例外”。

作者的文字通俗易懂，同
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读来好
像吃到了小时候爱吃的烧麦
子，唇齿含香。生产队的菜园
子，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
好。村庄上空的炊烟，有时缓

慢温柔，有时瞬间飘散，有时
甚至兴奋欢快。书中不少篇章
段落令人耳目一新，身心愉
悦，足见作者文字功底深厚。
读着这些文字，你会感觉乡村
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欢喜
的。希望大家能翻开这本书读
一读，和作者一起回忆乡村、
梦回童年。

宋守业笔下呈现的是召
陵区的一个村庄。我想每一
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记忆
里都有这样一个村庄。小时
候我们和村庄血脉相融，长
大后距离和时代让记忆里的
村庄变得渐渐遥远、模糊。
幸好有这本书，让那个村庄
再次清晰，让我们和那个村
庄再次亲近。

旧时光里的村庄 ——《情怀乡间》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