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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寒冬，冷风呼呼地往衣服里钻，
铜仁学院人文学院 2021级秘书学专业学生
王江萍紧了紧围巾，快步往教室里赶。“郭
老师利用早读时间，带我们读唐诗，我的
写作水平提升了不少。”

琅琅书声中，藏着铜仁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郭征帆的苦心，“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在阅读方式多元化的今
天，郭征帆认为，白纸黑字的纸质阅读更
能让学生沉下心来。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秘书，必须具备
提笔能写、开口能讲、遇事能办、问策能
答的能力，阅读能让你们快速提升自己。”
三尺讲台育桃李，满室书香润心田，为了

让学生从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郭征帆时
常组织开展读书沙龙、经典诵读等活动，
让学生在阅读中成长。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郭征帆出
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受家人影响，打小
便喜欢阅读。于他而言，阅读是源源不
绝的活水，是长盛不败的繁花，书中不
仅蕴藏着无限可能，也如明灯般，照亮
漫漫人生路。

“最喜欢读《红楼梦》，小时候透过荧屏，
埋下了阅读的种子。”15岁时，郭征帆花 10.5
元，购买了人生第一本小说《红楼梦》，书中
内容晦涩难懂，他读得很吃力；上大学后，其
师段振良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讲解，让郭

征帆对《红楼梦》更加痴迷。
“没细数读过多少遍，但每个年龄段都

读出了不同的感受。”在郭征帆看来，阅读
如酒似茶，不仅把岁月变得层次分明，也
让生命变得更加清冽醇厚，酷爱读书的
他，家中藏书超万册，涉及文学、历史、
文化、政治、军事等门类。

“用怀疑的态度去阅读，就不会被作
者、不会被所谓的权威牵着鼻子走……”
这是郭征帆阅读笔记里的一句话，他认
为，阅读、笔记、思考是最有效的读书方
式，而将阅读和自身专业、教学结合起
来，撰写文章、书稿，是让阅读进一步深
化的另一种形式。

几年来，郭征帆在《红楼梦学刊》《光
明日报》 等发表文章 30余篇，并在中华书
局、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独著、主编、
参编的著述 20 本，出版作品字数累计超
500万字。

“诵读经典，是对优秀文化的发扬与传
承。”读书之余，郭征帆还积极参与到相关
经典诵读活动中，他为相关单位编排的朗
诵节目，曾多次获奖。

阅千古经典，读人生百态。无论工作
多忙，郭征帆都要挤出点时间来看书，他
说：“阅读之乐，在于知新、明德、立心，
只有大量而广泛地阅读，才能丰富自身的
知识结构，才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郭征帆：

阅千古经典 读人生百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江佳佳

我到天眼新闻文化频道实习，第一个引发我阅读
好奇心的栏目是赵相康老师的专栏 《老照片里的贵州
故事》。

老照片就像酒一样，时间越久，分量越重，价值
越高。至于老照片因为什么而“老”，我们似乎没有
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也许是老照片里的美好瞬间和
历史时刻都无法重来，时光也无法重复，所以老照片
就显得弥足珍贵。

为什么老照片会显得如此珍贵？我想是因为早年
摄影技术和设备还处于启蒙阶段，拥有摄像机的人非
常少，再加上当时摄影行业并不普及，留下来的影像
资料也相应很少。现如今，大数据时代，媒介发展迅
速，除了图片这种记录生活的方式之外，我们还能通
过视频来留存我们的记忆，甚至还可以通过高超的科
学技术还原当时的场景。正是在二者强烈的对比之
下，才让我们觉得老照片尤其珍贵。当然，老照片除
了视觉上给我们冲击之外，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深厚
的内容，也就是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每张照片的拍摄
地、摄影师、摄影机以及照片上的人和事，都装载着
深深的回忆，虽然照片的时代和形态凝固了，但是故
事里的精神却永不过时。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将主题聚焦于贵州的一张张老
照片，打造了 《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栏目，旨在让
我们沿着历史的声音探寻声音背后的故事。

栏目所采访的每位摄影专家，荟萃了不同年代艺
术性与故事性俱佳的反映贵州历史文化的老照片，重
点聚焦的是老照片背后的贵州故事。当我们翻看一张
张图片和一个个故事的时候，其中传递的贵州精神让
我们不禁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源自我们现在所处的巨
变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变的初心和信
仰。我想，老照片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不是因为
过去的生活有多诗意与美好，而是照片里有人情，有
故事，有我们所不知的历史真相。

用照片丰富贵州史料。老照片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就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它可以直观迅速地反映当时
的社会面貌。在这些充满了故事的照片中，我们见到
了一个又一个贵州历史的细节。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老照片里的贵州故
事》 对贵州史料的完善和丰富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
对贵州发展史的完善和丰富，二是对贵州摄影发展史
的完善和丰富。

在摄影师冯玉照的镜头下，贵州湘黔铁路这段交
通史充满了惊险和温馨的色彩。人民修铁路的场景、
感人至深的生活故事、铁路开通后振奋人心的画面，
都在冯玉照的镜头下永久地留存。当然，其中最惊险
且重要的一幕要数 120吨炸药大爆破的壮观场面，这
成为记录湘黔铁路修建的重要历史文本。在 《徐宏
力：贵州老照片最早可追溯到 1846年 （上篇）》 一
文中，退休后的摄影师徐宏力搜集了上百幅贵州
1846-1912年间的老照片，整理并出版了 《贵州摄
影史》。通过阅读摄影师徐宏力的故事，我们惊奇地
发现：贵州的老照片最早可以追溯到 1846年，此时
距离摄影发明仅 7年。

用照片唤醒贵州山水。“告别贫困，镜头能做什
么？”这是 9进麻山拍摄大关村民抠土造田的王长春
内心深处的想法。“作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考虑艺
术能为贵州做些什么？”这是摄影师金德明在拍摄黄
果树瀑布和织金溶洞时的初衷。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摄影师金德明用 5年的时间
拍下了贵州数千张照片，包括“黄果树瀑布群”和

“贵州溶洞奇观”，填补了我国溶洞摄影的空白。金德
明的想法很单纯，他的目标就是想要拍好贵州的溶洞
风光，然后让世界知道贵州。1985年，摄影师彭邦
卿的新加坡访问之行也将贵州介绍给了世界。“在新
加坡的访问交流中，我介绍了许多贵州的情况，尤其
是介绍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引起了新加坡摄影
界不小的轰动。”

用照片连接黔民情感。照片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无声无息地让我们为之倾倒，让我们思绪万
千，内心澎湃。在照相机稀缺的时代，能够保存一张
昔日的生活照片，从旧照中捡拾一鳞半爪的时光碎
片，是何等的令人惊奇与兴奋。

“贵州少数民族的热情，让人记忆深刻。”这是有
着 60年摄影经历的彭香忠回忆起来最温暖的时刻。
几十年的摄影工作，不仅让彭香忠记录了贵州乡村的
奋斗历程和发展变迁，也让他真正看到了贵州人的人
性之美。当镇山村的村民，将糯米粑、熟鸡蛋、绣花
鞋垫悄悄塞到彭香忠们的摄影包里的时候，他们的情
感突然间就共通了，那汩汩流出的感动让他们都沉浸
在美好的回忆里。

同时，老照片还能够让年轻一代了解贵州历史。
对于身处新时代的年轻一辈来说，甲秀楼、黄果树瀑
布、花溪高坡等，只要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切身体
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数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它们
是怎样的，看完了 《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之后，或
许我们会更加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当我们感叹贵州
高桥建设的伟大成就、贵州自然生态的壮丽风光时，
也能顺着历史的声音深刻地感受到这些故事中蕴含的
时代文化和民族文化。

老照片是历史的刻录，是社会生活的描写，更是
人们生存的证据。它就像一个载体，承载着摄影师人
生的一个片段，也承载着时代的一个片段，传递着生
命的气息。期待 《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专栏记者赵
相康老师带着我们发现更多的贵州老照片，发现更多
的老照片背后的贵州故事！

老照片里读贵州
沈松钦

点亮一盏灯，照亮读书的路。对年少
时的刘深灵而言，时代的尘埃太过厚重，
那时微微亮着的灯光，几度模糊了人的脸
庞，这条读书路步步走来，于他充满着渴
望与艰辛。

“我们那个年代经历了太多波折，小
时候要读书，还得自己上山去割草来盖教
室，全是土坯房，比不上现在这个条件
了。”深冬寒月，在白云区牛场乡蓬莱村平
山组的家里，刘深灵不住感慨。

头戴一顶小礼帽，眼神专注而有力，
尽管已 78岁高龄，但刘深灵看起来仍精神
矍铄。曾在蓬莱村当了 10 多年村支书的
他，打从童年记事开始，就与书香文化结
下了深刻的缘分。

在刘深灵的回忆里，家里四兄妹的春
夏秋冬全是在父亲的讲学声中度过的。“我
爷爷和父亲以前都是本地有名的私塾教
师，父亲甚至还会主动去到村里，让村民
们把孩子都集中起来，找一间空屋子凑一

凑板凳桌子，教他们识字。”
童年时受到浓厚的教育氛围熏陶，刘

深灵早早便知晓文化的重要性。耳濡目染
下，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更积淀着深厚的感
情，上世纪 70年代开始担任村支书的 10多
年时间里，从家里父辈留下来的书本日记
到每天的报纸广播，他的工作和生活始终
没有和文化书本分开过。

谨记“传播文化、教书育人”的祖
训，退休后的刘深灵念着家里的教育渊
源，加上父辈藏书的基础，决定办一个农
家书屋，把家里代代孕育的书香文化传播
开来，传承下去。

2010年，趁着家里盖新房，刘深灵动
员全家自筹资金 12万元，在家中楼房第一
层办起了农家书屋，后取名为“蓬莱书
院”。如今，书院藏书 10000余册，均免费
向村民开放借阅。

为了更丰富书院的藏书门类和数量，
刘深灵还主动联系花溪大学城的几所高

校，大力收旧书和赠书等；为了让书院的
文化气息更浓厚，讲堂书桌上还专门准备
了文房四宝，但凡来书院参观留下墨宝的
书客，刘深灵都会自费将其书写多的作品
裱好收藏，悬挂在书院墙上。

“当时父亲内心觉得虽然退休了，但
还想发挥一点余热来做感兴趣的事情，几
姊妹当时虽然各家也有各家的难，但还是
力所能及地支持他，把这个书院办了下
来。”大女儿刘毓兰说。

原本修建的新家一层是用来做大客厅
使用，因刘深灵用其创办了“蓬莱书院”，每
到逢年过节，全家四姐妹集体回家探望双亲
时，十几口人必须得全部挤在旁边的小灶房
里。

“虽然地方小了点，但是我们都很开心，
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很喜欢买儿童连环画
给我们看，邱少云的故事、上甘岭战役、小兵
张嘎等，想起来都如数家珍，从小就在我们
心里播种了对家国热爱，对文化重视的种

子。”刘毓兰告诉记者，将来也希望自己握好
父亲的接力棒，把书院越办越好。

采访这天，坐在灶房火炉前的靠椅
上，刘深灵家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着中央
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内容，他告诉记者：“我
现在看书、看电视的时间占了一天的三分
之二，平时的地方新闻频道更是非看不
可，这是我每天了解外界的窗口。”

而今，每逢周末和暑假，常有村民和
孩子来到“蓬莱书院”充电学习，大到五
六十岁的老人，小到三四岁的孩子，最多
时，一天能接待200余位村民。

年少时浸润文化芬芳，年迈时传播文
化书香。这一方 120 平方米的小天地，既
是刘深灵给自己搭建的“梦工厂”，亦是其
传播文化、推广阅读的“黄金屋”。

采访结束时，站在家门前那棵巨大的
桂花树下，刘深灵的身影显得渺小而单
薄，但他通过“蓬莱书院”播撒出的一颗
颗书香种子早已飘远，孕育着无限希望。

白云区蓬莱书院创始人刘深灵：

浸润文化芬芳 传播文化书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我们的阅读故事

电话中，听到辛岳用醇厚的播音腔介
绍自己，虽然还未谋面，记者脑海中已浮
现出了这名朗读者的样子。

作为一名电视主播，辛岳这个名字在
安顺早已家喻户晓。因为工作关系，辛岳
与朗读结缘29年。

“刚开始，朗读是我作为主持人背稿子
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辛岳觉得，虽
然做节目更多的是播和说，但有时候觉得通
过朗读才能够帮助自己理解并且揣摩作者
创作的心路历程，用朗读更能把作者创作的
优美文字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通过良好的
语感、丰富的表情和手势、语音语调的抑扬
顿挫，补充了词语本身的不足，使作品锦上
添花，让节目丰富起来。“真正喜欢上朗读，

应该是进电视台以后。”辛岳回想。
两年前，央视一档节目 《朗读者》 火

遍中国，作为热爱朗诵且有专业水准的辛
岳，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安顺这座文化之
城，也要有自己的朗读者，让朗诵这门高
雅的有声语言艺术得到推广和普及，让安
顺朗诵爱好者有一个自己的“家”。

在辛岳的大力推动下，加上安顺市文
联、市音协的全力支持，2019 年 9 月，安
顺市朗诵学会挂牌成立。

刚成立学会后，辛岳便组织了第一场
朗读活动。“手忙脚乱”可能是这场活动的
最佳描述。因为加入朗读学会的会员来自
不同单位，年龄也参差不齐，相互间又不
熟悉，还没有时间排练。“即便如此，我依

然对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心表感激。”
辛岳说，“正是因为大家对朗读的热爱，才
聚集到了一起，就这样，匆忙地在活动前
合诵了一下，便为现场的观众演绎了名家
名篇。当时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咱们安顺
怎么有这么多的好声音，他们一张嘴，文
字就不一样了。”

此后，在做朗读推广活动上，辛岳也
越发积极，越发有经验。

2019 年 9 月的普通话推广周中，辛岳
组织了 15名志愿者走进安顺市西秀区启新
学校，开展普通话诵 70华诞——推普走进
移民学校活动。学校前来参加活动的同学
被分成 6 个小组，志愿者们教他们说普通
话、朗读课本上的课文，同学们学得特别

认真，志愿者们也特别卖力，最后 6 个小
组上台比赛，由学会专家进行点评，评出
了前三名，学会自筹经费买的练习本当奖
品发给他们，获奖孩子的笑容深深印在了
辛岳和志愿者们的心中。

辛岳说，“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
是人生第一次上台说普通话，暂且不管是
否标准，但锻炼了他们的胆量，收获了驾
驭舞台的能力，这样的推广让我们感受
到，我们的活动是有意义的。”

虽然朗读学会运作起来也有很多困
难，但“热爱”激励着辛岳阔步向前。如
今，辛岳的朗读学会已有会员 160 多人，
大家活跃在安顺大大小小的文艺舞台，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安顺市朗读学会会长辛岳：

开启“不喧哗，自有声”文化之旅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郭倩聿

辛岳与她的读书活动走进学校。

（受访者供图）

郭征帆参与诵读活动。
（受访者供图）

刘深灵在整理书架。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