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云下山河》由北岳文艺

出版社出版，是山西生态文学创作的最

新成果。

《云下山河》以“河流、空气、城乡、工

业、自然、人文”六辑内容，反映了山西

“让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

光美起来”“一泓清水入黄河”“治水、治

气、治山、治城一体推进”取得的历史进

展和现实成就。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认为，《云下

山河》是一部反映山西生态环境改善的

力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青松

评价，《云下山河》是山河科普与文学结

合的一个范本。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

骏虎评价，这个作品是一部具有鲜活审

美意蕴的生态散文。山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杜学文认为，作品以生态思考

追问人的价值与未来，描绘了一幅大地

星空与人相融的奇幻图景。（康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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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文水鈲子》由北岳文艺

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文水鈲

子的历史渊源、艺术价值、传承特色，兼

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文水鈲子是流传于山西省文水县

的一种古老而独特的传统民间音乐艺

术。文水鈲子在演奏乐器、鼓谱、表演

形式以及服饰、道具等多个方面，都显

示出华夏农耕文化的特色。

文水鈲子起源于当地古代祈雨仪

式，逐渐与民众的生活习俗结合，成为

迎神赛社和日常迎宾的仪仗音乐，在演

奏时用乐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风、雨、雷、

电，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文水鈲子是我国历史文化瑰宝，号

称山西锣鼓三绝，这一项具有浓郁黄土

风情的民间文化艺术在当今社会得到

继承、发展和创新。 （关海山）

□衣名

两条坚实的钢轨，铺就了我脚下

的路；一页淡淡的书香，丰富了我的精

神世界。

一段从南到北的行程，伴随着火

车的轰鸣，我跨越了万水千山。和大

多数人一样，我喜欢旅途中的阅读。

无聊的时间、漫长的路程、急迫的心

情，都能通过书籍找到释放和寄托。

我喜欢读书。无论时光怎么流

转、生活如何变迁，都未曾剪断那一缕

绵长恬谧的读书情愫。在我看来，手

捧一本钟爱的书籍，漫步书的世界是

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书是文化人永

远说不完的话题，读书、买书、写书，这

三项活动中哪一项没有一大堆故事

呢？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来与书的

纠缠，每每回想心里总会涌出一股让

自己感慨的情绪，并久久不能平复。

生而为人，活到这个岁数，我可以说交

道打得最好的就是书，它甚至超越了

与家人团聚的快乐。

回忆“此生必须与书打交道”这一

想法是从什么时候有的？细细想来，

应是小学时一位姓刘的音乐老师对我

的熏陶。她待我很好，常带我去她那

儿玩耍，给我糖吃，给我唱歌听，还教

我读书写字。时至今日，每听到收音

机或电视机里传出那熟悉的旋律，我

都会想起刘老师整洁简朴的小屋，想

起那些浸润过我心灵的歌声和书本。

也就是在刘老师那儿，我读到了

平生第一部文学作品。书是残缺不全

的竖排本，册页泛黄，书名、作者都记

不清了，内容也只记得简略的梗概：一

个叫阿廖沙的孩子和他的朋友，到一

个叫金刚山的地方去寻宝。今天，虽

然物欲和金钱越来越多地充斥这个社

会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每当

想起那曾让我如痴如醉的书籍，我就

会想到“艺术”这个纯

美洁净的词语。

后来进城读书，在县图书馆里，我

一口气读完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

曲”、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

泰的《复活》、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

刘流的《列火金刚》等，内心殊觉震

撼。虽然因为精神饥渴读得囫囵吞

枣，但那些至纯至美的感人字句，那些

史诗般博大深邃的作品，都使我看到

了真实的人生和人性。回想起来，我

一个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村孩子，能够

不自觉地走进缪斯的殿堂，选择文学

作为自己的精神方向和生命方式，恐

怕应该归功于书本的牵引和召唤。

参加工作几十年来，无论是参军

习武还是在铁路行车一线，或者在机

关干文秘、搞管理，书始终伴随着我，

大到中外名著，小到杂志小报，我都

读，且都能读出体会、读出乐趣。从史

诗巨著中，我体会时代的变迁，感受生

活的真谛；从杂志小报上，我发现身边

的故事，体会平凡的感动。这也养成

了我热爱生活、真诚善良的性情，并为

我的写作积淀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在日常生活中，我最大的乐趣是

逛书店。北京的图书大厦、上海的城

隍庙、天津的书肆街……每次出差、旅

游来到一个城市，书店是必去的地方，

且一待就是半天或一天。在书店里，

我也总结了一套选书的方法，那就是

纵观全店迅速选择几个区域，划分出

重点，哪里需精选，哪里只需过目即

可。如若到了自己划定的精选区，就

像沙里淘金，穷搜尽选。面对一排排

书架上的书，不厌其烦地一本本细细

过目，好书尽将收入囊中。每当我买

到心仪的好书，闻着书香，看着题跋，

摩挲着版本，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

对于买书的投资，我是在所不惜

的。由涉猎广泛到精益求精，由零零

散散到小有规模，渐渐地，我也有了数

量不菲的藏书。每当我看

到 书 架 上 那

些恬然而立的精致读物，就想起自己

买书和读书时的情景，一本书便有一

段或几段故事。故事静静漾在心头，

人自然也便有了一种很充实、很富有

的满足感。我藏书的特点是“名人与

读书”方面的专题收藏，现有不少书在

市面上已很难见到，如中外书籍传承

方面的《中国藏书通史》《西方图书大

全》等，工具书方面的《中国读书大辞

典》《现代家庭藏书文化》等。

多年来，买书、读书、藏书、写作的

情结系于一身，痴心不改。书是我心

中的图腾，使我景仰，让我崇拜；书是

我生活的侣伴，使我充盈，让我牵挂；

书是我的良师益友，教我做人处事，带

给我快乐。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书

籍都在与我对话，并成就了我的写作

梦想。如今，我先后在《山西日报》《晋

中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诗

刊》《人民文学》《草原》等30多种报纸

杂志发表言论、通讯、消息等新闻稿件

及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共计

1000多篇，被《企业家日报》等多家报

刊聘为特约记者，先后加入了中国散

文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经年累月，我与书确切地说已是

亲情关系。了解书，从书中寻找到阅

读与写作的快乐，一方面是站在书籍

的阶梯之上向高处攀援，另一方面又

是为后来人提供可以使之受益的东

西。我在一首诗中写过，书即故乡。

我相信不光是我，对于人类来说都是

如此。没有书籍，我们能了解数千年

历史吗？司马迁、李白、苏东坡……他

们能走进我们的生活吗？20世纪哲学

上一个最著名的话题是“我们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这是书籍

向我们发出的提问，它包含了我们从

文化中走向今天，又必然要从今天走

向文化的认知过程，也表明了我们的

真实处境。但不管怎么说，在所有事

物中，最值得我们信赖的只有书籍。

一个能走进书籍的人，可以肯定是幸

运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

托，永久而美好的家园。

铁路和书铁路和书
我的两个家园我的两个家园

《云下山河》

《文水鈲子》

好书推荐

摘选自《山西日报》“第四届全民阅

读大会特别策划·阅读山西”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