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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有的来自父母从小
培养，有的来自环境熏陶，有的来自
后天形成。我的阅读兴趣是从看了
两本书之后形成的。

回顾自己的阅读历程。我的学
生时代是在古县南坡小学和下冶中
学度过，由于家庭贫困，除了小人书
没记得看过其他的课外书籍。1987
年参加工作后，由于从事新闻宣传
工作，开始阅读一些书籍，大多都是
新闻宣传类的。2005 年后，由于工
作原因开始阅读一些管理方面的书
籍。做文字工作时间长了，有了一些
积累，2007年我的第一本新闻作品
集《成长之路》出版，阅读使我学会
了经常总结。2011 年，我的工作又
有调整，阅读范围也进一步拓宽，虽
然日常工作很忙，但时常挤时间读
书，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阅读
对个人能力素质和业务技能提升有
很大的帮助。工作成长中有成功的
喜悦，也有失败后的思考，2016年 4
月，我拿起了已放置几年写新闻稿
的笔，开始学习给党报写评论稿，每
个月都有评论发表。2017年我的第
二本书《一篇评论一座桥》评论集出
版，阅读和工作体会中的点滴思考，
形成了我在党报上发表的篇篇评
论。

阅读能够长知识、增才干、学方
法，但真正形成阅读习惯的人，都是
会从阅读中汲取向上向前精神力量
的人。几年前，我阅读了《梁衡谈阅
读》这本书后，爱不释手。我反反复
复阅读研究了几遍，有的文章还摘
抄到笔记本上，用于深入学习研究。
比如作者在《书籍改变世界 读书改
变人生》一文中的两个观点：一是读
书是为了生命的完整，人的生命一
半是物质，一半是精神，读书是对精
神那一半生命的能量补充。书中讲
述了电视上曾播放过的一个真实故
事，有人问西部地区的一个放羊娃，
你为啥要放羊？放羊娃说，挣钱。挣
钱干什么？娶老婆。娶老婆干什么？
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样一个
简单的循环是什么？就是只为了活
命，完成人口的简单再生产，这就是
只实现了人的生命价值的一半。作
为人，还有另一半更重要的，就是精
神世界。二是阅读有 6个层次，即刺
激、休闲、信息、知识、审美、思想，这
6个层次由低到高，反映着一个人不
同的文化程度、修养状态和价值取
向。可以说，这本书中的文章和观点
让我收获的不只是精神食粮，还有
阅读学习的种子，它让我对阅读产
生了新的认识和兴趣。

《与年轻官兵谈人生》一书是以
书信的形式解答年轻官兵从军路上
遇到的各种做人方面的难题，全书
共 33封信，作者用自己的丰富经历
和奋斗感悟，搭起了一座座引导人、
塑造人的桥梁。捧起这本书，里面有
一种神秘的力量，会赋予你战胜困
难与挫折的智慧和勇气，会给你成
长与前行的力量。书中《为什么要读
书》《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不动笔
墨不读书》的这 3篇书信文章，给我
思想启迪深刻，坚定了我在工作生活
中把阅读与记录、阅读与思考、阅读
与写作有机结合的信心和决心。2019
年7月，我的第三本书《思考的声音》
评论文集出版。

《梁衡谈阅读》《与年轻官兵谈人
生》是我在阅读中遇到的精品书籍，
是激发阅读兴趣、保持思想活力、助
力我形成阅读习惯的两本好书。从我
本人的成长和阅读经历看，阅读既需
要勤奋，还需要讲方法。阅读为我打
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也教会了
我坚韧不拔、抵御干扰、持续用力的
学习习惯和人生追求。

阅读既是脑力活儿，也是体力
活儿，没有强大的恒心和毅力是难
以保持的，所以真正把读书学习当
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
种精神追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我们一直在路上。

阅读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生
活多姿多彩，阅读让我们从中领悟
读书乐趣，多彩生活，奋斗人生。

 

 


































































几年前的夏天，全家人去宁夏
游玩，因飞机延误，不得不在机场
附近的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上
午，我们漫无目的地在附近溜达，
走着走着，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
向行人打听才知道，这竟然就是大
名鼎鼎的黄河。

河面宽约二三百米，一眼望不
到对岸。平展展的，一望无际，看远
处的河面，几乎感觉不到水流的涌
动。站在古老的黄河岸边，仿佛经
受着岁月的冲刷和洗礼。岸边的田
地里，快要成熟的高粱翘首欢迎我
们，望着这平静的河流，熟悉的庄
稼，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家乡的那
条小河边。

小河从老家的院子旁缓缓流
过，每当夏天来临，她就从坡道上
倾泻而下，叮叮咚咚地唱起歌来。
相比这雄浑的黄河，那条小河实在
是太小了，甚至都没有名字。但这
丝毫不影响我们将这小河当成乐
园，母亲和村里的女人们在河边洗
衣服，我们就在旁边嬉戏玩耍，有

时故意往水里丢石子，把正在洗衣
服的大人们溅一身水。

流水悠悠，光阴荏苒。在我还没
长大时，小河的水流渐渐变小了，后
来，竟然干涸了，最后，河道也被填
平了。多少年过去了，我时常在梦中
听见小河的轻唱，看到母亲在河畔
洗衣的年轻身影。虽然，岁月早已将
家乡的小河风干，而如水的时光里，
那些纯真的过往，却长久地滋润着
我，就像眼前这坦坦荡荡的大黄河，
奔流不息，一路向前。

时光的流逝，似乎无声无息，
在不经意间，带走了曾经令我们欢
欣和痛苦的一切。尽管生命中的种
种已随岁月悄然流逝，但记忆里那
些难忘的遇见，却让我曾经迷茫的

心，一点点变得坚定，始终保持着
对生活的热忱。

想起那年，我一个人爬泰山。到
了十八盘时，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看
着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由得打起了
退堂鼓。就在这时，我遇见了两个大
学生，他们不仅热心地帮我拿行李，
还鼓励我一同爬山。就这样，艰苦跋
涉了四个小时，我终于站在了山顶，
见到了从未见过的风景。

这次难忘的遇见，帮我圆了登
顶泰山之梦，也让我的苦恼和烦
忧，遗落在了山间的清风里。一路
走来，有过多少难忘的遇见啊！遇
见过美丽的风景，遇见了温暖的感
动，也曾与意外和挫折不期而遇。

许多的遇见，无论美好轻松，还

是痛苦沉重，就像我此刻偶遇这条河，
匆匆聚散，都化作了无形的力量，
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此刻回望，往昔已
匆匆走远，在那些深
情的遇见里，明月相
照，故人相伴，氤氲
了岁月，晕染了时
光。路过的许多风
景，被河流冲刷到
两岸，而生命却如
这奔腾的河水，流
到浅滩就铺展成一
片，遇到绝壁就飞流
直下，遇到过不去的
阻碍，选择绕道而行，
随圆就方，随遇而安。

坐在黄河岸边，我呆
呆地注视着河面，任思绪无边
蔓延，久久不愿起身离开。要不是
航班临时取消，我又怎能看到这
别样的风景呢？很多时候，安然接
受，顺其自然，也许就会与美妙的
遇见撞个满怀，收获意外的惊喜。 本版责编：李 慧 本版校对：贾 楠

遇 见 一 条 河
□ 辛宇卉

阅读的乐趣
□ 刘广敏

歌中的乡愁
□ 郑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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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西北风东南风吹过的黄土高坡
是我眷恋的地方
每当唱起这故乡的歌谣
一切烦恼都飞到天边云霄

村边的汾河
依然静静地流淌
这古老的村庄
焕发着勃勃生机

梦回童年
娃娃们结伴上学
从小就学会劳动
深知粒粒皆辛苦
踢毽子、跳皮筋、滚铁圈
就是开心的体育课

不能忘怀的
还有村乡的卫生所
赤脚医生堪比华佗
一根银针几包中草药
治好了多少人的头疼脑热
映入脑海的还有
古老的乡村烟火
威风锣鼓 戏曲说书
广场上的大电影
姑娘小伙欢天喜地扭个秧歌

汾河岸边
听一曲怀旧的老歌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当贴面的微风轻轻吹来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 归来吧
远离故乡的游子
擦干苦涩的汗水
背起装满酸甜苦辣的行囊
用热血、智慧和勤劳的双手
重新打造
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故乡

我的爱我的爱

伴随着你的脚步伴随着你的脚步

走过了春夏秋冬走过了春夏秋冬

爱爱，，从晨曦中的日出从晨曦中的日出

走向红霞烂漫的夕阳走向红霞烂漫的夕阳

我的爱我的爱

把汗水化成海洋把汗水化成海洋

任波涛潮起潮落任波涛潮起潮落

爱爱，，是一叶快乐的舟是一叶快乐的舟

迎着朝阳送你去远航迎着朝阳送你去远航

我的爱我的爱

字典里没有娇宠字典里没有娇宠

听狂风暴雨霹雳听狂风暴雨霹雳

爱爱，，是一束温暖的光是一束温暖的光

信念托起明天的太阳信念托起明天的太阳

我的爱我的爱
——致我的孩子致我的孩子

继商务印书馆出版《前中国时代》
和《元中国时代》之后，研究出版社最
近又出版了《晚夏殷商八百年》，至此，
我的上古中国三部曲得以全部和读者
见面。

这3本书构成了我关于从传说中
的“五帝”至商代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
系。《前中国时代》叙述的范围在公元
前4000年～前2300年之间，是传说中
黄帝至帝喾时期，也是“最早中国”的
孕育时期；《元中国时代》叙述的范围
在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之间，是
传说中的尧舜至夏早中期，也是“最早
中国”诞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晚夏
殷商八百年》叙述的范围在公元前
1800年～前1046年之间，是晚夏至商
代覆亡时期，也是“最早中国”早期发
展阶段，是为早中国时代。

这3个时代是中国从传说跨越至
信史的 3000 年，对其发展的历史脉
络，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恍惚不
清的迷茫状态之中。我的研究方法是，
充分利用这一百年来中外考古学所取
得的成就，对文献记载和传说分别从
中国境内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性
质、迁徙、裂变，及其碰撞、纠缠、交融、
衰亡等方面，予以梳理、比较、鉴别，实
际上也就是用“三皇五帝”及相关族群
碎片性的历史遗存去校正文献上五花
八门的说法，由此揭示出华夏祖先在
上古时期艰难复杂、跌宕起伏发展历
程的漫漶足迹，大致梳理出了这 3000
年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和脉络。

说起这个体系的形成，还得追溯
到9年前。那时我已经对山西有关“三
皇五帝”的人文遗迹和相关传说进行
了多次的实地考察，《中华祖脉》就是
在此期间写成的。写《中华祖脉》前面

几个篇章时，我逐渐产生了写一本完
整中国上古史的愿望。

我最初想得比较简单，就是想通
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梳理出一个
比较清晰的“三皇五帝”历史发展脉
络，但很快就发现，这一想法是比较幼
稚的。因为各种文献记载的“三皇五
帝”出入太大，有很多甚至是自相矛
盾，牛头不对马嘴，颠三倒四之处甚
多。而且，通过实地考察，我还发现，全
国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版本
的“三皇五帝”说法在流传。我意识到，
这些流传在不同地域的民间传说和文
献上互相矛盾的记载，其实可能都是
上古社会不同部族流变后的记忆、认
知，它们都只反映了历史的一个点或
一个面，而且还是后人“再创作”以后
的失真版本。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
下，要按照最初想法从文献和传说中
梳理出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三皇五帝”
框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从那之后，我一方面开始面向全
国，前往各地有“三皇五帝”人文遗迹
和传说的地方进行巡游考察，另一方
面我把目光转向考古领域，开始大量
学习、研读先秦方面的考古学著作。

这一转变让我豁然开朗，我有了
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发现了一片新
的天地。以前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东
西居然能从考古学中找到明显的痕
迹。但很显然，个别考古学者也犯了一
个形而上学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总是
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面谈同史前传说
相关的考古实证，而完全忽视了不同
地域和不同时段的传说记载。换言之，
他们没有意识到，“三皇五帝”传说实
际上折射的是一个包含了巨大时空范
围的、错综复杂的、且是变动不居的有

机历史整体。
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

在60岁完成中国上古大历史的写作。
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尽管前行的道
路极其艰难，而且很可能还是无功而
返，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信念。

我原来想好的书名就是《中国上
古大历史》，而且只写一本。后来之所
以变成三本，且将书名都换掉，是两
个原因促成的：一是深受苏秉琦先生

“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理论和
许宏与何驽关于“最早中国”争论的
影响；二是“五帝”及夏商两代涉及
3000年的历史。显然，写几十万字的
一本书恐怕难以说明问题。

最早动笔写这个系列是在 2016
年10月，我当时写的是《前中国时代》

“良渚古国”相关内容，但仅仅写了一
章就由于资料的匮乏和思维的混乱
而不得不停下笔来。

这期间我将相关考察笔记整理
后，集成《家国往事》和《祖先，祖先》
两本书先后出版，引起了一些关注。
2017年春季，中央电视台 6集纪录片

《陶寺村的故事》（原名为《华夏之
源》）摄制小组找到我，请我出任该片
文化顾问，并拍摄我寻访、考察华夏
文明遗迹的片段。当年 11月，在临汾
康庄拍摄完我寻踪帝尧“击壤碑”的
场景后，我随山西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中东考察团前往中东，重点是到埃及
进行了考察。

“出演”《陶寺村的故事》，增强了
我走下去的信心，而出访中东、考察古
埃及文明则进一步开拓了我的视野，
我不再是站在山西，也不仅仅是局限
在中国范围以内，而是开始站到整个
世界文明史的巅峰去重新审视“三皇

五帝”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
视野开阔了，方法对头了，我感觉

以前碰到的诸多难题，逐渐开始有了
解决的思路。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
积累和其他准备工作，2018年11月15
日，我再次拿起笔来。不过，这次我选
择的是先写《元中国时代》，这样做，一
是为了打通“前中国时代”到“早中国
时代”的中间环节；二是我对元中国时
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陶寺遗址更为
熟悉，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家乡。

没有想到，这次重新披挂上阵十
分顺利，就像驶上了“高速”，一路畅
通。3本书 130多万字，我用了 3年时
间就完成了，并且每一本都是在写完
之后于第二年就顺利出版了。这比我
原来的计划整整提前了5年。

欣慰的是，早在写《元中国时代》
之时，我就被聘为了山西大学哲学社
会学院客座教授。时为学院院长的孙
岩教授得知我这个研究写作计划后，
就向上申请，把我的选题纳入了山西
省“133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山
西大学三晋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创新
中心的出版资助范围。

前两本书出版之后，也在社会上
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元中国时
代》在 2020年 12月“商务印书馆人文
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
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
榜首；随后，又在2021年1月成功入选

“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
类”。《前中国时代》也在 2021年 12月
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历
史好书60种”榜单。

回想这十几年的研究之路，我的
确是有点后怕，其间的艰难困苦非一
言可以道尽。著名作家周宗奇先生说
我：“藐视浮华，埋头苦干，写人所未
写，大几十万字一部书一部书地往外
端，这份辛劳与精神，让人望而兴叹！
当今文人若此者，试问全国能有几位？
著书只为稻粱谋，代有贤者羞世俗。”

我没有周先生说得那么高尚，但
我知道在追踪祖先足迹这条道路上，
我还会走得更远。

道理很简单：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
如此。

追踪华夏祖先的足迹
——写在《晚夏殷商八百年》出版之际

□ 李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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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建
会

2022年 7月 5日晚，我在九州
公园观看了临汾市第十七届广场
文化消夏月演出。今年广场文化
消夏月的第一场文艺演出是“清
廉临汾”专场，展示临汾清廉建设
成果。晚会分序曲和“清廉临汾”

“时代丰碑”“奔向辉煌”三个篇章
共 14个节目。

宽阔的广场、绚丽的灯光、精
彩的节目、悦耳的音乐，给人一种
本乡本土的和谐氛围，加上汾河边
吹来的习习凉风，本来炎热的天
气，一下子凉爽了不少，给现场观
众带来说不出的舒爽和愉悦。

令人没想到的是天空突然下
起了雨，不一会儿，雨越下越大，在
场的人，为了避雨，有的支起雨伞，
有的穿上雨衣，有的将扇子斜顶在
头上，有的用塑料布盖在头顶，没
有避雨工具的，干脆直挺挺地站在
那里，享受淋雨的畅快。在闪耀的
灯光下。可以间断看到，雨滴下来
溅起的水珠，又打在旁边的人身
上，谁也躲避不了雨水的侵扰，但
谁也不在乎这些，目光都聚焦在舞
台上。

随着一闪一闪多彩的灯光，整

个广场瞬间都变成统一的色彩。再
看看天空的雨线，被闪烁的聚光灯
齐刷刷地切成一个巨大的斜面，互
相撞击，交叉迸溅，折射出奇妙的
画面，引发出美好的遐想。

露天舞台上，演员们的演出没
有中断，一心一意继续表演。

现场的蒲剧和眉户腔调，让我
越听越顺耳，电视里面的歌曲好
听，但总觉得没有现场演唱来得贴
切和热情。台下的观众紧紧盯着台
上的演员，台上的演员牢牢吸引着
台下的观众，有一种说不出的互相
牵连，互相鼓劲，互相依托的情感。

老天终于明白了，它的这些雨
水阻挡不了这些顽强的人们，于是
干脆不下了，演出如常进行。尽管
是夜晚，毕竟是炎热的夏天，人们
穿的都是薄薄的单衣，在晚风的吹
拂下，在体温的炙烤中，不多久就
晾干了。

整场晚会，演职人员冒雨认
真表演，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现场气氛十分感人。我们相信，坚
持就会胜利。只要党群一条心，只
要我们拧成一股绳，任何困难都能
够克服，任何事业都能够成功。

雨 中 晚 会
□ 王东亮

长河雕刻 黄土润色
天赋自强不息性格
乾坤扭转 云丘中和
听壶口引吭高歌

丁村薪火 枣园稼穑
地生厚德载物气魄
观象授时 安邦定国
看古槐朝气蓬勃

两山并肩 托起万里尧天
五千年拥抱一座宫殿
龙盘高悬 钟鼓四面
动静间自有一份庄严

华表巍然 昭示千秋宏愿
击壤声传颂一个经典
丝竹共鸣 花果同现
平仄中留下一城诗篇

盛 世 尧 天
□ 李咏海

时光如梭

我们还好

望着蓝天飘过的云

我想轻声地问一句

老师，您还好吗？

五十年的风霜

您又经历了什么？

皱纹爬上了额头

黑发换银丝

或许

我在这头

您在那头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您在何方

祝福您

五十年的思念

消散在岁月里

思念思念
——致我的老师致我的老师

诗二首
□□ 胡晋起胡晋起

晨晨 景景
□□ 付一均付一均

三亚路旁树枝房三亚路旁树枝房，，

远近红花似波浪远近红花似波浪。。

一年四季胜似春一年四季胜似春，，

不把秋冬当远方不把秋冬当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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