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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壶关”建设剪影

——— 《百篇读后感》图序

确 立 目 标

盛世文化喜逢春，县委布署目标新。

上下协力忙落实，文化壶关奏强音。

　　 《安排部署目标明》　　县委提出 “文化壶关”工作目标

　　 《观摩指导加鼓励》　　县委书记李全心 （左四）、县长崔江华

（左三）在老干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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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干新枝著繁花》　　壶关红叶艺术团谢幕照

　　 《经常研讨出水平》　　壶关老年书协一次活动后留影

　　 《常办新著首发式》　 《壶关骄子 （冯士端）》首发式



经 办 平 台

春华秋实在于夏，经办平台几多家。

高歌时代主旋律，壶关文苑赛早霞。

　　 《多办办好培训班》

　　 《集体研究大有益》 　　 《切磋琢磨能升华》

　　 《县戏秧歌薪火传》 　　 《亦赏亦学小课堂》



　　 《县报副刊５００期》　　 《壶关报》“紫团”文艺副刊专栏

　　 《壶邑红叶红胜火》　　壶关老学会、老龄委合办 《壶邑红叶》

　　 《壶邑文苑又枝花》　　壶关三晋文化

研究会主办

　　 《欢欣复刊 〈紫团山〉》

壶关文联主办



采 收 硕 实

金风送来好个秋，文化壶关喜丰收。

物质精神互促进，直奔小康日子牛。

《壶关政协修志多》

县政协编纂的部分

史志著作

　
　　 《文化自觉看老干》　　老干部部分著作

　　 《团队精神结硕果》　　县三晋文化研究会部分

著作



　　 《风生水起修村志》　　部分乡村史志

　　 《满廊生辉书法展》　　壶关老年书协主办

　　 《壶关老年好风采》　　２００４年老年节赴市汇报获奖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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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动因·书名·篇目·自序·感念

动因———

近年，壶关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掀起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新高潮”的指示精神，提出建设 “文化壶关”的工作目

标，举县城乡出现了修志潮、出书潮、书画潮、摄影潮、广场

舞潮……其间，老干部群体率先文化自觉，成了诸潮中的冲浪

者、弄潮儿、排头兵。作为 “腹有半瓶墨水”的笔者，直想趁

此时势，在家乡壶关文化建设上做点事儿。于是，常常回壶，

屡屡聚友，每每磋切。时有乡友出书邀约为序为感，即忙抻笺

命笔乐而为之。积以时日，累篇过百。偶想将这些序与感结集

出版，一为以文会友，以期与诸位乡友、文友共磋共进；二为

以文襄乡，以期给家乡的文化建设加点推力，做点贡献。正是

佚之不若拾之，散之逊于集之。基于此念，这本 《百篇读后

感》（以下简称 《读后感》）即与另本 《壶关村村咏》同时着

笔，轮番整理，一齐付梓了。

书名———

《读后感》的主要篇什，共收纳序与读后感１３５篇。其中，

序有６２篇，读后感７３篇。著名作家、民俗大家冯骥才对写序

有句定性名言：“最好的序应是一种读后感。”笔者悉心尊崇这

句名言，并在写序时矻矻依循之。只是所写的这多序，不敢称

之为 “最好的序”，但却能说都是 “读后”命笔的。照冯氏名

言的涵义，可谓 “序”即 “感”，“序”“感”连体。遵此，本

书将 “序”“感”合册，并称作 “读后感”。另外，今时诸多文

章中已将 “读”字泛化，引申使用多处，如有读山、读水、读

草木、读人物等，缘此，本书中将欣赏书、画、影、印、乐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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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也归到 “读”中去，书名即合取 《读后感》。如若斟酌，

这个书名还是有点唐突，诠释为完整名称应为 “给改革开放以

来壶关部分书作写的序与读后感选编”。文章标题短为宜，长

为忌。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系列 《废都》 《秦腔》 《高

兴》等都只用两个字，这里即舍长留短了。

篇目———

《百篇读后感》总体从内容上包括史志类、诗文类、书画

影印乐类的序与跋及读后感、赏后感，还有自序自跋及附录，

共４部类。从体例上又可将每一部类分为序与感两系列。为阅

读方便、眉目清楚点，即具体划为８个篇目。其中，史志类的

篇什多些，则将其中的 “序”与 “感”分编为 《地方史志序跋

选篇》与 《地方史志读后感选篇》两个篇目。诗文类的篇什更

多些，也编为 《诗文著作序跋选篇》与 《诗文著作读后感选

篇》两个篇目。书、画、影、印、乐等类别的作品欣赏文章则

专列一编，称 《书画影印乐赏后感选篇》。随后，又将给壶关

籍、在县外工作的与外县籍、在壶工作过的作者所著诗文写的

序与读后感及笔者著作自序自跋另编两个篇目排在其后。

同时，为进而宣传作者与作品，每篇序与感之后，都附了

作者简介 （有一篇以上的作者简介只在首篇出现一次）；为以图

辅文，绝大部分还都加了作者照与作品封面照，共计２１０帧。

为了趁 《读后感》编印的机会，与家乡的乡友、文友相互

交流学习心得、写作体会，以期互勉共进，在后面的 《附录》

中，笔者 “搭车”插入三部分内容：一是笔者的几篇谈写作体

会的文章，如 《文章题目浅谈》《修编村志十三法》等。二是

一些赠言、撰联等。三是邵华泽等五位书法家为笔者七本书作

题写的书名影印拼图。

自序———

笔者原来编著出版的几本书作，都是恭请分管过、领导过

自己，很熟惯的省里老领导为序。如今他们年事已高，这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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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再请他们提笔为序，实乃不恭。考虑到２０１５年 《壶邑红叶》

编辑曾约笔者写过篇题为 《为家乡的老干文化添点正能量》的

综述，基本是 《读后感》内容的概括，以其代为自序似无不

当；继而考虑到本书所涉作品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老干部群体，

但也有十几位作者是在职的年轻 “文化后生”，他们是壶关文

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未来与希望。所以改那篇综述为自序时，即

将原文标题删去 “老干”二字；又考虑到 “添点正能量”不若

“做点事儿”贴切，最后即将标题改作 《为家乡文化繁荣发展

做点事儿》，并将内容的文字顺当了一些，遂入册，权为序。

感念———

《百篇读后感》编辑成书的过程中，笔者与有关作品的作

者本人及相关人员之间频繁发短信、打电话，索取文章原件、

补充相应资料与照片等，都得到了及时回复，热情支持，满意

帮助。壶关县委书记李全心、县长崔江华关心、支持本书编

著、出版。壶关县供销社原副主任景运则、广播局原工程师崔

德山二位文友星夜帮助过稿、校稿；张钟晓、刘建川、赵俊

杰、杨志平、桑世晖诸位提供照片，有求必应，寅不待卯；山

西记者协会副秘书长、山西日报记者部前任主任翟翠明拨冗写

了题为 《秋来霜叶红胜火》的文章 （代跋），记述笔者 “退休

十年余，以文襄乡、老有所为、笔耕不辍”的事迹；著名作

家、书法家王东满即兴题写书名。在此，对上述领导同志、名

记、名家，诸位乡友、文友，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２０１６年暮秋·省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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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乡文化繁荣发展做点事儿

一、家乡壶关文化繁荣发展景况综述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全

面改善。同时，改革开放是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人们思想活

跃，文艺创作兴起，文化生活丰富起来。笔者的家乡———太行

山区的壶关县几近与全国同步，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呈现

出了空前繁荣景象。

壶关汉初置县，文化传统悠久，人文积淀丰厚，为全国６００

个古县之一。随着教育的普及，全县城乡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

提高，涌现出了一拨拨能读会写的人才。加之，近年县委、县

政府贯彻中央关于 “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部

署，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建设 “文化壶关”的工作目标。

宣传、财政、文化、广电、老干、县报、文联、县三晋文研会、

书协、老年书协、影协、舞协等单位与团体协手共赴，力行落

实，相继办起了 《壶关报》《壶邑红叶》《紫团山》《文化研究》

等报刊，以及出版不定期专辑，举办各种年展，为人们提供了

用文之地———多处发稿平台。于是，积淀厚、形势宜、人才出、

阵地多、文化兴。文学、戏曲、书法、音乐、美术、摄影、舞

蹈、雕塑等八大艺术门类争相发展起来。尤其是老干文化异军

突起，率先发展，呈现老树新花、争奇斗艳的喜人景况。

这一时段，老干文学创作健康向上，唱响时代主旋律。其

间，李长胜的长篇小说 《铁裹门里》，徐明柱的剧本 《村里村

外》，牛逢蔚主编的曲艺集 《竹板声声》，牛建忠的游记 《台湾

行》《日本走笔》，陈有书的章回小说 《山路上的脚印》，卫宁

的长篇历史小说 《魏武上太行》，王兰亭的 《墨香斋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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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运则、李成法等人的旧体诗，赵银书、赵德芳等人的现代

诗，赵江峰撰写的碑记系列，王青林撰写的 “卷首语”集萃，

还有李长胜的报告文学 《壮哉，常平》，徐明柱的纪实文学

《忠孝之道》，以及周菊花正待结集付梓的散文集 《涓涓细流》、

崔德山的散文集 《塔底走笔》等文学作品，全景式地抒写太行

山区壶关的沧桑之变，引颈讴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生活。

这一时段，老干部的回忆书著风生水起，蔚成气象。牛建

忠的 《岁月随笔》、张平和的 《平和影迹》、李小保的 《风雨人

生》、赵周清的 《我的记忆》、赵银书的 《心声》、王志明的

《东柳絮语》、赵江峰的 《江天峰野》、张泉水的 《我的从教生

涯》、冯梅花策划并参编的 《壶关骄子》、丁月英的 《松风习

习》、梁忠文的 《八年乡官风雨路》、傅培成的 《风雨公安》、

崔天松的 《人生档案》、刘月生的 《我这一辈子》、李洲海的

《乐善人生》、王毅的 《忆往述怀》、刘建川的 《光影记忆》等，

以及张钟晓正待结集付梓的 《峡谷情怀》等工作、生活文集、

影集，则是系统记忆个人成长、家风薪传、组织培养和岗上纪

事。不少篇章主题思想健康向上，叙事则娓娓道来，析理则鞭

辟入里，编印则图文并茂，读来则尤为感人。

这一时段，史志类的编纂顺应盛世，渐次掀起修志热潮。

武发好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壶关县组织史资料》，是为壶关党

建立传；李彦忠主编的１９９９年版 《壶关县志》《壶关人物志》，

乃为识壶必备；张平和主编的 《壶关石刻大全》，集散碑于一

册；又有石南底、河东、南庄、树掌、南关、寨里、五集、南

头、山后、冯坡、山上、土河、桥头、迎乐、辛村、岭东、小

山南等２０多个建制村修编的村志，以及常玉祥主要参与编纂

的常家池 《常氏家谱》等，皆是广泛搜集，秉笔直书，记录了

家乡的古往今来，正道沧桑。诸村村志发至一户一册，正在潜

移默化，润物无声，缓释着存史、资政、教化作用。还有业已

出版的 《壶关卫生志》、准备出版的 《壶关林业志》、正在筹谋

的农业志、水利志、一中校志等专业志书，翔实记载相涉行业

的发展里程，让人开卷知往，掩卷鉴今。要知道这多志书，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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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全是老干部、老教师担纲主编、领衔统筹，倾力成就的。

这一时段，书画、摄影、剪纸等各样作品枝繁叶茂，花艳

果硕。老干总支、老干局、老龄委、老学会领导先行文化自

觉，组织有力、有方、有序、有效；各种文化社团组织陆续成

立，争相开展工作。其中县三晋文研会、老年书协、县书协、

摄影协会活动经常，成果频见，尤其是县三晋文研会活动经常

化，年年有成果；还有 “两书协”举办数届书展皆获成功，届

届场场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王兰亭、马肇欣、刘月生、

申有富、郭广元、闫再兴、韩根存的正楷，横平竖直，结构匀

称；张平和、王友堂、张德忠、张钟晓、王民考、王泉河、王

买勤的行草，草行自如，各领风骚；张泉水、李彦忠、宋石

泉、李长胜、景运则、牛逢蔚、申有富、王天富、马富录的行

楷，行云流水，楷行有致；张新有、王青林、赵周清、王贺

悦、郭李平的大草，笔走龙蛇，纸上风云；牛建忠、王兴来的

隶体，师古不泥古，自有创新；杨凡荣、刘安根、马安心的篆

体，笔画细致，秦风犹存；赵银书的中楷、赵德芳的小楷，丝

毫必较，很见功夫……堪为真草隶篆，精彩纷呈，书香壶邑，

霞披太行。老年书协印制的书法、剪纸集，影协付梓的影集期

逾一期，年胜一年。特别要提到的是先后由张新有、张文山、

牛逢蔚、景运则、李建军、景桂荣等人编辑出版的共１２期

《壶邑红叶》，呈报成果累累，装点今朝壶关，赢来好评如潮。

二、为家乡文化繁荣发展做点事儿

笔者作为一名壶关人，生于斯，长于斯，供职于斯２８春

秋，从小吃壶关旱地粮、饮壶关旱井水长大成人。夙夜由衷感

戴党育、民养、师教、友助、岗砺，手上总算有了点点工作能

力，肚里盛了半瓶扑荡的墨水。如今，耳闻目睹家乡文坛上的

件件盛事、则则嘉讯、册册著书，每每心动不已，感慨良多，

直想参乎其间，以图回报。于是，心动牵引手动，坚持数年，

为之鼓呼、助推、加油。忙乎之余，与诸位老友数番自诩：争

取做一名家乡壶关文化繁荣发展的 “小小推手和拉拉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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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创作、编著人员交友、交流、交心，以求互学。

笔者与家乡的诸文友打电话、发短信、微信、写信、寄资料，

早成一种生活常态，皆累以成千上万计。一年回县六七次，每

次小住十天半月，次次必有若干场小聚小聊。内容所及：研讨

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畅谈阅读中外文学经典的体会与收

获；切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别与结合；斟酌旧体诗押

韵、平仄、对仗；共议从壶关格节话壶关秧歌唱词中学语言；

有感文章以细节取胜；合约端正文风，抛弃假话、大话、空话、

套话；异口同声拒绝低俗、庸俗、恶俗之作；同倡深入生活，

把各自的籍贯乡村作为创作基地；商榷如何跟年轻 “文化后生”

一起，突破县域一级的总体创作水平；劝导不急于结集出

版———诗文皆是慢功夫，要借鉴工匠精神，不厌百回改，迟一

两年出版……某友有了作品初稿，则会就书名酌定、结构安排、

标题选择、照片添插、序跋撰写、装帧设计等事项作碰头酝酿。

王志明先生的文集 《东柳絮语》，即是依他居住城南东柳小区建

议起的，这比原来直白的书名 “晨钟絮语”，个性化了些许。

其次，为作品写序、写读后感，以求共勉。说到这点，笔

者尊崇的是著名作家、人文大家冯骥才先生讲的那句名言：

“最好的序应是一种读后感。”笔者把这句名言当作圭臬，秉持

序要读后再序，读后感要读后再有感一番，读了作品才有对作

品的话语权。力求扣住作品主旨，按头制帽，有的放矢。写出

个性和差异，谨忌沦为千篇一律、百本一序的那种 “公共序”

“通用感”。例如：牛建忠的理性思考，张平和的团队精神，徐

明柱的诗性语言，李长胜的 “山药蛋派”升级版，赵江峰的文

白相间，赵银书的以读导写，王青林的简约快捷，赵周清的以

爱浸书，牛逢蔚的农村生活化情趣，景运则的字正韵准，王兰

亭、王友堂的多栖才艺，王志明的人生哲理，周菊花的细腻隽

永，原天兴的立马可待，卫宁的读史演绎，李成法的诗联上

佳，刘月生的记昔如昨，李贵喜的 “目游中华”，李洲海的情

投故里，梁栋的古剧新编，陈有书的 “苦难大学毕业生”，赵

茂发的古镇乡愁记忆，崔德山的数载方言苦觅，终集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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