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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自华，书香致远，记者
采访的过程更像是听了一堂高
质量的公开课，涉及国学、现当
代文学、哲学等等，王长征引经
据典，一些古诗词、名言警句脱
口即出，言语爽朗，很具感染

力、共情力。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我的很多思想、灵感、创作都
是在一种孤独而自由的状态下
产生的”，王长征的这句话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或许

很难想象，他为之付出了多少
心血。

怀揣热爱，不惧山高路远，
几十年如一日，步履不曾停歇。
阅读是一辈子的事，王长征推
荐了影响自己的书目：《诗经》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红楼梦》《楚辞》《唐诗三百首》
《道德的理想主义》《野草》《神
曲》《浮士德》。读书与生活相
伴，让读书成为日常，有你，也
有我。

诗人、作家、滨州市全民阅读推广大使王长征

读书之乐乐无穷
王长征，1965年生，博兴人，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市阅读协会名誉主席、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名誉主席、市作家协会顾问，曾获上海文学奖、《中国作家》奖、首届“极光诗歌奖”、泰山文艺奖、首届“汉城国
际诗歌奖”，滨州市“渤海英才”获得者，滨州市全民阅读推广大使。

“让读者感到惊奇、玄幻、感人至深又饶有趣味，写得太棒了！”随着最后一张书页滑过指尖，王长征向记者推
荐了这本书，他正在读的是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的小说集《东方奇观》，“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和纳博科
夫之后，很少看到这样在想象力极限行走的故事。”王长征说。

王长征的办公室更像阅览室，桌子上摆放着一摞摞的书，有刊发他作品的期刊，有购买的中外文学著作，还
有女儿的诗集。从1989年在《黄河诗报》第一次发表诗歌《七月船》，几十年来一直坚持阅读和写作，王长征在今
年世界读书日被聘为滨州市全民阅读推广大使。

“无心插柳而成的读写生涯”

为何选择文学创作，
王长征的答案是“机缘”。

“ 其 实 我 是 学 工 科
的，从小喜欢大盖帽，因
身高受限没法圆梦警察，
便考取了济南交通学校

（山东交通学院前身），学
的是交通监理专业，也能
带大盖帽嘛！”王长征笑
言。

时 光 回 溯 到 1977
年，12 岁的王长征被老
师领到兴福公社广播站，
播音员播送了他写的一
首诗，还夸他有灵性。这
让王长征欢喜不已，一路
蹦着跳着回家，逢人便夸
耀：“我成诗人了！”

“ 我 中 学 时 很 爱 读
书。”王长征回忆，那时候
除了小画书，其他能读的
书很少，村庄的打麦场广
阔又平坦，坐着或躺在那
里，听读过“闲书”的老人
说书，《五女兴唐传》《隋
唐演义》《水浒传》……有
一年在县城的姑姑驻村
来到他们家，他有幸从姑
姑那里读到《法家著作
选》，“里面全是古文，结
合着注释，我用了一年多
时间，一点点啃完了。这
也打下了文学底子，后来
读《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诗经》等古文就
很顺畅了。”

1983 年 ，王 长 征 考
上大学，普珉老师传给他
一本朦胧诗的手抄本，在
那个年代是非常超前的，
后来又接触到一套《西方
现代派作品选》和《世界

抒情诗选》，还有北岛主
编的一套《国际诗坛》，这
些都成了王长征的启蒙
读物。

“早期是芒克、多多
和北岛给我更多的影响，
尤其是芒克，现在我还能
背出他的许多诗。那时
我还读艾略特的诗，《荒
原》能背过些许，他不单
让我懂得了现代诗歌的
深广以及肌理和结构，更
直接的是教会了我另外
一种阅读方式。”王长征
以此为起点，得以阅读了
更多的西方现代派诗歌、
小说和戏剧。

儿时播下的种子，他
日终将开花结果。1989
年，王长征在《黄河诗报》
第一次发表诗歌《七月
船》。2014 年他撰写的

《习经笔记》获泰山文学
奖。

斗 转 星 移 ，笔 耕 不
辍。王长征提出了“本源
写作”主张，即守住当代
而回溯源头，打开身体而
回到人心，打通以西方翻
译语言为主的当代汉语
诗歌与中国古传统的脉
络，成为有根的中国诗
歌。

如今，王长征新的诗
集马上出版，用现代诗的
形式书写《诗经》，共 318
首，从 2004 年写到 2024
年，一边生活，一边感悟，
一边经受，追求毛笔之于
宣纸的俊朗飘逸，刻刀之
于金石的生涩苍砺，而后
成。

“没阅读的写作如无源之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一个
作家来说，写作离不开读书，离开阅读的
写作只能是无源之水。

王长征坚持了几十年的写作实践，阅
读了大量古今中外书籍，积淀了丰厚的文
学功底。“我读书很杂，包括中国的古代典
籍，经史子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
等医学；西方的哲学、文学、诗歌等等。”王
长征说，“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让我获得
了写作资源和灵感，使我创作了十几本原
创著作。读得还不够，需要继续。”

文学经典好在哪里？王长征引用了
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恒久之至道，不刊
之鸿教”，他进一步解释道，经典在时间长
河中经过无数人传承留存下来，是人类智
慧的宝库，历史过去了，读经典如同古代
圣贤、伟大文学家对话，你的思想智慧、审
美能力、价值领略都会变得更加丰富，修
养境界大幅提升，会让整个生命充盈，“闻
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
御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提到喜欢哪些文学作品，王长征口若
悬河，沉浸其中，随即背起《红楼梦》中的

《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
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红楼梦》《诗经》《楚辞》都让他记忆
犹新，被里面的诗词深深感染，有一些读
至深处，已不觉泪流。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做了很多读
书笔记，有的直接记在手机上。”王长征向
记者展示手机上的读书笔记，一屏接一屏
划不完，他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可以用尽，
阅读也是学习的过程，为写作提供不竭动
力、源泉和营养。

子曰：“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两端而竭焉。”在海量阅读中，王长征
注重“叩其两端而竭”的方法，有的书会一
点点啃，有的书也会大体翻阅，看看开头
结尾，写什么，倾向什么，目前表达状态是
怎样的。“叩其两端，看到两端的价值，然
后统观全局，求得问题的解决。读书既要
读进去，又要跳出来。” 王长征说道。

“阅读习惯要从小开始培养”

“要是笑过了头 你
就会飞到天上去 要想
回到地面 你必须做一
件伤心事”，王长征的书
桌上放着一本特别的书

《回到地面》。这是女儿
朵朵的诗集，收录了 180
余首诗，她对生活细节
的精巧捕捉、对情感把
握的敏锐触觉和文字表
达的天赋灵性，让人读
来有“惊艳”之感。你会
一 次 次 被 她 诗 中 的 纯
真、童趣击中内心最柔
软的地方，唤起那些遥
远的、成人世界缺失的
感动。

“孩子是天生的诗
人，朵朵三岁开始写诗，
有些还是说冒话，我们
要做有心人，用童心迎
接 童 心 ，而 不 是 去 束
缚。”王长征说，阅读习
惯要从小培养，家长对
孩 子 要 加 以 鼓 励 和 引
导，而不是急于纠正，这
样才能保持童心，止于
至善，“童心者，真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
人”。

朵朵小时候在国学
堂学习，能背诵《诗经》

《千字文》，爱看绘本，王
长征也给孩子买了北岛
的《给孩子的诗》《给孩
子的散文》、叶嘉莹《给
孩子的古诗词》等书籍，
在他看来，3 岁至 12 岁
是记忆黄金阶段，“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低年
龄只要背过，以后再慢

慢理解、反刍，终身受益
无穷。

“阅读是一种唤醒，
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感情。阅读是
一种浸泡，是一种浸染，
营 养 才 会 自 然 而 然 吸
收，而不是强行阅读、压
力阅读，这样读了也没
趣，也转化不成灵性和
生命感受。读书是一个
伴随成长的过程，培养
阅读习惯至关重要，不
要带着功利阅读，为了
考试阅读，为了成绩阅
读。随着阅历的增加、
思想的成熟，书本给我
们的启示还会更多。”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
精髓。而阅读，正是我
们走向文明之路的最迅
捷最美妙的途径。作为
滨 州 全 民 阅 读 推 广 大
使，王长征表示，将珍惜
荣誉，全力推动全民阅
读 活 动 的 持 久 有 效 深
入；倡导每位市民制定
阅读计划，确保有足够
的精力投入阅读中；建
议建设更多的公共阅读
空间，为市民提供便利
的阅读场所。通过阅读
才能甄别复杂现象，不
断靠近真理，让人眼里
有光，使生命更加浩瀚、
深邃、有趣味。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因为
热爱，读书和写作已融
入他的血脉和文脉，王
长征将继续在文学道路
上跋山涉水。

机缘 阅读 推广

□晚报记者 纪方方

胸怀热爱
不惧路远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