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老年眼疾朋友请注意:

1、必须是真正有需求的朋友，50岁以上中老

年人优先体验；

2、每套5瓶，加付1元，赠送眼睛保健贴；

3、为防止恶意囤货，每人最多购买4套，活动

结束后恢复原价不再赠送。

中老年眼疾患者，不
仅患者痛苦，全家人都要
担心。许多眼疾都与缺乏
蓝莓叶黄素有关，及时补
充蓝莓叶黄素，能保护眼
睛不受到破坏，同时滋润
双眼，呵护眼睛健康，因此
叶黄素也被誉为“植物眼
黄金”。

限 时 补 贴 活 动 通 知
为 回 馈 本 报 读 者 ，帮 助 中 老 年 眼 部

不 适 人 群 ，厂 家 特 举 办 本 次 蓝 莓 叶 黄 素

来电申领活动，1瓶60粒，可吃1个月，活动仅限
100 个体验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因体验名额有
限，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蓝莓枸杞叶黄素 来电领取一瓶

抢购热线：400-6564-626

赠送单位：江西佰灵实业有限公司

特大
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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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贞甫：
读书不为装点门面
只为知行合一

本届辽宁省全民读书节以“读辽宁，爱
辽宁”为主题，号召每一位市民和社会各界
都积极行动起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形
成崇尚阅读的浓厚氛围。在阅读中了解辽
宁不同时期的时代特色和辽宁人的特殊贡
献，品味辽宁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
70年来辽宁人所经历的坎坷与困惑，跟随
新时代辽宁创新发展的前行脚步。让我们
在书香中畅游辽宁，感受辽宁人的心灵成
长史，以及何谓激励辽宁人不断奋进的精
神力量。

读书节期间，本报将陆续推出的“名人
名家领读”特刊，将邀请省内名家荐书引
读，并就大众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为您
答疑解惑。

本期嘉宾
滕贞甫，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著名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腊头驿》《战国红》《鼓掌》

《刀兵过》《樱花之旅》等，小说集《熬鹰》《黑画眉》《没有乌鸦的城市》《会殇》等六部，文化随笔集《儒学
笔记》《探古求今说儒学》。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
说月报》等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曾获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

本报荐书

滕贞甫 主编

《发现辽宁之美》

辽沈晚报：对青少年来说，老师和家长从小
就耳提面命，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可是一本书潦
草读完，总感觉自己走马观花，往往只是略懂皮
毛，而未知其深意。对于很多孩子想读却不会
读这个问题，您有好的建议吗？您对青少年有
什么寄语吗？

滕贞甫：我的体会是读书要带着问号读，一
本书拿到手在阅读前最好画几个问号，比如作
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是隐喻还是明说？是否表
达完整？自己是否能接受作者表达的想法？这
本书审美和文字怎样？有什么值得肯定或借鉴
的地方？败笔之处在哪里？等等。画出一些问
号的好处是将读书变成了挖矿，挖出来的就是

心得。说到建议，我觉得应该重视批判和质疑，
毛主席读过的书都写有很多眉批，这些眉批大
都是回答疑问。有人因为过于爱惜书，不舍得
在书中写眉批，这是一个误区，其实一本书被你
写满密密麻麻的标注，恰恰证明你对它的喜爱，
当然这书必须是你的，公用或借来的书不能下
笔。我想对青少年说这样一句读书寄语：带着
问号去读书。

辽沈晚报：本届辽宁省全民读书节，首次采
用“云”开幕的形式。与往届相比，本次读书节以
线上活动为主，以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充分激活
辽宁人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全民阅读常
态化。您觉得这种线上活动的方式如何？您对
未来全民阅读的发展趋势有哪些预判？

滕贞甫：这届全民读书节采用“云”开幕是
一个创新，我在现场见到了这种创新的效果，当
时有几十万读者在线观看，互动人数之多出乎
我的意料。这种线上活动的好处是把许多宅在
家里的读书人调动起来了，真正把读书节办成
了大众的节日，比过去那种单一的现场开个会，
领导讲讲话要活跃得多。传统的以开会方式办
群众性节日，空间上局限太多，难以体现全民
性，而线上活动没有门槛，也没有前排后排之
分，大家因读书而聚，因喜爱点赞，交互激荡，其
乐融融，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我相信将来许多
需要大众参与的活动会选择这种线上方式举
办，不用会议室，不用领导站台，不用现场维持
秩序，既经济又有利传播，何乐而不为？

辽沈晚报：读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
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哪些书或者作品对您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有机会跟书中的人物交
朋友，您最期待认识谁？

滕贞甫：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习惯，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闲下来，总会拿起一本书
来读，有的浏览，有的细读，无书可读倒有些无所
措手足的感觉。这个习惯是少年时代养成的，那
时候可读的书少，只要借到一本书便会如饥似渴
地读，颇有点饥不择食的读相。后来书多起来，便
有了选择，开始根据需要去读。对我产生较大影
响的还是那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比如契诃夫、

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
谈到书中人物，最期待遇见的男性人物是海

明威笔下的那个老渔夫，希望能和他在海边的露
台酒吧一起喝朗姆酒，聊聊海钓。期待遇见的女
性是曹雪芹笔下的晴雯，喜爱这个人物是她第一
次让我因阅读而垂泪，当时读《红楼梦》读到晴雯
香消玉殒之时，竟然哭得稀里哗啦。

辽沈晚报：有人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
情，应该凭兴趣，发生在自觉自愿的状态下；也
有人说，阅读不应盲目寻找或者大海捞针，要跟
着专家学者、名人大咖走，才能把握正确的阅读
方向。对此您如何看待？

滕贞甫：君子读必择书，不可良莠不分。许
多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或浪费宝贵时间，或误导价
值判断，读之有害无益。我不赞成当“书虫”，有
人大量读书，仅仅是读而已，那是死读书。学者
大咖所读之书，不一定适合一般读者。那种“言
必称希腊、读必读译著”的阅读取向也值得商榷，
似乎不说出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就像没读过书一
样，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是为了知行合一，如
果不是专业需要，去啃那些大学教授都费解的译
著会得不偿失。我觉得阅读应该是愉悦而不是
痛苦的，是时常露出会意微笑而不是咬牙切齿
的。要跟着兴趣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辽沈晚报：常常有人说，现在是快餐文化时
代，人们阅读越来越趋向功利化，偏重实用性，而
像古典诗词、传统文学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可
有可无，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工作如
此繁忙、生活压力这么大，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
可以少读甚至不读。请问您对年轻人学习传统
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全社会呼唤传统文化
的回归，有怎样的见解？您觉得传统文化有哪些
与现代人工作、学习、生活相契合的地方？

滕贞甫：那种认为古典诗词等传统文学是
华而不实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传统文化是精
神之血，很多人是日用而不知，绝非可有可无。
这次武汉抗疫，国内各地向灾区献爱心，包装箱
上大都写着“武汉加油”，看起来十分给力。但
来自日本的一次捐赠，包装上写了“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八个字，报道出去瞬间便引爆网络，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遣唐使时代的一句偈语，
在一千多年后的中国成为热词。我对传统文化
充满敬畏，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提示
人们多读经典。日本明治维新时有种说法，不
知《易》，不得入阁，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
文化精髓的价值。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关系，
是一种血液传承，完全割裂开来是不现实的。

继往才能开来，贯通方有底气。
辽沈晚报：前段时间出版的新书《战疫纪

事》，以感人肺腑的战“疫”故事、凝练隽永的文
学书写，参与了这场全民族抗“疫”斗争，您
的《回望，为了更好地前行》一文也被收录其
中。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作家学者
们尽己所能，用激昂的文字凝聚起全社会抗
击疫情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文学工作者应有
的责任和社会担当。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
您作何感想？

滕贞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任何一
个行业都是一次大考，文学也不能例外。文
学是人学，文学关注的本质是人性，大疫面
前，人性的亮点和瑕疵都暴露无疑，作家对
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以文学的方式助力抗

“疫”斗争是我省作家的共识。省作协在辽
宁作家网开设了抗“疫”作品专栏，出版了

《辽宁作家》专辑，辽宁文学院推出了抗“疫”
公号，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战疫纪事》，
各市作协、文学期刊也都组织了征文等等，
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一种面对国难，匹夫有责
的觉悟和担当。期间，辽宁作家的抗“疫”作
品频频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

等报刊发表，产生了良好反响。我为文学辽军
在这场战“疫”中没有缺席并表现不俗而深受感
动。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最期待遇见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

纸质书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辽沈晚报：在过去，有许多人一趟趟跑实

体书店，只为了买一本自己心仪的书，而现在
这种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在您看来，人
们阅读的初心是否已经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发
生改变？未来的某一天，纸质书会不会成为一
种历史？完整而深入的阅读是否会成为一种
奢望？

滕贞甫：一般来说，真正喜爱阅读的人初
心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阅读方式。不可否
认，跑实体书店买书的人的确在减少，这是网
购更加便利的原因所致。随着科技发展，人们
获取知识的方式会更加多样化，介质会更加丰

富，尽管如此，我对纸质书的未来还是抱有信
心，因为纸质书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想完
整而深入地阅读一本书，开卷品读与网上浏览
或仿声播报肯定不是一回事，一个品字足以说
明问题。当然，阅读方式的改变会淘汰一些出
版物，这也很正常，那些快餐消遣式的读物，那
些装帧豪华而内容干瘪的图书本来就不该登
读书人的大雅之堂。

辽沈晚报：近年来，有声书作为一种新的阅
读体验，因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限制而被大
众广泛接受。您平常也会“读”有声书吗？您对
这种阅读方式的看法如何？

滕贞甫：有声书是科技进步馈赠给人们的
福利，我认为这种阅读方式大有前途。人到了
一定年龄视力会下降，阅读变得困难，有声书恰
恰解决了这一问题。毛主席晚年为了读书印了
一些大字版书，后来白内障严重，大字版也读不
了，就靠工作人员读书读报，可惜那个时候还没
有有声书，伟人没有享受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
这一福利。我目前还没有“读”有声书，说实话
我对那种电脑合成的声音不太习惯，总觉得声
音里缺少感情元素，感情是声音的味素，没了味
道的声音容易催眠。但这不妨碍我对有声书的
充分肯定。

寄语青少年：带着问号去读书

以文学的方式助力抗“疫”是我省作家的共识

此套书为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主题
图书，包括《发现辽宁之美》《感受辽宁之好》
和《我在辽宁等你》三册，是省作协“发现辽宁
之美，感受辽宁之好，我在辽宁等你”主题征
文活动入选作品汇编。

《发现辽宁之美》主要是描绘辽宁美丽的
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作品，以写景为主；《感受
辽宁之好》主要是描绘辽宁人美好心灵和感
人故事的作品，以写人为主；《我在辽宁等你》
主要是抒发辽宁人的热情好客与豪爽包容的
作品，以写情为主。

唐朝晖 著

《百炼成钢》

这部作品是著名作家唐朝晖历时两年十
个月，自驾两万公里、辗转十五座厂矿城市、深
入一百六十位工人家庭、访问工人三百二十余
人，推出的诚实力作。这里呈现了文学之所以
高贵的力量：设身处地地为别的生命着想。仿
佛从天性中自然生发的同情心、同理心，来自
创作者全身心的投入和摒除了一切投机杂念
的单纯与诚挚。《百炼成钢》是一部可以为文体
赢得尊重的救赎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