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真情，我还能给你什么
———读刘正国《激扬文字》一书有感

今年
3

月，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
美好春日， 朋友转给我一本散发着油墨清
香的新书———刘正国同志的《激扬文字》。

爱不释手地打量，迫不及待地品读，立
即就被吸引了。读完书中温热的文字，我仿
佛一下子触摸到了它鲜活的灵魂———唯斯
人，斯有斯文。

从
2008

年
2

月到
2013

年
4

月， 五年零三
个月，刘正国同志担任信阳日报社社长、党
委书记。 繁忙的公务之余， 他“干啥吆喝
啥”，先后写作评论、散文等各类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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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平均一周一篇，他的勤奋，着实让人佩
服！

“在这段时间里， 我时常处于紧张、忙
碌而又富有激情的状态。 富有挑战性的工
作， 加上在我胸中时常奔涌着的年少轻狂
似的激情， 便催生了我这些多由心底流淌
出的带有体温的文字， 我将它们简单地概

括为《激扬文字》。”诚如斯言，《激扬文字》

是用激情和责任、热情与执着“孵化”出的
“优质产品”，怎能不让人点赞！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激扬文字》共精选了
108

篇文章，分为“春
种秋收”、“放歌信阳”、“干部纵横”、“冷眼
观潮”、“浅吟低唱”、“议论风生”、“真情永
远”等七个部分。每篇文章，皆有可圈可点
之处，或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或引经据典，

振聋发聩；或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或娓娓
道来，舒缓说理；或冷眼旁观，疾恶如仇；或
谈笑风生，自然天成。

唯斯人，斯有斯文。《激扬文字》文字激
扬！它记录着信阳改革发展的步伐，见证了
老区人民务实求进的点点滴滴。《在变化中
聆听信阳前进的足音》、《咬定试验区建设
不放松》、《吹不响的自豪》、《说说息县的
“三把刷子”》、《新县新事》、《上天梯的“秘
诀”》……饱蘸真诚的字字句句，无不凝聚
着一位大别山儿女的赤子情怀。

唯斯人，斯有斯文。《激扬文字》力透
纸背！《“用老办法在新油田里找油” 好》、

《换个思路办“茶晚”如何》、《关于“民主推
荐”的一声叹息》、《拒绝收买》、《莫负人生
好春光》、《为官一任发展一方》、《勿忘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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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座椅让人忧》、《学术丑闻
频发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五禁止十
不准”当须内化》、《“禁酒令”的启示与效
应》、《何时缚住“脏”龙》、《致力建设魅力
个人》等等，无不彰显着一个正气凛然的
思想者深沉而冷峻的思索果实，充满着理
性的光辉。

唯斯人，斯有斯文。《激扬文字》饱蘸真
情！《那些远去的背影》、《老耿，了不得》、《此
情已然成追忆》、《父亲走后》、《师母》……

这些为亲人、长辈、朋友，甚至下属写就的
文字，朴实无华却又撼人心魄，凝神细看，

让人扼腕，无不饱含着作者至真、至情的真
性情。

思想情感为创作的渊源， 性情品格又

为思想情感的型范。正如屈原的忠贞耿介、

陶潜的冲虚高远、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
忧民忧国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一样，透
过眼前这些发人深省的文字， 刘正国同志
敬业乐群而又风规自远的形象亦跃然纸
上。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和风细雨也是性
情。品读《激扬文字》，犹如与知音老友秉烛
夜聊，促膝长谈。掩卷而息，耳边竟悄然回
响起了那首久违的旋律， 那是黄格选在电
视连续剧《英雄无悔》中的深情表达，“除了
真情我还能给你什么……”这正是《激扬文
字》的话外之音———一位心口如一、文如其
人的真性情文人的心灵独白。

一年前， 刘正国同志奉调到畜牧局当
局长，从“文胆”到“猪倌”，他竟如得天所
赐，高高兴兴而去，兢兢业业为官，一如既
往地秉持着“卖啥吆喝啥”，不曾有一丝懈
怠。为人为文，异曲同工，不由人不感慨不
已：斯文哉，必先有斯人！

□

姚孝平

□

豫风

□作品鉴赏

记忆中的旧书摊

第一次逛旧书摊， 是在读高中时。当
时，我是住校生，周末回家。我家在一个偏
远的小村庄，离市区较远，出于对城市的
渴望，一次周末晚上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骑
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市区玩。 当时，夜
市算是市区最热闹的地方。街上摆着许多
衣服、电器、水果摊，路人络绎不绝。我漫
无目的地走着，走到西头发现了一个旧书
摊，地上摊一块布，放着几十本旧书和杂
志，边上停辆三轮车。我停了下来。有的书
封面已发黄，看来有些年头了。我如获至
宝，蹲下仔细翻看。

约摸呆了近一个小时，我才挑选好要
买的书。几本小说月刊，九几年的，昆仑、收
获、芙蓉，八几年的。旧书不贵，薄的一块钱
一本，厚的两块。我偏爱这样的旧书，有种
古老的气息散发，空下来读几篇小说，实在
太惬意。起身时，我才看清老板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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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中等个子，脸黑，留着胡子。付好钱，带
上旧书，我满足地离去，并不与他交谈。

此后，我多次在此旧书摊购买旧书，足
足有

30

多本。许多年后，我在同学的洗车店
巧遇这位卖书老板， 他如今开了好几家书
店，卖的多是各类教辅书。我笑着说，当年
曾到你的摊上买过许多杂志， 现在还保存
着。老板笑笑：“都是两三角钱从一些工厂、

单位的图书室淘来的，废品价收进来的。卖
一本赚几角钱，没花头。还是现在卖教辅书
好赚钱。”

在外地上大学时， 逛旧书摊成了我一
大爱好，乐此不疲。夜市离学校很远，要骑
一个多小时车， 我和一个同学每到周末必
去逛几圈。这里的书摊有好几个，有的卖些
有色彩的书，有的卖封面精美的盗版书，只
有他的摊上摆着纯粹的书。 他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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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头的中年人，听口音是四川人，别人蹲在他
摊前，他自顾自地抽着烟，并不介绍推销。

别人问他有没有某某作家的书， 他能马上

回答上来， 看来职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化层
次。书摊内容倒也丰富，有许多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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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很出名的作家的作品， 刘心武、 冯骥才
的，也有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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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余华、马原、迟子建
的，甚至还有武侠连环画。

我花十几块钱挑几本旧书，三四块钱
一本，封神演义、七侠五义、红楼梦就是在
这个书摊上买的。又想省钱，又想看书，穷
学生的快乐与收获就藏在这盏昏暗且略
带黄色的灯光下。在这里，没有人会提醒
你要关门，不用担心价格贵买不起。看得
满意了，再买。不买，只是看，也不会招来
摊主讨厌。我喜欢这种感觉，自由，舒服。

枯灯黄卷，几个爱书的闲人，没有闲话，只
是安静阅读。

如今阅读环境有了极大改变，手机电
脑上就可以方便阅读，不用专门跑旧书摊
了。但借助现代工具的快餐阅读，只是人
们繁忙工作之余的一种消遣，而非心灵阅
读。我们读段子看新闻，已不愿去寻找那
些打动我们灵魂的文字了。很多民营书店
纷纷倒闭，新华书店专卖教辅材料和学习
机之类的电子产品， 旧书摊也极难见到
了。那种看到书的喜悦、捧着书的安然，怕
也难寻了吧。

□

方志宏

寻 找 民 间 灵 气

———记商城县剪纸艺人朱华梅
信阳商城剪纸艺术历史悠久， 在纸艺

上兼有南北纸艺风格，注重明暗、疏密的对
比关系，装饰表现较为独特，形成了豫南剪
纸清新秀丽、剔透玲珑、栩栩如生、俗中透
雅的艺术特点。 商城县民间艺人朱华梅酷
爱剪纸艺术，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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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探索和研究，既
继承了民间传统，又有创新和发展

,

其剪纸
利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剪出简练、概括、稚
拙感很强的作品来

,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
风格。

朱华梅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 这是一
个山清水秀而又闭塞的地方，民风淳朴，民
俗浓厚。逢年过节，街坊老奶奶剪出的栩栩
如生的花鸟虫鱼和变幻无穷的吉祥图案令
幼年的朱华梅流连忘返。 这些多姿多彩的
喜花、 窗花、 灯花不仅唤醒了她的艺术天
分， 也使她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多年来尽管人生路
上有着不尽的酸甜苦辣， 学艺途中有着诸

多的挫折坎坷， 但她仍然没有放下心爱的
剪刀， 靠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剪开了属于自
己的一片天。

1993

年秋， 朱华梅有幸结识了民间艺
术大师泥猴张先生。 泥猴张先生十分欣赏
朱华梅的剪纸作品和她对艺术的执着，他
对朱华梅说：“要掌握好剪纸技巧， 就好像
学习外语，你只有听懂了外国人的语言，才
能和外国人交流，剪纸也是一样，只有弄明
白了规律，才能和它对话，才能剪出好的作
品。”经过泥猴张先生的点拨，朱华梅豁然
开朗。于是，她深入生活，从原汁原味的现
实生活中提炼素材，《磨豆腐》 就是豫南农
村极为常见的一幕：丝瓜架下，丈夫推磨，

妻子添豆， 夫妻之间默契的配合让人自然
而然地联想起原生态下男耕女织的场景。

这个温馨甜美的意境又因为那只趴在地上
懒洋洋的小花狗和丈夫含情脉脉注视着妻
子的眼神而更加完美。 这种看似不经意而
又精心添加的细节在朱华梅的作品中俯拾
皆是。如《纺线线》中的那盏油灯和男青年

手中的那支箫都是意境营造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

朱华梅的作品很受欢迎， 这些年每年
都有好的作品问世并获奖。其剪纸作品《茶
水寄深情》 在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南省第二
届剪纸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剪纸作品《大别
山古塔》在中国首届“中华巧女”工艺大赛
中荣获“中华巧女”证书；剪纸作品《春姑
娘》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 河南省委宣传部等十多家单
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民间工艺精品博览会展
出并荣获银奖。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还特意与朱华梅合
影留念，鼓励她继续努力，多出精品。

在剪纸的基础上，

2006

年，朱华梅开始
探索树叶雕刻艺术创作。 她利用树叶的形
状、颜色、叶脉，把山水、云霞、花鸟、生灵等
人间美好生活及向往用刻刀浓缩于方寸之
间，使小小叶片展现无尽风采。她说，艺术
的生命力源于生活。 只有把握好生活中的
细节，才能使艺术有持久的生命力。创作叶

雕《温馨》灵感来自她到乡下采风时，偶然
见到绿茵茵的草地上，一只公鸡、一只母鸡
带着一群鸡宝宝觅食嬉戏的场景。 绒球一
样的小鸡是那么可爱，她觉得这个“家庭”

实在太温馨了，于是激起了她的创作欲望，

当即拿出纸笔，对这个场景进行了写生，经
叶形的选用，展现出整个温馨的场面。

如今，朱华梅的作品造型大气浑厚，艺
术想象力丰富大胆， 剪刀在纸张上的操作
技法运用得如鱼得水、 游刃有余……朱华
梅成功了，也出名了，在商城县和信阳市的
酒店宾馆，经常可以看到她的作品。朱华梅
也因此成了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 河南卫
视、信阳电视台以《杰出民间艺术人物朱华
梅》为题对她进行了专访；香港一家杂志对
她及她的作品作专题介绍。

2006

年，她的作
品入选中国第三届艺术博览会精品展，她
本人被评为河南省民间艺术大师、 民间工
艺家。其作品有百余件被《美术家》、《中国
老人》、《中国艺术报》等报刊转载。著名文
艺评论家柯文辉曾以“质朴清新、 不拘一
格”盛赞朱华梅的剪纸作品。

朱华梅明白，剪纸不仅仅是一门民间
艺术，而且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如今，已经
是中国民间美术学会河南分会会员、河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的朱华梅要做的
不仅仅是创作更多更好的剪纸作品，而且
要把这门传统艺术传承下去，让世界为之
惊叹。

□信阳文化

《幸福的哲学》

作者：周国平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中， 作者思考的中心是

价值观问题， 对何为幸福的人生
进行了诠释：人最宝贵的东西，一
是生命，二是心灵，而若能享受本
真的生命，拥有丰富的心灵，便是
幸福。 让你从平时过的具体日子
和做的具体事情里面跳出来，放
下社会的身份，回到人这个原点，

去思考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问
题。 对生命和灵魂的本真进行了
思考，倡导人们珍惜平凡生活，注
重内在生活， 这对疲于生活的现
代人是很好的心灵抚慰和人生指
向。

这本书， 是作者数十年智慧
的沉淀，从青年与幸福、财富与幸

福、成功和优秀、思考死亡、内心
的生活、生命的品质、对生命和灾
难的思考、阅读与人生、教育的目
的等诸多方面，对读者的提问，进
行了精彩绝伦的阐释。

○阅读在线

《寻味中国》

作者：林留清怡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林留清怡出生于芝加哥，在南

加州长大，从小喜欢写作，哥伦比
亚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之后才首
次来到中国。她发现，和世界上其
他地方不同，中国人对美食充满了
热情。冒险之旅从北京的一所“既
没有暖气，也没有量杯”的烹饪学
校开始，到山西面摊和饺子馆做学
徒工，再到上海外滩顶级餐厅的大
厨。从普通的面条、饺子，到狗肉、

牛鞭， 又或顶级餐厅的饕餮盛宴。

在厨房里，在餐桌上，她遍尝独特
的中国美食，也碰到形形色色的中
国老百姓，并耳闻目睹了这些人物
普通或又不平凡的经历、故事。

作者幽默生动地写下了她的
经历。酸甜苦辣咸，所有的滋味都

在书中一一呈现， 从中国人的餐
桌看尽中国社会的风貌百态和时
代变迁， 以及美食如何慰藉人们
的心灵。这个“味”，不仅仅是美食
佳肴的美味，更是人生的滋味，引
人思考，令人回味。

《大数据在中国》

作者：赵伟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也许这是迄今为止最易懂、

最实用的大数据类图书。因为，除
了本书， 再也没有另外一本书让
你如此接近中国大数据时代的现
在与未来！ 本书中用最精简的文
字、 最翔实的案例分析了大数据
的特点、 原理以及在当下中国各
个领域的运用。 同时给我们企业
与个人提供了新的参考———大数
据时代将对中国企业转型提供哪
些支持？ 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哪
里？如何将“大数据思维”转化运
用到管理、 营销以及生活当中的
方方面面？ 我们个人又该如何搭
上“大数据”的快车实现商业价值
与个人理想？ 书中不仅展示了微

软、亚马逊、谷歌、

Facebook

、

Twit鄄

ter

等大数据先锋公司最具代表意
义的应用案例， 也展示了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

360

、小米等百亿
公司在大数据上的中国式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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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父母当教练》

作者：陈恒霖
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
内容简介
这本书从专业的心理学、教

练学角度，教你摆脱“父母”角色
的局限，以教练的心态、方法培养
孩子，与孩子沟通交流，陪他们成
长，训练他们独立学习、思考的能
力。作者在书中不断追问：孩子开
始叛逆与难以理解的年纪到了，

你烦恼吗？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

将来要当艺术家、 舞蹈家、 运动
员、开花店，你会有什么反应？如
果给你一副新的眼镜， 你如何重
新看待青春期的孩子？ 如果你曾
错待自己的孩子， 现在可以做些
什么来弥补？ 当孩子在学习中面
对挫折时，要给予什么帮助？面对
这一系列问题， 成为“教练式父
母” 是最佳解答。《不当父母当教

练：和孩子一起度过青春期》写给
每一位“家有儿女初长成” 的家
长。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孩子，只
有先放弃孩子的父母。 面对孩子
“暗流涌动”的青春期，你准备好
了吗？

《安静就是力量》

作者：马晓云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安静”的角度出发，

以“安静”为主线，向读者介绍了
该如何找寻自己的本心， 如何在
浮躁和功利的社会中找到原来的
自己。通过各个章节的介绍，让人
们感受到安静所能带来的好处，

让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感知到真
正的自己。

失望的时候， 你是奋起还是
绝望？烦恼的时候，你是看开还是
急躁？这个时候，不妨安静下来，

给自己一个空间，反省一下自己。

那么， 所有的疑惑都会有一个合
理的答案， 所有的问题都会有一
个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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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自己警告说： 人吃饭是为了活
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
暂的，决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一
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 晚上躺在床上就疚
亏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

———季羡林《真话能走多远》

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我们都相信人总
是要死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
们清醒，使我们悲哀，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
诗意。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办法过
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 它使我们心中感
到平静。 一个人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最坏遭
遇的准备，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读书原为自己受用， 多读不能算是荣
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

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
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骋十
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
手而归。

———朱光潜

如若可以， 请许我一段尘埃落定的静
美时光。我想与你，在绿荫如盖的大树下摇
扇吃茶，话一段日常趣事；我想与你，去雨
后的空山里摘金银花，以花为被、做衣、当
枕，装饰一帘幽幽的梦；我想与你，在朴素
安静的山村中，看炊烟袅袅，听渔歌号子。

———沈善书《时光印痕：唐诗宋词中
的节气之美》

读书有时，亦须有地。善读书者，则觉
一切声色货好之处，无不可于书中得之也。

试做读书百宜。秋窗日午，小院无人，抱膝
独坐，聊嫌枯寂，宜读《庄子·秋水篇》。菊花
满前，案有旨酒，开怀爽饮，了无尘念，宜读
陶渊明诗。黄昏日落，负手庭除，得此余暇，

绮怀万动，宜读《花间》诸集。

———张恨水

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 咳嗽、

穷困和爱；你想隐瞒越欲盖弥彰。人有三
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
想挥霍却得不偿失。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
挽留的，时间、生命和爱；你想挽留却渐行
渐远。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 但也
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 我觉得人的脆弱
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
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
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莫泊桑《羊脂球》

□经典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