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西北的文化高地  宝鸡人的精神家园

2020年1月17 日 农历己亥年十二月廿三
第475 期     刊头题字：任步武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

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句诗，选自当代作家木心先生的

《云雀叫了一整天》。你一定也写过

信吧？给父母、爱人、朋友，或者给

老师、同学。可你又从什么时候开

始，已经不再用写信这种方式来交

流感情？

有人说，书信是越读越厚的，

短短几百个字，能够捕捉到时间

的影子，感受到社会的变迁，读起

来像一本书一样厚。前几年一档

书信朗读节目《见字如面》一上

线，就迅速吸引观众的视线。这是

一档以朗读信件为主要形式的节

目，节目组精选了古代、近代、现

代那些真实存在的书信，通过嘉

宾读信的方式，重现书信背后的

故事。用书信的方式打开历史，带

领读者感悟书信中的大国小家、

生死阔约。

正所谓 ：见字如面！真挚的

笔墨下，每一封信件都像是一把

开启历史的钥匙，而嘉宾生动朗

读的每一

封信，都让人感

觉好像在听一出剧，身临其境，感

触良多。相较于其他综艺节目，

《见字如面》没有华丽的背景设

计，没有过度的灯光和道具，只是

一方讲台，一封信，一位读信嘉

宾，现场观

众在台下静静聆听，这种

简单质朴的方式，却让节目播

出后好评如潮。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书信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尽管书信逐渐消亡，但情怀并未老

去。宝鸡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副院

长李强教授认为，《见字如面》的成

功，或许可以解答书信的魅力是什

么？那就是“真”，在一句

句情感自然流露的文字中，似乎所

有的布置都显得多余。

当得知宝鸡日报正在推出

《两地书》策划时，李强表示，无论

是纸质书信，还是互联网时代电

子书信，只要人们始终对传统文

化、古老文字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表达真挚就能够重拾书信情怀，

让书信重新焕发出魅力。

书画家为儿童福利院新春送“福”
本报讯 1 月 15 日，宝鸡中

国画院的书画家来到宝鸡市儿

童福利院，开展“金鼠贺岁”迎春

书画笔会活动，现场挥毫泼墨为

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画画、写

春联、送福字。

当天上午，宝鸡中国画院

15 位书画家饱蘸笔墨，或写下

关爱满满的春联，或写下带有

老鼠图样的创意“福”字，或画

下美好吉祥的画作，借此表达

对市儿童福利院孩子们的新春

祝福。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被笔会活动吸引，有的端详书

法家写字风采，有的询问画家

色彩搭配秘诀，有的求教楹联

意蕴，展现出对书画文化的浓

厚兴趣。宝鸡中国画院院长李

升运介绍，孩子们对书画文化

兴趣较高，宝鸡中国画院连续

数年在市儿童福利院开展春节

送书画活动，以期为孩子们的

春节增添一份喜气和雅意。
本报记者 张琼

第三届“陕西美术奖”揭晓 

宝鸡“80 后”插画师获金奖
本报讯 日前，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陕西省

美术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陕西美术奖”颁

奖仪式在西安举行。宝鸡“80 后”插画师刘

伟伟创作的《小星星》获综合类作品金奖。

据了解，“陕西美术奖”五年一届，是陕

西美术的最高奖项。本届美术奖分为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艺术设计、综合类六大

类，共设 22 个奖项，其中荣誉奖 1 名，金奖

4 名，银奖 6 名，铜奖 11 名。

刘伟伟，又名“小刺猬”，1988 年出生

于宝鸡，从小喜欢画画，2007 年考入赣南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修动画专业。大二那

年，因为一次偶然，刘伟伟拿起彩笔画出了

自己的第一幅插画作品，并获得了专业老

师和同学们的好评。从此，开启了他的插画

师之路。插画作品《小星星》为系列作品，刘

伟伟于 2018 年开始创作，目前已完成 40

余幅，此次参赛作品为 8 幅。刘伟伟说，他

创作插画《小星星》的初衷是星星是夜空中

最美的景，希望每一颗小星星都能为孩子

们带去最明亮的色彩，也期待该作品合集

能尽快与大家见面。 
本报记者 王星

文化进村惠群众
本报讯 1 月 14 日至 16 日，

渭滨区文化馆文艺小分队深入高

家镇晁峪村、上川村，神农镇益门

村，石鼓镇龙山河村等村，以“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迎新

春”为主题，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活动中，小分队队员用送春

联、送福字等方式，为村民们增

添新年的喜气 ；用舞蹈、歌曲、小

品、乐器演奏等形式，为村民送

上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受到群

众欢迎。据悉，此次惠民活动由

渭滨区委、区政府、区委宣传部、

区文旅局等举办，旨在营造欢乐

祥和、喜庆热烈、文明进步的浓

厚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唐晓妮

手机当道
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写信

本报记者 王星

文化
观察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书信是以前相隔较远、暂时无

法见面的人，相互交流情感与思想

的工具，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特

别方式。虽受限于时间、空间，但它

却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和回忆。

中国的通信史源远流长，最早

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从“来鼓”、烽火

台通信，到秦朝邮驿律令的制定、明

代海上邮驿的开辟，再到清末近代

邮政的逐步兴起，我国邮驿制度和

通信组织伴随历史的更迭与经济社

会的发展不断更替流转，演变至今，

也传承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

知识财富、语言魅力与礼仪文化。

在科技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与

人之间的信息互通与情感交流，主

要依赖于书信。直至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书信往来依然是人们最常用

的联系方式。无论是那些贴着邮票、

细心书写了收信人和寄信人地址的

信封，还是花样的信纸，都是温暖的

记忆。

我市 80 岁的退休电力职工付

志发和 74 岁的妻子徐彩彦，携手走

过半个多世纪，他们家至今留着的

很多家书，都是珍贵的礼物。

1963 年，在北京某部队服役的

付志发与徐彩彦结婚，婚后没多久，

付志发就返回部队工作，而徐彩彦

则留在岐山县青化镇焦六村的老家

生活。以后，身处两地的夫妻每半个

月就有一次书信往来，互诉心声。

书信中，写得最多的就是生

活中的收获，为了让丈夫安心服兵

役，徐彩彦在信中只报喜不报忧。

说到这里，徐彩彦还分享了一个小

细节，每次收到信件，她都会保存

下来。1966 年，他们第一个孩子降

生，因为工作的原因，付志发未能

赶回家，家人则是通过电报向他报

喜。当得知喜讯后，付志发提笔给

妻子写了一封信，一字一句中透着

愧疚和心疼……

在部队服役的 15 年间，这些往

来的信件，成为付志发和徐彩彦 50

多载美好爱情的见证。如今已儿孙

满堂的他们，还会时不时地翻看过

去的书信和照片，仿佛那些故事就

在昨天，一切都变得那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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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纸张没有出现的时

候，人们在竹板或竹简上刻下文

字，因为材质昂贵和书写不便等原

因，这些文字主要用于记录历史上

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东汉蔡伦改进

造纸术后，他将普通的纤维变成纸

张，随之被人们广泛应用。

唐代大诗人杜甫诗曰 ：“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乱分离

当中，收到一封亲人的书信，比万

两黄金还珍贵，每个字都是情感的

寄托。在分别之后，这些书信有着

袅袅的余音，虽纸短但情长，有的

甚至升华成一生的思念。

“亲爱的自己，我不知道未来

4 年你要经历些什么，但还是希望

接下来的时间，你能拼尽全力去实

现你年少时的梦想……”这些话，

是晋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刘婷，于 2015 年 9 月走进大学校

门时写给自己的信里的话。

1998 年出生的刘婷是宝鸡

人，现在的她是蔡家坡第二小学的

一位教师，这封信一直被她珍藏。

因为这封信不仅是刘婷自己制定

的大学学业规划，也是毕业时检阅

自己成长的对照材料。

刘婷在信中写到，要勤能补

拙，实现自己的教师梦。有了这个

目标，她一直鞭策自己要明确方

向，好好学习。“这封信就是几年

前我对我的期许，还好努力了，

没有辜负自己！”如今，再读写给

自己的信，刘婷不禁红了脸庞，她

说，看微信、刷微博是年轻人的一

种生活方式，但绝不是他们的全

部，其实很多懒惰拖延表面上看是

手机的错，本质上还是自己

不够自律。

现在不是要呼吁年轻人告别

手机，而是要让互联网为他们服

务，刘婷说：“希望我们不要做提

笔忘字的一代，拆开信件的那一

刻，那份感动是电子邮件代替不

了的。”

纸短情长，最好的故事讲给你听

笔墨真挚，书信或逝但情怀未老

信，是千里之外的眼睛。一字一句代表了写信人的

所悟所想，一笔一画寄托着思绪情愁。作为一种传统的

联系方式，书信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情感沟通中，曾发

挥过重要作用，它是有温度的传播媒介，一纸素笺寄托

心语，跨越千山，走过万水。

随着移动互联事业的发展和通信工具的变迁，手

机拥有越来越多的功能，使人们沟通更加便捷，可是很

多人却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所需的

信息都放在移动数据中，幸福的印记变得很浅。通信工

具在改变，但希望不变的是通信两端对彼此深度的思

念和真诚。在当下，你是否还想过用笔尖去记录生活，

诉说点滴？

六营村里“非遗过大年”
本 报 讯 1 月 16 日，宝 鸡 市

2020 年“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凤翔县

城关镇六营村泥塑广场举行。木版

年画、泥塑、剪纸等具有凤翔特色

的非遗“绝活”精彩亮相，将春节气

氛搅得火热。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局、

凤翔县人民政府主办，旨在进一步

展现凤翔非遗保护成果，弘扬优秀

民间民俗传统文化，促进传统工艺

振兴，丰富和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

活，为群众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活动当天，进行了非遗成果展

示和文艺演出。同时，陕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了 2018-2020 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通

知，凤翔县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称号。活动现场，还表彰

了凤翔县非遗助力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凤翔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凤翔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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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志发和妻子徐彩彦将书信和老照片珍藏在木匣里。

2015 年刘婷写给自己的信。

好评如潮的《见

字如面》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