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书推介

《我的情绪谁做主》
作者：余一

推介理由：为什么有人一心想要获
得改变，事到临头却总是无法自控，甚至
连自己的生活也被别人控制？答案就
是：不懂得控制自己，不懂得控制自己的
情绪。本书告诉我们，快乐与成功是可
以自己寻找的，如果我们能调整、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就能拥有多彩、美好的人
生。

《微表情读心术》
作者：徐杰

推介理由：一个人的面部是表达情
感和态度的重要信息源，想要隐藏面部
表情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便是那些
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也很难做到这一
点。该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人际关系
心理学必读书，集古今中外心理战术之大
成，引证更科学，剖析更深刻，技巧更实
用，助你成为交际和人生的最终赢家。

文化传真文化传真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近
日，程应峰情感故事随笔集《爱一
个人，在旧时光里细数温柔》由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并在京东、
天猫、等网站预售。

《爱一个人，在旧时光里细数温
柔》是一部爱情故事随笔集。作者
视角独特，撷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的一朵朵爱的浪花，用温暖细腻的
笔触，讲述与爱情有关的故事。既
滋润心灵，感人肺腑，温暖励志；又
可以让在爱海中挣扎沉浮的年轻人
从这些文字中体悟人生智慧，获取
人生顿悟。

当四季褪去红颜，当岁月滑过
发梢，我们在旧时光里，细数温柔
……本书精选文字充满灵性、干净
唯美，娓娓倾诉，深受读者好评。
作品以爱情、生活为主题，讲述一
个个情感小故事，展现了一代人的
青春岁月记忆，极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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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莉、通讯员岳
建红、高燕红报道：10日，在咸安
区体育馆内，为期二天的舞龙舞狮
培训暨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开班，
来自全区14个乡镇办场的70多
人参加免费培训。

舞龙舞狮是咸安区的一项民

间传统文化。据统计，全区有各类
舞龙舞狮表演队伍50余支。

此次培训特邀湖北科技学院专
业舞龙舞狮指导老师授课，舞龙从蛟
龙出海、龙游四海、祥龙欢舞、龙腾九
霄等动作进行授课，舞狮从狮子跑、
跳、滚、跃、窜等高难动作进行教授。

整个培训既有理性又有实践性。
鉴于舞龙舞狮之人年龄趋于老

年化，许多传统民俗文化面临失
传的现实，咸安区群艺馆馆长周常
义说：“为继承传统文化，我们将在
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大群众文化
的培训工作。”

咸安培训舞龙舞狮队伍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何北平
报道：12月9日，嘉鱼县第三届群众
广场舞大展演开幕，来自全县8个乡
镇村社区的18支广场舞队伍为全县
居民奉献一场精彩的广场舞盛宴。

展演在《爱我中华》的鼓乐声
中拉开帷幕,年近六旬的舞者不畏
冬寒，单衣上场，热情的表演和娴熟

的动作不比年轻姑娘小伙弱。期
间，《舞动中国》、《西部放歌》、《吉祥
颂》等10多支舞蹈队轮番上演，或
柔美婉约、或激情澎湃、或灵动飘
逸，舞出了嘉鱼城乡居民良好的精
神面貌和健康和谐的文化新风。

据了解，为创建湖北省健康
文明县和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

生活,嘉鱼县依托近年居民自发
兴起的广场舞，顺势引导、主动作
为、推进全民健康运动。一方面聘
请市县专业歌舞演员到各镇村社
区进行辅导；一方面积极与镇村社
区沟通为演出人员提供排练及服
装等便利条件，激发歌舞队员投身
于文体活动积极性。

嘉鱼举办广场舞大展演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点亮万家灯火
的同时，用镜头记录足迹所到之处的一个
个平凡而又感人瞬间。他们不仅活跃在
摄影界，还不时出现在全国性摄影大赛的
颁奖台上。他们，拥有同一个心灵家园：

“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
我市摄影行业某权威人士评价说：虽

然冠以业余称呼，但这支队伍的摄影实力
却是不容小觑的。12月8日，记者慕名访
问了该协会。

■佳作欣赏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回报以歌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陈希子

《平凡的世界》以中国上世
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
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
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
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
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
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
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
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
难曲折的道路。

初读《平凡的世界》，我懵懂
无知，“公社学堂”、“老土粗布学
生装”、“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这些
有时代烙印的字眼实在太陌生，
只觉得作者语言朴实，故事鲜活，
便囫囵吞枣一口气读完。待长大
重新阅读，书页早已泛黄，却感觉
字字珠玑，如暮鼓晨钟敲击心灵。

主人公孙少平出生农村，家
境艰苦。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
历让他有了敏感的自尊心，但也
是通过这阶段的教育，塑造了孙
少平自强不息、善良豁达的品
行。虽然高考落榜，但他没有气
馁，积极找工作独立谋生；面对
包工头污辱打工女孩的丑恶现
象，他敢仗义相救；遭遇矿难毁
容，挚爱的恋人又意外逝世，对
孙少平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
萎靡沉沦，“他依稀听见一支用
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
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
的歌。”

如果路遥描述的仅仅是黄
土高原，仅仅是父辈的那个时
代，《平凡的世界》不可能会引起
巨大的社会轰动和文学效应。
孙少平是平凡的人，他经历的挫

折和磨难是芸芸众生都可能会
遭遇的。正是作品传达出的“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内涵
和温暖的人文情怀，突破了时代
和地域的局限，才使千万读者获
得了共鸣。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
1986 年出版，距今整整 30年。
斗转星移，社会每一天都在发生
巨变。但一代代的读者，特别是
年轻人，依旧将《平凡的世界》列
为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当
青年一代面临成长的困惑与无
奈，该如何面对？或许我们能从
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
前行。”当你读过太多矫揉造作
毫无意义的心灵鸡汤，再来重新
翻阅这部长篇现实主义文学著
作，会真切感受到文字震撼人心
的力量。

■书海杂谈

为什么读书
○王莉

人为什么要读书？著名的
杨绛先生这样回答：读书，遇见
更好的自己。以前，少不经事，
我对这句话没有深刻的体会。
随着社会角色增多，我觉得这句
话很受用。

读书让人快乐。
我的童年生活在比较闭塞

的农村，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
贫乏。《小兵张嘎》、《鸡毛信》、

《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等
反映英雄传奇、革命斗争的故事
书在小伙伴们手中争相传看。

看过故事书后，在农闲时的
晒谷稻场上，小伙伴三五成群，
模仿故事里的战斗场面，玩活捉
汉奸、枪击鬼子的游戏，不知疲
倦。年幼心中化不开的英雄情
结，一直伴随着我们到大。

读书让我领悟美丽。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

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
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
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
笼着轻纱的梦……”一直以来，
说起月色，我脑子便浮现出了朱
自清的妙文，把夜色描写得如此

清丽可人，以致于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便
会轻吟出这些熨帖了心灵的词
句。文字的美，历久弥新。

读书，让我找到生活导师。
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不同的

历练。正是由于这些历练，让我
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
程度的领悟。读书，给予了我与
作者灵魂共鸣的欢畅，向书里要
学问，要解决之道。

在为人妻为人母的这几年
里，所读的书大都与爱和教育有
关。并不是矫情，而是在真实的
生活中，太多的平淡与琐碎，无
奈与妥协。读书多了，我们的情
商得以积累，内心才不会决堤。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像茂密
的森林，往往连自己也无法窥探
其全部。而读过的书，就像是森
林里埋在泥土中的种子，总是在
不经意间让你感觉到它的萌动。

读书，让我在别人的世界
里，一点一点地感知自己的存
在，不断寻觅那些或明或暗的契
合，然后在那些斑驳的契合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全民阅读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李娉

电话：0715－81287714版
2016年12月14日 星期三

E-mail:xnliping7205＠163.com 文化时空

地名趣谈

大茶坑小茶坑
位于崇阳双港黄帝脑南麓，有两

条平行的小山冲，原名都叫茶坑沟。
传说清朝时，两条山冲内，各出了一位
名人。一为遐尔闻名的大财主李明
会，一为朝庭重臣礼部汪尚书。两家
为争地名大小，相持不下，无奈告到了
县衙，知县设计，凭各自所在地的山溪
水的轻重，决定地名的大小。过秤结
果，李明会家的一桶水要比汪尚书家

的重四两。因此，李家所在地为大茶
坑，汪家为小茶坑。

上下罗汉泉
上罗汉泉，在崇阳雨山北部长岭

村境内。据传，某年天旱无雨，人畜饮
水极度困难，村里有18个后生自告奋
勇去后山开凿泉水，突然间山崩地裂，
18个人全部牺牲，踪影全无。后人为
纪念而神化他们为十八罗汉，相邻有
两个村庄，互称上下罗汉泉。

宝林
位于崇阳县桂口北7公里，宝林

水库尾。据传，明朝某年，该村是座庙
宇，香火鼎盛，有位高僧名宝林，远近
闻名。他圆寂后寺庙改名宝林寺。后
来寺庙渐渐衰败，慢慢演变成了村落，
但宝林之名仍袭用至今。

奔马坡
在崇阳桂口北部与桂花泉镇交界

的八斗山区。据传，古时村庄后山拴

有一匹神马，有一天村里有一位老者
上山打柴，不慎被缰绳拌倒，一气之下
将绳割断，当即神马升空，一去不复
返，由此定名奔马坡，沿用至今。

大茶坑小茶坑
○夏其昌

行摄鄂南
传递人文情怀

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给自己的定位是：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既是媒体通讯员，又是摄影爱
好者。五年来，协会以服务公司大局、展现企业形象、
创作视觉精品为宗旨，积极组织广大会员开展创作，先
后举办了职工趣味运动会摄影展、劳模风采摄影展、安
全生产月摄影展、国庆艺术展、迎新春摄影展等系列活
动。

“特别是在冰雪、暴雨、洪涝等灾害面前，我们的会
员总是冲在一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用有力的镜头语
言忠实记录真实画面并及时传播出去——他们常常进
入忘我精神状态，身处危险却浑然不觉。”

江建洲的话，让大家想起一个女会员的故事。她
叫熊华芳，就职于嘉鱼县供电公司。今年7月初，嘉鱼
簰洲湾洪水险情告急，已经40岁的熊华芳怕错过记录
一线画面的机会，顶着烈日炙烤赶往现场拍摄。她忘
我忙碌的身影甚至打动了正在报道灾情的中央电视台
工作人员，转而将镜头对准奋战在一线的电力员工。

熊华芳只是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会员形象的一个
生动缩影。这些年来，协会始终号召大家拿起相机，积
极参与到抗洪抢险、救灾重建当中，而会员们总是身先
士卒，深入救灾一线，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抢险救灾过程
中一幕幕感人的瞬间，传递决胜灾害的力量。

协会主席江建洲说，2017年，协会将进一步发挥
行业特点，不仅拍摄同行挥洒汗水、投身生产的画面，
也用快门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展现原生态的民俗风情，
以摄影抒怀，以图片寄情，深情赞美咸宁电力事业的欣
欣向荣和蓬勃发展，展现广大职工热爱家乡、热爱生
活、追求理想的人文情怀。

定格生活的精彩瞬间
——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纪略

记者 李娉

手持相机
展现别样风采

台面上有专业的投影仪，电脑里保存着会
员的优秀作品，墙上有协会不同阶段的代表
作，而协会主席江建洲手里捧着的，是由湖北
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会员作品集——《舞风
弄影》。12月8日，在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江
建洲满怀自豪地介绍了协会的相关情况：

成立于2012年5月的咸宁电力摄影家协
会，现有会员40余人，其中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2人，人民摄影协会会员25人，湖北省摄影
家协会会员18人。

“可以说，哪里有人烟，哪里就有我们电力
职工的足迹。无论是烈日下、风雨中，还是酷
暑严寒里，都有我们电力职工的身影。”江建洲
说，电力人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深入基层、深
入现场、深入生活，于是“顺便”用相机记录身
边同行奋力拼搏的身影，记录祖国秀丽山河的
无限风光，也记录不同地域迥异而多彩的风土
人情，“这大概也是很多电力人爱上摄影的重
要缘由之一。”

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集《舞风弄
影》，正是这些常年奔波在一线的会员们之心
血结晶。该画册从1000余幅作品中选取其中
95幅优秀作品，其中80%的作品获市级摄影大
赛奖，10余幅作品获省级乃至全国行业摄影大
赛奖。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电力员工的精神
风貌，见证了咸宁电网改革发展的进程，而公
司将员工作品结集出版，既弘扬了企业文化，
也激励着员工继续努力前行。

抓拍一线
宣扬身边精彩

作为群众性组织，咸宁电力摄影家协会始
终号召和动员电力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要不
遗余力地宣传咸宁电力文明建设成果和员工
精神风貌，以促进咸宁电力摄影艺术事业的繁
荣与发展。

协会立意明朗，不仅出版了作品集，适时举
办专题和艺术摄影作品展览，还经常巡展，让更
多人见证咸宁电力人在香城泉都建设过程中用
汗水和赤诚打造日臻坚强电网的创新奉献精神。

对此，协会会员邓东峰讲述了这样一个小
故事：今年六月，公司开展的安全生产月活动
打破常规，在稽查环节引入摄影比赛，既展示
施工现场标准化作业的风采风貌，也在镜头抓
拍中定格某些违章违规细节。

“摄影定格的图片无法造假，更真实地反
映生产一线的日常。”邓东峰介绍说，300多张
参展作品收集起来之后，公司安全监察质量部
先从安全角度进行甄别，然后再评奖。“有一个
会员的作品抓拍到位，画面相当有冲击力，可
是放大一看，违规细节一目了然……”

这次摄影比赛作品展览时，协会设立了两
个区域，一个是单纯从摄影角度评定的作品区，
一个是从图片细节中能发现违章违规端倪的作
品区，现场以红色警戒线隔离，“可疑”作品均不
署名，但是每张照片标出特定二维码，参观者可
通过观摩指出问题所在，“猜中有奖。这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员工的自觉纠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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