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2日上午，“启封中原记忆，感知河
南考古——2017年度河南考古新发现公众
报告会”首场活动在河南博物院举办。

本次报告会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
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
办，社会各界群众数百人聆听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樊温泉
以“中原古都又现辉煌”为主标题，讲述了刚
刚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
“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的新郑郑韩故城
遗址考古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赵海涛以“华夏第一王都再现独特宫室”为
题，介绍了荣获2017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
新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考古
新发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咸秋以“探

索东汉皇帝的长眠之地”为主标题，讲述了荣
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河南
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的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
查与发掘考古新发现。

3位学者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作了精
彩纷呈的报告，详细介绍这些备受关注的考
古发现的发掘过程、出土文物、历史文化价
值等，并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互动。

据悉，5月 5日还将在河南博物院西配
楼多功能报告厅举办第二场报告会。届时，
将向公众报告荣获“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
进展”的许昌人考古发现研究新突破、荣获
2017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的开封
北宋东京城顺天门（新郑门）遗址考古新发
现和荥阳青台遗址考古发现。感兴趣的市
民可前去免费聆听。 记者 苏瑜

4月21日下午，由河南省阅读学会推选
的2018“河南十大优秀朗读者”带来的“读唐
诗”大型公益活动，在古色古香的“郑州文博
城”国学大讲堂举行。为献礼“世界读书
日”，郑州市著名舞蹈家特意以“重返大唐”
古典舞，前往助兴。

此次活动，由郑州市文明办指导，河南
省阅读学会、河南省中外经典朗诵艺术团、
郑州大学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精心挑选出唐
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活动当天，吸引了不少的郑州读者。值
得一提的是，4位 5岁左右的幼儿园小朋友

也登上舞台，用稚嫩甜美的童声，读起了家
喻户晓的《咏鹅》和《春晓》，给观众带来了意
外的惊喜。

最后，李商隐那篇耐人寻味的《相见时
难别亦难》，在悠扬典雅的古筝音乐伴奏中，
不仅被集体朗诵，而且还集体演唱，使得全
场的热烈气氛推向了高潮。

“全民阅读，我们在行动；全民阅读，真
正读起来”。这次活动总策划陆进良先生对
记者说：“‘世界读书日’读唐诗活动已经持
续多年，今后会继续开展，争取一年比一年
更精彩。”记者 苏瑜

近年来，郑州的书店越来越多，阅
读氛围越来越浓厚，市民读书的渠道、
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各种线上线下的
读书会、朗读会、分享会等视听阅读交
流活动让全城沐浴在馥郁书香之中，
还有人热衷于利用开车、走路、候车等
碎片化时间听书，读书确确实实成为
一种很普及的精神享受。

“各种阅读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坏事
情，它是这个多元化时代的产物。我认
为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也能为读者提供
很多精神上的滋养。”梁鸿说，读者见缝
插针地阅读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不过，她也认为，仅仅浅阅读、碎片化阅
读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有一部分读
者去深入地持续地阅读。

面对时下兴起的各类读书朗读会，
乔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朗读能加深
对作品的理解，但有时容易表演化，它
带给你的收获和你真正安静地、深入地
阅读，还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在举办朗
读会的同时，大家能围绕一个主题在一
起交流探讨，就更有意义。”

阿来也认为，读书交流本身是好
事，但如果太急于交流，反而失去了交
流的初衷。“比如我们常看到在一些阅
读交流的场合，有人读书没有足够的深
入，就急于发言，但其实很多谈的都是
表层。所以，我们也应该提倡，首先应
该有足够的耐心，把书看完、读透，思考
深入以后，再来发表意见，这样交流才
更有效，而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

读书交流日趋多元

伴随着 4月 23 日“世界读书
日”的到来，关于阅读的话题再次引
起广泛关注。今天，记者将带你步
入王蒙、乔叶、梁鸿、周大新等名人
大家的书香世界，听他们谈谈读书
之乐与选书之法。
记者 杨丽萍 秦华 左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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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帘卷春光慢读书

记者带你走进名人大家的书香世界

今天（23日）是“世界读书日”，但
对于热爱读书的人们来说，每一天都
是“读书日”，因为无论这个世界如何
变化，读书，永远不会过时。一如王
蒙、周大新、阿来等作家所言，读书早
已是种深植于血脉中、自然而然的习
惯。对于阅读的益处，他们也有着独
到的人生体会。

“现实只有一种可能性,但从理论上
讲,人生有多种可能性。这就像走在路
上,眼前不断出现岔路,每一次分岔,都代
表一种可能。现实中我们却只能走一
条路，但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
性。”作家阿来认为，通过阅读，人们能
在短暂的生命中经历更多的可能性。

“人类的文化、智慧集中保存在书里
面。真正能够提高素质、推动思维、改善
人的精神品质的方法，只有读书。”作家
王蒙对“阅读”的作用极为肯定，他认为，
读书不但能帮助我们了解信息，扩展知
识，培养精神集中、动脑筋的习惯，还教
给我们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概括不同的
知识、不同的规律的共同道理。

谈及阅读对人的影响，茅盾文学
奖得主、作家周大新说：“不阅读也可
以正常生活，但是读书会让你生活得
更清新、励志、多彩，人的一生有限，而
书却太多了，那么读什么书呢？我认
为一定要把好选择关，读糟糕的书是
对光阴的浪费。”

读书永不过时

梁实秋曾说：“人生苦短，而应读
之书太多。”当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书
籍，该如何选择、如何阅读呢？周大新
建议：专业书读最前沿的；文史哲要读
经典；还要读当代最新的作品，读口口
相传的专家推荐的好书，这样保证在
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更多的知识。

在王蒙看来，读书就该读那些经
过时间考验、经过传播的经典。

“阅读经典，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
的孔子、孟子、庄子、屈原、苏轼、曹雪
芹……国外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康德、笛卡尔、托尔斯泰、巴尔
扎克……他们曾经在精神上达到什么
样的高度？他们对生活的体验上达到
什么样的深度？了解他们的道德心
理，对民众的关切和爱，他们对国家对
同胞对亲人的忧患，如果不阅读这些
经典，你就不了解这种高度。”

省作协副主席乔叶认为，青少年阅
读时也该“多读经典”。“经典是久经考验
的、一代代读者读出来的，它可能会有些
晦涩，读起来不那么‘爽口’，也不那么刺
激，它却是非常耐读的、能真正培养你非
常纯正的审美趣味，它对你的影响不会
立竿见影，但等时间再长一点，你终会深
切地感受到读经典的好处。”

此外，王蒙和《出梁庄记》《中国在
梁庄》作者，著名作家、学者梁鸿都建
议大家多读“烧脑”的书。

“我接触的一些学生，阅读量挺大
的，所以我认为千万不要小看了孩子
们的阅读能力，给他们推荐低层次的
浅显的书籍，那样会局限孩子的思维，
青少年时期正是思维活跃的时期，引
导他们读一本有深度有思想的书，对
他们影响深远，家长和老师大可不必
担心他们读不懂。”梁鸿说。

“读什么”比“读不读”更重要

读唐诗活动在郑州文博城举行

考古新发现 讲给公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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