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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知识付费产品代表性人

物罗振宇，在抖音与得到 APP 同时

进行线上直播，带领用户在 3 小时内

快速“刷”完 148 本新书，并建议观众

尝试一年内读完这些叠起来有两米

高的图书，让一些不知阅读如何取

舍的受众寻找到一种“高效”

的选书方式。（8 月 6 日《人民

日报海外版》）

网络直播带货已经成为

一种新消费方式，但是这类直

播“刷书”却引发了激烈的讨

论。批评者认为，“刷书”是一

些人为了纾解“知识焦虑”的

自我安慰，这种走马观花的阅

读方式让阅读沦为形式，充斥

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与阅读的

初心背道而驰。

阅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

也许主播在 1 秒钟内就可以

介绍清楚一支口红的颜色，但

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一本

图书说深说透。在两三个小时

内刷完 100 多本书，恐怕观众

最后连书名都记不住，怎么可

能消化吸收书中所蕴含的丰

富知识和深邃内涵。直播“刷

书”是知识付费与直播带货相

结合的新事物，为了迎合当下

部分观众期望快速实现自我

提升的焦虑心态，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实现“流量变现”，说

是传播知识，实际上不过是一

桩生意。

阅读不能带有功利心态，

这个道理先辈们早就作出教

诲，知识的积累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在工

作和生活节奏都很快，人们忙碌于工

作、生活、应酬，还得花费不少时间在

上下班的路上，这使得不少人没有时

间、也难以静下心来进行阅读。这种

“快节奏”的状态也影响到人们的精

神世界，一些人希望能够获得通往知

识殿堂的捷径，花费最少的时间来获

得最快的成长，于是各类“快速”“速

读”“速成”等阅读方式开始流行，让

阅读变得快餐化，直播“刷书”与这些

并没有本质区别。

书 籍 承 载 着 系 统 性 、深

度性的知识体系，是作者很

多年学识与阅历的积淀，读

者想要真正读懂一本书，需

要数遍甚至数十遍反复阅读

方能实现。直播“刷书”以短

平 快 的 形 式 对 图 书 进 行 拆

解，读者从只言片语中不可

能掌握书籍的全貌，所获得

的只是碎片化的片段，缺乏

深入思考与系统领悟，一切

以实用、实效为原则，实际上

并不是阅读的初衷，靠这种

碎片化、混乱化的信息也难

以真正支撑起一个人的知识

体系。

阅 读 是 一 件 私 密 的 事

情，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层

次 、生 活 阅 历 、兴 趣 爱 好 和

理 解 能 力 ，正 所 谓“ 一 千 个

读 者 ，就 有 一 千 个 哈 姆 雷

特 ”，每 个 人 对 书 籍 都 会 有

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这也是

阅读的魅力所在。阅读应该

丰富多彩，不能变成一种程

式 化 、机 械 式 的“ 刷 书 ”模

式 ，这 就 会 让 阅 读 变 得 功

利 、随 意 ，失 去 阅 读 应 有 的

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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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首播，跟随作家重返故乡

寻找生命的“原风景”

﹃
刷
书
﹄
不
是
阅
读
的
正
确
方
式

闻
平

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

绒藏区、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毕飞

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中原延津、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日前首播的系

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六位

中国当代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

命的“原风景”，也让观众感受中国

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我们

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探

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

学的故乡。”本片导演、北京师范大

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我期

待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

文学故乡，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就

是诗和远方。”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写完《满月儿》的贾平凹陷入茫

然，他发现了自己的“故乡”商洛，

于是沿丹江，下丹凤，走商南，白天

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

从此走出创作瓶颈。而他最近的长

篇小说《山本》已从商洛扩大到秦

岭地区。

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

地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

谷，探访 18 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

见过土司后人，但他没想到，小说

《尘埃落定》竟妙手偶得。

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

津玉米地看书的一幕：一位农村姑

娘在河边梳妆，晚霞照亮了河水，也

照亮了姑娘的脸，激发了他写《塔

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

起点。

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石桥、

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

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

传说等人文元素，融汇世界文学经

验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

这个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

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

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

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

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

地。”莫言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

行主任张清华指出，每个有成就的

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

轮廓，江南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

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上海之于张爱

玲，都有着独特意义。

“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

作家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乡

造就了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

阅历。”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

繁华说，这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

创作潮流形成鲜明对比，对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具有

重要的导向作用。

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
性互动

2016 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两部由刘震云小说

改编的电影公映，被市场称为“刘震

云年”。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也

被《文学的故乡》收录。

事实上，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

品，都曾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贾

平凹的《高兴》、阿来的《尘埃落定》、

毕飞宇的《青衣》、迟子建的《额尔古

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刘震

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

秋千架》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刘震

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为话

剧，莫言的《红高粱》更被改编为晋

剧、评剧、豫剧、舞剧。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

认为，《文学的故乡》再次展现出文

学与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

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给影视

和戏剧以滋养，影视和戏剧又反哺

文学，扩大其影响力。

而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本身，

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作为

诗人和学者的张同道，给了该片别

样的创作视角。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

种文化研究，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

创作了这样的作品，成了这样的风

格。”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

说，该片呈现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

界和日常生活，同时具有重要的历

史文献价值。

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
敬意回望

对于回故乡的提议，不是每位

作家都有深深的热忱；而一回到故

乡，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真实地记

录下来。

因为父亲是被领养的，毕飞宇

自称没有故乡，也不愿回到出生的

村庄。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

外，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突然拍了一

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长长

的静默后再转回头，擦了擦发红的

眼圈说：“就是这儿。”

因为过度砍伐，故乡曾经历原

始森林消失、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

化，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

“恨这个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

乡的家中，拉着母亲的手，他泣不

成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

为，中国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

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改革开放

以后，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这

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

国家的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出走

和回望中，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

和生活的实体，更是我们生命的根

底，饱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李敬泽说，“乡愁，是这个急剧变化、

不断迁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

是我们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

一份满怀敬意的回望和珍重。”

（新华社 白瀛 翟翔）

烩麻食是一道独具特色的

陕西美味小吃。据记载，它是由

元代的“秃秃麻食”演变传承而

来。《饮膳正要》里说，“秃秃麻

食”是用手撇面，以羊肉为配料

制作而成，后来经过厨师不断

改进，其制作工艺和用料有了

很大的变化。它不仅可荤可素，

可精可粗，而且对食材没有严

格要求，普通家庭可以就地取

材，尤以当地时令蔬菜为佳。和

面，手搓，烧火，炒菜，添水，煮

熟……一步步工序后，烩麻食就

做好了。

小时候，我最爱吃爸爸做的，

吃上一碗，还想再吃第二碗。那

时候，我和弟弟妹妹还比赛看谁

吃得多，看谁吃得快。直到现在，

爸爸制作的场景，仍会浮现在我

的眼前。

制作烩麻食时，爸爸先是从

家 里 的 面 瓮 里 舀 出 来 一 些 面

粉，置于面盆里。用庭院里辘轳

水 井 打 出 来 的 清 凉 的 井 水 和

面，直至将面粉揉搓成一个面

团，再静置面盆中待用。搓麻食

的活儿是费体力的，因为要一

直用大拇指搓面，所以，我和弟

弟妹妹偶尔也会出点儿力，谁

也不愿意落后。做麻食需要左

手拿面块儿，右手掐一小块儿

面疙瘩，用大拇指在案板上或

者簸箕里用劲儿往前推，像变

魔术似的，小面疙瘩就变成了

一个空心的小圆筒状，一个一

个的麻食就成型了。只是因为

要一直使劲儿，大拇指指尖往

往会隐隐作痛。

爸爸也乐意让我们帮点儿

忙。他让我将土豆去皮，用清水

冲洗干净。然后他来做改刀的活

儿。他先将土豆切成一指厚的

片，再切成一指宽的条，最后改

刀成小四方块儿状置盘中。葱切

成小段儿，姜切成末，蒜切片，西

红柿去掉柿子把儿，切成小方块

儿即可，青辣椒切小段，如指甲

盖儿大小备用。茄子清洗干净去

皮，去掉茄子把儿，也切成一厘

米厚的片，再切条儿，并改刀成

斜四方块儿。

有时想要吃麻食里面加鸡蛋

的，就在小碗里打入三至五个鸡

蛋，放入些许盐、十三香调料搅

拌均匀。鸡蛋需要炒熟备用，首

先净锅热油，将鸡蛋倒入，待煎

至金黄后翻转过来再煎，用手勺

取出，放盘中晾凉，切成小四方

块儿状或斜四方块状均可。还有

的时候想要加点荤菜，那就可以

将猪肉或是羊肉等肉类切成一厘

米见方的小薄片，便于熟制入

口。腌制的方法就是倒入料酒，

生抽，盐，几片生姜，蒜，几段葱

白，静置入味。制作烩麻食之前，

将腌制好的猪肉或羊肉等肉类煸

炒至成熟。

等待一切就绪，爸爸便在锅

内倒入适量的菜油，油温烧至七

成热，放入干辣椒、花椒粒、葱、

姜、蒜爆香，再加入少许的豆瓣

酱，放入切好的土豆，茄子，刚刚

炒熟的肉块等食材，继续煸炒至

熟。最后，放入切好的西红柿，大

火将西红柿炒到成糊状。接下

来，加入开水或者冷水都可以，

为了防止粘连，等到水在锅内翻

滚时，用双手将麻食划散开，抛

入锅里。再用锅铲搅动，大火煮

沸。大约十至十五分钟后，汤烧

得浓浓的，锅里不时飘散出一股

香味，就可以尝尝麻食是否煮熟

了。出锅前，一定要撒上些青菜

和葱末儿，搅动均匀以后，即可

盛在小碗里食用。上桌时，佐以

红油辣子、醋、糖蒜等，吃起来酸

爽可口，很有嚼劲，也会让人胃

口大开。

呵呵，我把烩麻食说得这么

好吃，你是不是也想马上来上一

碗呢！

烩麻食
周丹丰

西宁市城北区
红色文艺轻骑兵
丰富群众文化活动

本报讯（林洛 范生栋）7月 30日，

青海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镇在石

头磊新村文化广场举办了“红色文艺

轻骑兵”启动仪式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文艺演出活动。

二十里铺镇“红色文艺轻骑兵”

以红色文艺为依托，突出党建引领、

文化搭台、服务群众、润物无声，充分

利用和发挥乡镇文化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的优势和作用，编排写人民、演人民、

为人民且弘扬正能量和时代精神的

接地气节目。

“二十里铺镇党委、政府将努力

探索、久久为功，把‘红色文艺轻骑

兵’队伍建设好、打造好、发挥好，变

‘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

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凝聚起党建

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整体合力，推进全

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二十里铺

镇党委书记甘占芳说。

山西深挖文化资源
打造10条主题旅游线路

新华社太原8月 8日电（记者 王
菲菲）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

发《“游山西·读历史”活动实施方

案》，提出将围绕“黄河、长城、太行”

三大品牌，挖掘厚重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 10 条成熟的主题旅游线路，构

建文化文物活化利用体系。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说。为推进

文旅融合，山西提出要对历史文化、

旅游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到2021年，

打造 10 条成熟的主题旅游线路，建

设 20 处国宝级文物活化利用试点，

培育 30 个研学实践教育示范基地，

改造提升 60 个历史文化景区；到

2023 年，把“游山西就是读历史”培

育成全国知名旅游品牌。

山西将选择五台山、云冈石窟、

平遥古城、晋祠、雁门关等15个旅游

场所率先启动，打造样板，引领示范；

选择张壁古堡等 60个具备一定条件

但缺乏内容提炼挖掘的 4A 级景区，

进行改造提升；按照遗址、古建、非

遗、神话故事等类型，对具有历史文

化资源但缺少必要载体呈现的区域

进行创意设计、深度开发。

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山西将选

择云冈石窟、佛光寺、应县木塔等 20

处国宝级文物单位开展试点，加强文

化价值挖掘阐释，科学策划展示内

容，形成特色旅游产品。在确保文物

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国保、省

保单位开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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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第三届中华武术节
顺利举行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近日，四川省邛崃市第三届

中华武术节活动在邛崃河滨广场举

行，旨在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促

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活动现场，长拳、棍术、九节鞭、

少林拳传统武术表演气势磅礴，扣人

心弦，让现场观众一饱眼福。同时现

场还通过宣传展板等方式宣传科学

健身与健康教育内容。邛崃市文旅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术是彰显中华

民族灿烂文化的绚丽瑰宝，是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通过开展中

华武术展演活动，能不断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主动参与健身的意识，激发全

民健身热情。”

据了解，近年来，邛崃大力推进

文体旅融合发展，以“体育+”带动文

体旅发展，以赛事谋城，成功举办了

“一带一路”成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

邛崃分站赛等重大赛事，深入街道社

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构建了多层

次、广覆盖的体育基础设施体系，促

进了群众体育的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