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加强校企合作，构建校企 陈隽逸回顾了双方自2016年以来的连续

合作长效机制，实现双方高质量发展， 合作成效。他指出，阿坝师院作为阿坝州唯

6月25日16时，我校与阿坝州烟草专卖局 一省属本科院校，阿坝烟草局（公司）作为

（ 公 司 ）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 并 举 行 央企，双方都是“立足阿坝、服务地方”，

“雪山金叶助学计划”捐赠活动仪式。 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校企协同推动高质

阿坝州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 量发展战略，他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

局长、经理陈隽逸，党组成员、纪检组 同心同行，同建友谊之桥。要以此次战略合

长李贵华，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良国， 作关系的建立为切入点，打造全行业企校合

我 校 党 委 副 书 记 、 校 长 向 武 ， 党 委 常 作的新典范。二是希望深化合作，同谋发展

委、副校长马昌威出席仪式。我校党委 之道。突出需求导向，在烟草产业发展的关

组织部、党政办公室、对外合作处等相 键领域和战略前沿打造特色优势。三是彰显

关部门负责人、阿坝州烟草专卖局相关 担当，同扛复兴之责。热切希望双方优势互

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受资助学生代表参加 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努力构建双方合

活动。会议由马昌威主持。 作发展的新平台、新机制，不断深化全方位

向武在致辞中向阿坝州烟草专卖局 合作与交流，提升战略合作层次和水平，实

（公司）长期以来对阿坝师院和民族地 现战略发展中新的跨越。

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致以衷心 此次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将以“创新驱

的感谢。他表示，学校与阿坝烟草渊源 动、校地联动、优势互补、共促发展”为基

深厚，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情谊，阿 本原则，全力推进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坝烟草在资金、实习、实训等方面的鼎 究、教育培训、党建群团等方面深度合作，

力扶持，加快了学校建设的步伐，增强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创新合

了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发展后劲。就推进 作 模 式 ， 共 同 服 务 阿 坝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双方战略合作，向武指出，双方要携手 展。

同向，围绕协议确定内容，找准合作契 会上，受助学生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

合点，一条条分解，一项项落实，一步 202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叶毅在发言中

步推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保质保量落 表示：将以“德才兼备 智慧永恒”为桨，以

地 落 实 ； 要 优 势 互 补 ， 抓 住 合 作 关 键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为帆，在阿坝师院的

点，共建“烟草大数据融创中心”，教育 培养下，在阿坝烟草的资助下，成为一个对

培训班，实习实训基地，党建基地；要深 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四有新人。向

度融合，构建合作支撑点，要尽快建立定 武与陈隽逸代表双方共同签署了校企协同推

期协商沟通、互访互动等工作机制，建立 动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马昌威与李贵

工作专班，整合优势资源，统筹各方力 华代表双方签订捐赠协议并举行捐赠仪式。

量，及时会办解决合作过程中的实际问                                                 （陈凌云）

题，确保协议各项任务的落实。

本报讯 6月15日下午，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罗振华，州委常

委、汶川县委书记李建军，副州长依当措等一行人莅临我校调研督导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我校党委书记吴昊，党委副书记、校长向武，

党委常委、副校长马昌威参加调研。

罗振华一行先后来到我校美术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学生工作部

就业指导中心，详细了解了学校毕业生就业签约和学校开展就业指

导、校地合作等情况。罗振华一行充分肯定了我校在就业创业工作等

方面的建设思路和工作成效，并结合目前就业发展态势，对我校就业

统计数据核查、访企拓岗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罗振华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事

关阿坝州长远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学校各级

领导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提

前谋划、及早部署，多方发力，协调配合，推动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要全力拓宽就业渠道，加大访企拓岗工作的开展力度，结

合办学定位目标，“走出去、引进来”，精准对接行业企业需求，充

分挖掘岗位资源，有力支持毕业生创新创业；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积极做好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树立

科学理性务实和“劳动光荣”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要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做好困难毕业生等精准帮扶，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

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群体，要摸清底

数、精准施策，结对制定“一人一策”的帮扶计划，优先推荐岗位，

优先组织培训见习，促进尽快就业创业。

随 后 ， 罗 振

华 一 行 还 对 我 校

民 族 地 区 师 范 技

能 综 合 大 楼 建 设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进

行 了 实 地 调 研 ，

并 与 后 勤 基 建

处 、 施 工 单 位 、

监 理 单 位 负 责 人

深 入 交 流 ， 了 解

项 目 进 展 ， 听 取

安 全 生 产 相 关 工

作 情 况 介 绍 。 他

强 调 ， 安 全 生 产

是生命线，施工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举措，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规范操作流程、强化监督管理，

坚决筑牢安全底线，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杨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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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赋能 向美西行
——西部民族地区“大中小一体化”美育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研讨会

（第一期）项目启动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 6月6日上午，“艺术赋能 向美西

行”——西部民族地区“大中小一体化”美

育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研讨会（第一期）

项目启动座谈会在我校402会议室举行，中央

音乐学院赵登营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郭森教

授，上海音乐学院王蕾副教授，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主持工

作）廖德斌，四川省教育厅体卫艺处杨荔，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牛琴，我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向武，党委常委、副校长马昌威，

教务处处长吴文权、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张

刚，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付莉，对外合作处

干事钟义参加座谈会，会议由马昌威主持。

向武讲到，阿坝师范学院办学以来，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两

评 估 、 两 转 型 ” 的 发 展 战 略 和 “ 民 族+师

范”的办学特色，为地方人才培养和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向武还从发展

历程、办学理念、教学改革、科学研究、

服务地方、美育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介绍

了学校的发展思路和取得的实际成效。

廖德斌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

中共阿坝师范学院委员会主办      阿坝师范学院报编辑部出版发行

阿坝州民宗委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调研组到我
校开展调研指导工作
省委第九督导组深入我校开展民族宗教工作调
研座谈会
校地携手，合作共赢——我校与阿坝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交流座谈会
喜讯：我校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通报表扬

强则国家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是教育的使命，西部民族地区美

育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围绕美育启智、文化自信、民族团

结、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培养出更多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美育人才。

杨荔聚焦《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全国和我

省大力开展实施美育浸润计划作了讲话。她

强调，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美育建设，要建

立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美育顶层＋体系的

设计，加强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建设，注重

创新和实践，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改革与发

展，能行之有效地推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战

略。

会上向武邀请中央音乐学院赵登营教

授、上海音乐学院郭森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王蕾副教授、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牛琴等

专家担任我校客座教授并颁发聘书。

座谈会还就该项目的机制建设、五年

规划、经费保障、社会覆盖面等方面作了

深度交流。 

                                               （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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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苑容

我校与阿坝州烟草专卖局（公司）
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暨“雪山金叶助学计划”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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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扎尕尔措到克哇村这段黄土路把外 里。大人们心事重重地望着场长布洛，压低声

界和莲宝叶则神山紧紧连接起来，而遍布 音七嘴八舌地议论。场长布洛一口接着一口地

神山深处的无数条阡陌纵横的深山牧道又 喝着马茶，眉头紧锁，一声不吭。那些李小红

将每一顶帐篷和那条泥泞的黄土路连接了 老师教过的和正在教的孩子们聚在帐篷一角不

起来。因此，其实深藏于神山之中的每一 敢乱说话，只是眼巴巴地望着场长布洛，真希

顶帐篷都是被稳稳当当地系在现实世界之 望场长布洛能突然一拍脑袋，想出好办法留住

中的。 李小红老师。

每一个夏天，我都要骑行于这座神山 沉默半响，场长布洛终于开口了：“能有

的群山沟壑间。雨季的到来会使神山深处 啥好办法？按说，李小红老师在我们夏尔尕牧

异常寒荒和美丽。每每此刻，神山之上的 场教了3年多，人家也不容易，一个汉族女孩

天空就像舞台的幕布一样华美，我的心就 子，婚都未结，师范学校毕业就来到我们牧

像观看盛大的演出一般欣喜和激动。我骑 场，和我们的学校一起转场、游牧、迁徙。我

着河曲马，沿着一碧万顷的斜坡慢慢向上 们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是吧？你们说，我们咋

攀升，视野尽头高山灌木丛也慢慢延展。 好意思再留人家！”

突然回头，整个神山深处绿意盎然，最低 在场的大人小孩彻底失望了，场长布洛是

最深处蓄满了牧民的财富……龙尕沟两岸 夏尔尕牧场最有办法的人，他这样说了，看来

深深地游走着深情的牛羊。 李小红老师是一定要走的了。接着，场长布洛

在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上，我的赶马人 吩咐甘丹拉姆的丈夫扎西：“明天早上，你把

甲木措静静地侧骑在马上，深深凝视着同一 你家那匹脚力最好的黑马备上鞍，牵来送李小

座神山，显得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向山下四 红老师到县城去。人家对我们夏尔尕牧场的情

处搜寻，不知道他的牛群和帐篷在哪里。但 谊我们还不上，只能好好送送。”

他一直漫不经心，似乎早就明白，这块土地 李 小 红 老 师 是3年 前 来 到 这 个 牧 场 支 教
是他们永世不离的家园。他长时间地凝视着 的。
山下的某一处，那一处的牛羊长时间地游动 那 是3年 前 的 一 天 ， 圣 洁 的 莲 宝 叶 则 神
在沉甸甸的绿野之中，与龙尕沟两岸的阡陌 山，明丽的旬措湖，汽车在通往旬措湖的山路
牧道起伏律动……这就是令人悸动的我的 上急转了几个弯，速度明显放慢。公路下可见
“达央阿娃”的夏日情景。 星星点点的帐篷。前方，路边跑跳着一个藏族

消息是甘丹拉姆最先发布的。那时 小男孩。突然，这个藏族小男孩放慢了脚步，
候，我和甲木措正在山顶兴致勃勃地欣赏 站住了，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孩子的幼稚与欢
山 下 那 片 美 丽 的 牧 场 ， 甘 丹 拉 姆 找 到 我 欣，但很快，他的面容就笼上了一层庄重。就
们 ， 她 胯 下 的 大 青 马 大 口 大 口 地 喘 着 粗 在李小红所乘汽车从他身边掠过的一刹那，路
气，她气喘吁吁地说：“李小红老师明天 边那个藏族小男孩举起手来，端端正正地向着
就要离开夏尔尕牧场，不会再回来了。” 这辆载着陌生人的车，行了一个长长的、庄严

我一下子感觉很无聊，斜跨在马背 的少先队队礼。
上，嘴里咬着根野草杆儿想心事。山风呼 李小红打开汽车的窗户，探出头去，回望
呼地刮来，天空阴沉沉的，我望着山对面

着那个不足10岁的藏族小男孩，她要尽量把他
起伏绵延的群山沟壑，呆呆地想，这些群

看得更清楚——他依然站在原地，个子瘦小，
山沟壑间，该藏着多少神奇的故事啊。有

很单薄的样子，头大眼大，颇有神采，站在海
的故事，还是李小红老师讲给我听的呢。

拔四千多米的莲宝叶则神山公路的转弯处，一
以后，谁给夏尔尕牧场的孩子们讲那些没

动 不 动 ， 依 然 带 着 那 种 不 符 合 他 年 纪 的 庄
有讲完的神奇的莲宝叶则神山故事呢？

严……李小红不明白，是什么让这样幼小的孩
夏尔尕牧场地处莲宝叶则神山深处，

子，用如此虔敬的眼神对一辆陌生车辆中素未
山高路远，整个夏秋季节，牧人们就在神

谋面的旅人行礼。
山 深 处 的 牧 场 上 游 走 和 迁 徙 ， 逐 水 草 而

后来，李小红在去往莲宝叶则神山景区公
居，学校也随牧民们一并迁徙，所以人们

路上，见过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三五成群，
称这里的学校为“马背学校”亦或“帐篷

在路边跑着，跳着，嬉笑打闹着，但是，只要
学校”。有些内地来的汉族老师，过不惯

有行径的车辆，他们就会立即收起顽皮与天
这 里 的 游 牧 生 活 ， 不 到 一 个 学 期 就 离 开

真，用一种成人般严肃的、虔诚的眼神，注视
了。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夏放一结束，这

着飞驰而过的车辆，庄严地行礼，目送车辆远
个“马背学校”就换一茬老师。现在，就

去，直至消失。李小红向同行的朋友们打听这
连既会讲汉语又会说当地藏语，还会讲神

些藏族小孩子敬礼的缘由，原来孩子们向所有
奇的莲宝叶则神山故事的李小红老师也要

过往车辆敬礼是为了感谢车上所有人。她还了
走了。

解到，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家庭大多是游牧人
“李小红老师走了，谁给我们的孩子

家，孩子们只好和大人们一道常年迁徙游走于
上课？我舍不得她走！”一旁骑在枣红马

莲宝叶则神山深处，没办法读书。即使到县城
背上的甲木措喃喃地说，还抹起了眼泪，

读寄宿的孩子也是接受了外界微薄的资助。于
“我不信，李小红老师说过的，一定要把

是，他们的老师教育孩子们，要向每位经过的
我们的孩子送到县城的中学读寄宿。”

人敬礼。老师说，也许，那位带给他们帮助的
我在自己的马背上狠狠地瞪了甲木措

人，就在那些飞驰而过的车中。
一眼：“哭有啥用！”我怀疑消息的可靠

听到这番解释，李小红有了寒彻心扉的痛
性，紧紧盯着一旁的甘丹拉姆，“消息可

楚。于是，从那天开始，她就下定决心来到这个
靠不可靠？要是你欺骗我们，以后就不理

神山深处的牧场，与当地牧场的牧民们一道办起
你了！”甲木措也迷糊了，我们一起逼视

了这所牧场学校，随牧场的搬迁一起迁徙。谁
着骑大青马的甘丹拉姆。

知，这一晃就3年多时间过去了。
甘丹拉姆生气地说：“不信，你们去

夜里，神山深处的夏尔尕牧场下着绵绵细
问场长布洛，我是在场长布洛帐篷外亲耳

雨，时紧时慢。我躺在甲木措的帐篷里，翻来
听到的。”甘丹拉姆缓了口气，“李小红

覆去睡不着，听山风挟着夜雨在帐篷外低沉地
老师说，她明天一早就走，离开夏尔尕牧

呜咽，听绵绵细雨扑簌簌地打在帐篷顶上，低
场不回来了。我要是骗人，让我家的所有

吟浅唱。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却梦
牦母牛一辈子不生孩子！”扎尕尔沟的深

见自己从扎尕尔神山的山顶摔下来，沿着山麓
处那一群游走的牦牛，可是甘丹拉姆一家

的草地向山下滚去，快要滚入山下雪浪翻飞的
的命根子。

扎 尕 尔 湖 时 ， 李 小 红 老 师 一 把 拉 住 了 我 的
晚上，我们回到了山下的牧点，神山

手……我大叫一声醒来，正在回味梦里的情
深处大滴大滴的雨点开始落下来了。牧人

节，忽听见帐篷外的场长布洛在喊：“快起
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牧场场长布洛的帐篷

来，拿上哈达和龙达跟我走！”一夜细雨的

夏尔尕牧场未见放晴的迹象，远处神山之巅

笼罩着厚厚的浓雾，天空阴沉沉的，整个牧

场显得低沉而压抑。天未大亮，牧道泥泞，

夏 尔 尕 牧 场 的 牧 人 们 赶 在 李 小 红 老 师 走 之

前，来到帐篷学校前排起了长队。夏尔尕牧

场里的人几乎全来了，昨晚是这个远放牧场

的无眠之夜。深山牧道两旁站满了手持洁白

哈达的人们，有的男人们已经开始向神山抛

起了祈祷平安吉祥的龙达，那传递人神之间

情感的龙达在空中飘扬。这是牧人们为李小

红老师做的最后的事情了，呼呼的山风夹杂

着龙达的唰唰飘落声，夏尔尕牧场显得更加

寂寥。

天大亮起来了，苍茫的夏尔尕牧场上，

逐渐出现了一条由牧人们簇拥而成的蜿蜒牧

道。那条深山牧道弯弯曲曲的，像是甘丹拉

姆丈夫扎西手上的牧鞭，又像是甘丹拉姆那

条在风中摆动的细纱巾。不知是谁已在帐篷

学校外面的空地中央用哈达将一大捆柏香树

枝围着，垒起了一个临时的煨桑坛，伴着高

高飘扬的龙达，煨桑被点燃了，缭绕的桑烟

与龙达一起飞向天空，小伙子们围着桑烟坛

转着圈，用手不停地向上空抛洒龙达，口里

高 呼 着 ， “ 哈 佳啰！哈 佳啰！ ” （ 神 胜 利

了）不久，甘丹拉姆的丈夫扎西牵着那匹高

大的黑马过来了，马背上骑的，正是戴着墨

镜的李小红老师。牧人们自觉地闪开，把路

让出来，双手捧着洁白的哈达，无声地站成

排。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手

捧哈达，望着马背上的李小红老师笑。

马背上的李小红老师没有笑，我看见，

她一个翻身下马，呆呆地望着眼前由牧人们

组成的这条洁白的蜿蜒的深山牧道，摘下墨

镜，使劲抹了一把眼睛，然后出人意料地蹲

下身子呜咽起来。她的声音很细，很闷，没

有震天响的豪气，但却像细雨一样打得人们

心里湿漉漉的。

哭声像是具有传染性，先是甘丹拉姆和

身边的孩子们抽抽搭搭地出了声，紧接着就

是那些妇女们……直到场长布洛一声断喝：

“今天是李小红老师去县城的好日子，谁也

不准哭！”

场长布洛拍拍李小红老师的肩膀，像是

安慰，又像是理解。率先在李小红老师的脖

颈上挂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接着，人们纷

纷 簇 拥 着 一 一 向 李 小 红 老 师 敬 献 哈 达 。 最

后，李小红老师摇摇晃晃地被场长布洛扶上

了那匹黑马。雨又开始下了，细雨中，扎西

家那匹黑马在扎西的牵引下，跟着扎西骑的

那 匹 黑 马 缓 缓 起 步 了 ， 沿 着 长 长 的 深 山 牧

道，走得很慢很慢，却越走越远。马蹄每踏

过一个地方，都像是踏在夏尔尕牧场牧人们

的心坎上。牧人们却没有散去的意思，在牧

场草地中央那顶帐篷学校前的空地上，眼神

空空地发呆。细雨越来越密了，像洒糌粑面

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向夏尔尕牧场。

许久，牧人们才低头耷脑地准备回到各

自的帐篷，忽然，细雨中传来李小红老师熟

悉的呼喊声，李小红老师骑在马背上，扭过

头来，拼命地向夏尔尕牧场挥手，朝孩子们

喊：“等着，等着，我还会回来……”

“……回来……回来……”回声伴着马蹄

的嘀嗒声在莲宝叶则神山深处久久回荡着。

读余秋雨文化苦旅
翁志勇

对于中国散文大家的余秋雨老师，大家

并不陌生，余秋雨老师的散文文字秀丽，散

文流畅，文字隽永，我很喜欢余秋雨老师的

文笔，在读大学期间就看到了余秋雨老师的

《文化苦旅》，《文化苦旅》在图书馆借读

的频率很高，我刚刚遇见读者来还书，我出

示借阅证就借走了，花了一个星期来细读。

每一篇散文都华丽，文字紧凑，散文优

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余老师惊艳的文

笔，让散文名声鹊起，新华书店一阵子成了

热 卖 品 ， 我 去 过 大 学 附 近 书 店 ， 都 没 抢 购

上，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书摊贩子手里买一本

《文化苦旅》，我回到家中认真拜读，才发

现是盗版，有些错别字，有些断版，字迹不

清晰，说明了这书火，我在闲暇时光泛读，

回忆起在大学时光，大学老师时常提起余老

师，我很欣赏余老师，用心写文字的大师，

细细品味，有故事情节，大方，大气，惊艳

的 文 笔 ， 实 在 的 描 写 ， 中 国 文 化 ， 名 胜 古

迹，地区现象，城市过往都写的美轮美奂，

另人向往，真的想去一游，一观，一品。

余光中先生曾评价说：“中国散文，在

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余光

中大师对余秋雨老师的评价，的确是中国散

文大师，文字的秀丽，余秋雨老师的散文大

气中含有哲理，我们80后十分喜欢余秋雨老

师的散文，高中语文老师时常在课堂上讲余

老师，大学中文系老师时常提及余老师，耳

熟能详在生活中进去我们的内心。

白先勇也高度赞赏过余秋雨：“他把唐

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

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

下的灵魂。”

他的作品，优美、典雅、确切，兼具哲

思和文献价值，一直入选教育部推荐出小学

生阅读书目。

好的东西就要分享，保存，珍惜，一时

间余秋雨老师的作品，火起来，再版次数增

多了，正版与盗版丛生，盗版优质的封面与

质量，横扫正版，《文化苦旅》是众多散文

爱好者不错的选择，初中生，高中生，是仿

写散文的导师，我中途买过两三次，分不清

楚正版盗版，只要是余秋雨老师的作品集，

农村城市都不缺少市场。

爱读书写作的我，搬过几次家，书籍东

西最多，遗失了不少奖状，文学书籍，知名

作 家 诗 人 的 信 件 ， 每 每 想 起 总 有 一 份 遗 憾

感，没有保存好它们。

我工作时间长了，爱读书的兴趣与习惯

被懒散取代，收藏名家作品，依旧是我的最

爱 ， 余 秋 雨 老 师 的 书 ， 一 般 不 看 价 格 会 购

买，从大学毕业后，我经济稍稍好了些，不

再为书的价格心疼，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能

翻 阅 的 很 少 ， 在 书 扉 页 写 明 购 书 时 间 与 地

点，生活的琐碎，时间被微信，抖音，游戏

霸占，偶尔读读《文化苦旅》，穿梭在散文

间，才又读明白，文字对美的写述，散文的

魅力，精短神奇，80后的我们对旧物件的怀

念 ， 繁 杂 的 生 活 ， 还 是 需 要 文 字 文 化 的 熏

陶，余秋雨老师的散文特别是《文化苦旅》

值得一读，细读。

文字文化的记录，生活才那般有味，读

书有益，书永远不会过时，《文化苦旅》读

的就是人生，思索了生活，还原了部分美丽

的瞬间，对于美的追求，永远在路上。

周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