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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 20 多年新闻评论，我第
一次如此较真“啃”一本新闻评论
研究专著——苏蕾的《新闻评论
与公共性理论建构研究》。苏蕾
认为，从经典的新闻实践理论出
发，新闻评论实践以公共性为实
践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从
我国新闻评论实践历史看，新闻
评论的公共性仍是一个待建构的
命题。这是《新闻评论与公共性
理论建构研究》著述背景以及价
值和难点所在。苏蕾将哈贝马斯
关于公共性、交往理性等作为理
论源头，以公共性作为切入点，辩
证、巧妙地阐释其核心含义，将公
共性“迁至”新闻评论领域时，不
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而是将两
者做了恰如其分的理论“贯通”，
既提升了本书理论厚度和高度，
又凸显了苏蕾宽广的研究视野和
理论驾驭能力。

把新闻评论的公共性看作理
论问题，是《新闻评论与公共性理
论建构研究》最突出特征。苏蕾
着眼于历史脉络，对不同历史阶
段类型新闻评论的公共性进行了
解释和构建；接着对新闻评论公
共性内涵静态构成因素——主

体、客体、文本、主体精神、客体内
涵等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将新闻
评论话语实践的舆论活动特质，
与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念辅以

“逻辑链接”，进而实现了批判性
思维的建构。

筑牢理论“地基”后，苏蕾从
“历史问题”“写作问题”“现实问题”
三方面，阐释了新闻评论公共性构
建涉及的不同层面内涵。苏蕾认
为，由于近代文人群体局限性，文
人论政大多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
际，公共性也有不足之处；从党报
评论开始，新闻评论公共性不断得
到发展和更新，随后的都市报评
论、网络评论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
和技术进步，使得新闻评论公共性
发生新的迁移和变化。

从写作角度看，越具时效性
的新闻评论则越有公共性，可以
获得越广泛传播，这与新闻事实
本身公共性有关，更与新闻评论
能否持论公正关系密切。苏蕾的
这些论断，基于新闻事实公共性
和新闻评论公共性相关性分析，
这在新闻评论话语实践中可以举
出无数案例。面对同一起新闻事
件，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撰写的

新闻评论，略去文字表达差异，其
阅读量、影响力相差甚大的核心
影响因素，往往就是新闻评论公
共性。

新闻评论公共性面临的“现
实问题”，显然是苏蕾论述重点。
兴起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时评热，
随着舆论环境变迁及网络媒体日
趋发展，显现出新闻评论公共性
在现实维度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或者得益于其高校新闻学专业教

授身份，基于长期教学实践积累，
苏蕾对20多年来新闻评论发展脉
络十分清晰，对新闻评论公共性
思考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体现了
难能可贵的批判性。

事实上，多年来，网络媒体崛
起以及媒介技术迭代，确实为新
闻评论话语实践带来新变化，如：
发表平台大幅增多、写作主体分
散、时效性增强、文章观点多元
等。苏蕾在肯定这些变化之后，
对照公共性核心含义：公开、公
益、公正的标准，尖锐且客观地指
出了当前新闻评论话语实践存在
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新
闻评论公共性“现实问题”时，苏
蕾对时评“圈子化”“消费化”等予
以严肃批判，直指“丑陋的时评
圈”暴露公共精神的缺失，并在分
析若干具体案例基础上提出“文
本”“作者”“议题”等方面“公共性
之思”，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现实
性，凸显新闻评论公共性构建之
艰难以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时
评人和研究学者不妨借此深入思
考，或汲取前行动力，或明确前进
方向，为新闻评论公共性理论构
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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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的封面，唯美的文字，灵动
的画面，汇集成这本《山野、清风与
明月》，我翻阅细读，宛如山野间的
一缕清风，一轮朗月，文画相映，篇
篇清润，有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著名人气作家陈晓辉和水墨艺
术画家李知弥的心灵碰撞，激发出
作家的灵性文字与画家的水墨艺术
之约，沿着这本暖心之作淌出的河
流，串起无数人生曼妙的风景。

我与作家陈晓辉从未谋面，但是
通过阅读他的文学作品，对他早已有
了明朗印象：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所谓字如其人，他的文字充满淡淡禅
意，书写岁月的清浅欢喜，勾画人间
的诗意美好，随性而行，自在坦荡，显
有美玉般温和清润的光泽与质地。

每一幅画，都配有一段优美文
字。灰白的墙角，种有一丛花，旁题：
人传诗句满江南。细读一侧的配文，
字字如珠玉，“花瓣颜色喜人，绿叶清
凉，与其闲处，时光盛着诗意和香气”。

陈晓辉有一颗灵慧细微的心，
总能发现生活无处不在的美好，从
细碎的光阴里，串起生活的小欢
喜。他视花草为知音，生命亦如花，
静静地开，悄然地落。每一朵花里，
都藏着灵魂最美的模样。

红花碧叶间，春色知心。他经
常在忙碌之余，独自走进山野间，给
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遇到当地的乡
民，他想到的是：我愿是那江，那山，
那水，那行走着的山民。愿是那山
与村舍里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他在心灵花田里，种下慈悲与柔软，
种下感恩与惜福。

一粥一菜一筷，知足菜根香。
这是最寻常的生活场景，而在陈晓
辉眼中，“慢的事，灵魂却饱满着。”
他还说，“慢的心，能带给我们警醒、
喜悦和思考。”

简单的话语，如智慧的水滴，悄
然滑落我的心涧。平凡清淡的日
子，因为有了一颗明慧的心，怀着喜
悦，深入思考，每一天都那么不同，
有着非凡的意义。

苦心人济世，而其实，生活中的
苦楚，往往难与人言，不过冷暖自
知，自得其乐。聪慧如他，却亦感
慨：我经常感觉自己是游离这个世
界之外的，却又看见了这么多红尘
里的温暖与感动。

那一段段话语，似是写给自己
的信笺，携带着春天的浩荡气息。
这也使得他常怀少年心，眼眸永远
清亮，如一泓潭水，倒映着山水，倒
映着诗画人生。

纸短情长，话有不尽之意。生命
中一切悲喜，都是必经的历程，往事，
总在回忆中生香。不必抱怨，更无须
叹息，每一次偶然的相遇，都是必然。
相见珍惜，别离珍重，就已经足够。

花开花落且随缘，终不悔。“美
好让人心生惆怅，使人悲，使人痛，
使人怜，又使人这样美……”他坐拥
清风明月，一遍遍地怀想，一段相
遇，一份美好，一场旧光阴。

在他的心里，每次旅游途中遇
见的每一个陌生人，都是时光最好
的馈赠。陈晓辉常年居住在织锦繁
华的大上海，却又隐于闹市，进退自
若，诗意地栖居。

他活得清醒又自知，他徜徉在
清风里，种字，种花，种欢喜。春有
百花秋有月，每一个珍贵的当下，都
是人间好时光。正如那一朵又一
朵，花开见喜。身处艰难的境遇，见
到花开，他便忘却了忧伤。

他常年坚持读书，热爱写作，无
论身处何方，口袋里始终带着一本
书，一片心灵的花园。浅浅喜，深深
爱，行走在美丽人间，每一天都看见
欢喜。

好的人生，向来就是不要急，慢
慢熬。一杯茶，一本书，茶里浮着月
光，书里淌着花香，这是他的生活常
态，也是一种自我修行。他是目光
清朗的男子，拥有一颗无比柔软的
心。他的脸上，永远挂着一抹谦和
的笑，浅淡而温暖。

生命就是一场远行，如果说奔
行中的你，也有丛生的烦恼，也有未
知的迷惑，不妨现在就停下来，读读
这本书——《山野、清风与明月》，是
作家与画家历时三年，精心打磨的
暖心之作。

透过陈晓辉辽阔的内心世界，
感知有着强大灵魂的他。无数寂寂
的长夜，他用一支秀笔，勾画内心的
万千波澜。撷一缕清风，拥一片月
光，与自己，与万物和解。

本报讯（记者 孙永涛）近日，
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获奖作
家、宝鸡日报社编辑胡宝林的新
作《时光简：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

生活》，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作为
“当代作家精品”出版发行。作者
以二十四节气为序，体验每一个
节气的物候之变，书写这个时节

的百姓生活故事，通过关中西府
乡村流年四季自然风物之变，人
间烟火冷暖，生动展现出中国乡
村庄严悠远的生活图景、中国农
民丰富的心灵世界和现代化进程
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胡宝林现为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时

光简》是他继《此生此地》后捧给
关中大地的第二本散文集，也是
他在故乡深度体验中国二十四节
气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倾
情书写父老乡亲酸甜苦辣生活的
成果。该书由中国散文学会常务
副会长红孩作序，著名作家王宗
仁、冯积岐、常智奇联袂推荐。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2022 年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指
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
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
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
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
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自信自强
的品格。2023 年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中提出“要把开展读书活动
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渭南师范
学院也积极开展各项读书活动，
为同学们提供分享读书心得的
平台，让读书深入我们的学习生
活之中。俗话说：“读书可以改
变命运。”孔子晚年学周易，韦编
三绝、孜孜不倦，常常感到“无有
师保，如临父母”，可见孔子多么
重视读书。作为新时代的师范
生，当以读书为基，奉献为要，实
现心中好园丁的梦想。

在环境中培养爱好。为了给
同学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读书氛
围，我们学院着力打造“书香人
文”，旨在引导学生读元典、读经
典，并为每位学生配发专业阅读

书目，精选一百部经典名著，坚持
举办“百部经典名著导读”“名师
进课堂”“作家进课堂”“名家进课
堂”等活动，帮助学生在阅读中汲
取营养，感悟人生，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除此之外，学院积极举办原创诗
文朗诵会、经典诗文朗诵活动、百
年百部红色经典阅读分享会等活
动，深入日常学习生活之中，让学
生在活动中分享自己的读书感
悟，体会读书的乐趣，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在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读书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富足。在和其
他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我切实感
受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
家对于相同书籍的不同看法和观
点给了我很多启发，同时也发现
了自己阅读中的局限性。

在阅读中学会思考。在学

院积极倡导之下，读书在同学们
当中蔚然成风，我也在这种氛围
之下开始阅读不同题材、不同风
格、不同时代的书籍。在路遥

《平凡的世界》中，感受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普通人的生活，体悟
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作者
温暖的笔触下，看到了平凡人
在面对生活苦难时不放弃、敢
拼搏的精神，给了我源源不断
的精神力量；在阅读大量历史
书籍的过程中，例如钱穆《中国
历代政治得失》、翦伯赞《中国
历史概要》，我时常在感叹，原
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完全
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的历史现
实得出的结论也会有不同的偏
差，在不断地阅读和汲取前辈
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我对事物的
了解也更加全面，也开始去思
考、去探索。作为一名师范生，

多读书对于我来讲是丰富自己
的最佳方式，我们将来都会站上
讲台，去给学生传授知识，这就
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才
能自如地为学生答疑解惑。马克
思曾说：“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
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
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
乏。”

在细节中培养习惯。在不
断地阅读之中，我总结了三点读
书心得：首先我认为读书先要正
心态，读书需要坚定的意志力，
朱熹说：“大凡心不公底人，读书
不得。”所谓“心不公”，是指在读
书中心含私欲，私心杂念太重的
人，无法拥有坚定的意志力，正
确的读书心态，就是正心诚意的
读书心态。心态正了，才能坚定
意志力，才能做到专心致志。其
次是好书要精读，苏轼有云：“旧

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
知。”好书是需要一遍遍地阅读
体悟的，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新
的收获，将一本书读透才能汲取
里面的精华。最后一点是读书
要做好“手到”，胡适在朱熹的读
书“三到”之外提出，除了“眼到、
口到、心到”还需要“手到”。就
是需要我们用圈点画线、做笔记
等行为来帮助阅读。袁枚说：

“读书不手记，一过无分毫。”我
自己也在长期坚持做到“不拿笔
不读书，读书必拿笔”，培养读书
做笔记的习惯。

作为师范生，读书让我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字的力量。今
后，我不仅要自己多读书，同时在
将来走上讲台之后，更要多引导教
育学生多读书，为国家为民族培养
更多的优秀接班人，用自己的行动
影响更多的人发扬全民阅读的精
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
随着文字曲折起伏，沉浸在书籍
的海洋中，享受读书带给
我 们 的 精
神富足吧！

为新闻评论公共性建构“添砖加瓦”
——评《新闻评论与公共性理论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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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贪玩，上学读书被视为关进了
笼子。“笼中”的娃们，往往还会被大人这
样训诫：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光剩下打
牛后半截子！算是大人们以农人的辛酸现
身说法，强制娃们读书励志的一个“反面
例证”。

及至年龄稍长，像这种读书励志的话，
不但听得多了，而且还充满了“诱惑性”！比
如父辈们常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
有黄金屋”，又如老师们常讲的“书到用时
方恨少”“腹有诗书气自华”。当然，还有我
们在古诗里读到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
男儿读书时”。应是“高大上”的正面引导。

后来走向社会，乃至成家立业，所有生
活经历和经验告诉我们：读书的意义，其
实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格物治
理、春风化雨，塑造心灵、培养品格。生命
载体如土地，若于孕育心灵之初播下文明
的种子，再加以泽露呵护，心灵定会因勃
勃生机而欣欣向荣！反之，心灵之旅势必
会因空缺而留下遗憾，甚至会因荒芜而

“杂草丛生”！失去原本的净地，人的生命
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讲，

“打牛后半截”的农人，在土地上耕种生命
收获果实，实际上和在心灵里耕种文明异
曲同工。只不过农人讲不出这样的辩证关
系，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形而上的概念
所占据。无意中更注重形式上的“高尚
性”，却忽略了自身在传统农耕社会所启迪
的哲学性。这恰恰验证了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的论述：欲望并非生物事实，
而是文化事实。需要的问题，不是在要的
本身，而是在要什么内容。这内容是文化
事实所决定的。因而可知，农人给娃们讲
的“反面例证”，并非轻土贱耕，而是在农
耕经验下，对文化事实的执着与坚守。

是故读书的本质不在于读书本身，而在
于祛除荒芜，生长情怀。可谓功夫在书外。

至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
屋”之语，看似功利，实则不然。返璞归真
地看，人心向美。美好的爱情，总是青睐志
同道合、郎才女貌、秀于外而慧于中的合缘
双方。富裕的生活，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大
多源于学以致用，创新驱动的奋斗和拼搏。
假若胸无点墨，单靠瞎猫碰个死耗子，或守株
待兔而痴想颜如玉和幸福生活，即便侥幸暂
得，也绝不会恒久。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
理。所以此颜如玉不同彼颜如玉，也不可把
此黄金屋的意义，理解成庸俗化的黄金屋。

“书到用时方恨少”“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古训，相信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有最深
刻的体会和感悟。但体会归体会，感悟归
感 悟 。 生 活 中 ，又 有 几 人 能 去 补 这 个

“少”？不断充实“腹”，修气自华的“气”呢？
诚然，日益高度的信息化和市场化，给

传统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这是大
部分人所面临的普遍现象。重负之下，人
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养家糊口、追求
高品质的物质生活上去。反而多有“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叹，
常有患得患失、身心疲惫，不知所以、空虚
惆怅之感。只好把仅有的闲暇交给手机里
的“娱乐鸦片”，以此博取释怀放松！久而
久之，竟让肤浅和浮躁占据了心灵，掏空
了腹，渐渐隔膜了那来自书卷滋润下的

“气自华”。
光阴寸寸贵，生命页页新。不负韶华

才是生活真谛，忘本逐末必将难获幸福。
珍惜闲暇，放下手机，就像小时候被关进
笼子读书一样，关住你的肤浅浮躁，请给
心灵安放一方书桌吧！她会慰藉你的疲
惫，洗涤你的灵魂，生长你的情怀！让你
在书卷气中认知世界，返璞归真！让你明
白幸福的真谛，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给心灵安放
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一方书桌

□刁枭武

本报讯（记者 孙永涛）近日，
陕西省特级教师、铜川市第一中
学语文教师吴铜运的诗集《夜之
旷野》由长春出版社出版，面向

全国发行。诗集收录了作者近
年来在教学之余创作的近百首
（组）诗歌，总共分为八辑，内容
涵盖了读史、行游、教学、睹物和

怀乡等方面的感悟、感怀、感思
和感想之情。

吴铜运系陕西省作家协会
会员、铜川市有突出贡献拔尖
人才，近年来出版有教育随笔
集《泮水撷芳》等。《夜之旷野》
是吴铜运继《遥远的树》后的第
二本诗集，他的诗具有深沉的历

史意识、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真实
的生活体验。这本诗集内容丰
富，收录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体
验真情书写、对课文中历史事
件人物独特解读的许多作品，
有一种浓郁的文化厚重感和浪
漫现实主义精神，出版后深受
读者们的喜爱。

吴铜运诗集《夜之旷野》出版

胡宝林散文集《时光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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