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3世界读书日

书是朋友，是生活的一部分

封面新闻：在《雪霁》这本书中，谈得最
多的话题是您的读书、藏书生活。从天津
到深圳再到北京，您的藏书量很大。藏书
多的人经常会被问一个问题：这么多书读
得完吗？对此，您一般怎么回答？

侯军：其实，藏书的目的本来也不是把
书全部读完，也不是说每本书都要从头到
尾一字不拉读完。有些书随便翻一翻，有
的书是存档备查。比如《辞海》这种。很多
书，购买之、收藏之，也是一种精神的慰
藉。它在那里，你在某个时候，翻一翻，说
不定就有启发。读书不完全是为了实用，
甚至都不是为了读完它。一本书的存在，
更像是朋友，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一个
强烈的感受就是，书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我最喜欢的书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我在深圳住过20多年，现在搬到北京
住，对深圳的牵挂，主要是我深圳家里的
书。当然，我现在在北京家里的书柜也满
了，这里也有了家的感觉。我喜欢坐拥书
城的感觉，好像灵魂有地方安顿。

徜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可以跟各
种人物通过文字对话。不管作者是什么时
代，在哪个国家，只要他们的作品在我的书
房里，就是我的朋友，我生活的一部分，我
感觉离他们很近。比如我特别喜欢欧·亨
利、契诃夫的小说，那我觉得，他们都是我
的朋友。

最钦佩、欣赏孙犁的人品和文风

封面新闻：在媒体行业工作40多年，
跟很多人打过交道。回想过去，让您印象
深刻的人物有哪些？

侯军：我一般比较少说跟名人打交道的
事情，免得好像在蹭名人的名气。但是，我特
别愿意说说我跟作家孙犁先生的来往，他是
我在《天津日报》工作时的前辈，我们一起共
事过。我既是他的同事晚辈，也是他的读者、
粉丝。我非常钦佩他的人格魅力，喜欢读他
的文章，在生活中，也跟他有过密切来往。

早些年，我在天津的家，跟孙犁先生的
住所离得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他女儿家
甚至就在我家楼下。晚年的孙犁先生很少
到报社，但是我会跟他通信、传稿、请教问
题，不少时候都是通过他女儿和外孙传
递。可以说，孙犁先生不仅是我文学写作
上的导师，更是精神上的引路人。在我看
来，孙犁先生的文学风格，在很长时间都没
有人能超过。这世界上，会用中文写字的

人太多了，但能用中文写作形成自己高度
辨识度的风格，真的是比登山还难。

封面新闻：1993年您从天津南下深
圳，工作、生活了近30年。我们知道，深圳
读书月做得很好。您在深圳感受到的读书
氛围如何？作为一个北方人，在深圳生活，
总体感受如何？

侯军：我可以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刚到
深圳的时候会觉得，这里实用主义盛行，到
处都是讲挣钱，确实有点不太适应。但是
真正在深圳住久了，沉潜下去，就会发现，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蕴含着很强的现代
性：讲法治，讲信用，讲规则，讲公平，大家
都靠本事吃饭。大家追求公平的意识普遍
比较强烈。商业发达的城市，似乎比较讲
个人主义，但其实这里的奉献精神也很突
出。也就是说，这里讲究索取也讲究给予，
在个人主义和奉献精神之间，有一个较好
的平衡。

至于深圳的读书氛围，我更是目睹和
感受到这里的人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和动
力。图书馆永远满座，我在来深圳之前也
喜欢阅读，但多是“私人行为”，但真正让阅
读介入到社会中，还是在深圳。

封面新闻：新闻和文学是两个行当。
当媒体人写起文学作品，您认为有哪些优
势和劣势？

侯军：我觉得，文学跟作者从事的行业
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看个人。文学跟个性
关系更大。但是不得不说，从事过新闻工
作的人，敏锐度和多角度性相对突出一些，
这是一个优势。有过新闻职业训练的人，
做起其他工作，比如做影视、当学者，都会
更有角度意识、问题意识。

信息传播多元，也需要文字表达能力

封面新闻：您从1977年开始当记者，
从事报业42年。众所周知，近些年信息媒
介发生巨变。关于文字、图像、影像、声音
等多种信息载体的特质，引发很多思考和
争论。您是怎么思考的？

侯军：文字可以表达、记录思想，声音、
影像也可以表达、记录，我觉得，最核心的
是传达者自己有没有思想、思想从哪里
来？靠着知识积累和感悟力、观察力、采集
能力，等等，是一种综合能力，这才是“表
达”（包括写作，也包括演讲、音像乃至微
信、小视频等）的核心竞争力。有了这个核
心能力，你用文字表达也好，用声音、影像
表达也好，都能做得出彩。这也就是惯常
所说的“内容为王”的真谛。现在信息传播
手段多元化了，不同的人，擅长使用不同的
媒介、深耕不同的领域，这都很正常。

基于以上观点，我依然相信，文字表达
是基本功，我对文字的优势很乐观。比如
说，现在大家都可以写文章在网上发布，但
是只有那些写得深刻、准确、优美的，才更
容易被记住。竞争的最终还是文笔表达能
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年轻的新闻工
作者，就算你从事的是声音、视频领域内传
播，你也需要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如果只是想着把视频拍好，在技术上
提高，那就很难走得更远。据我所观察，掌
握顶尖技术的人，往往文字功底都不会太
差。你看看那些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往
往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很强，逻辑严密，
讲一件事，说得很清楚。如果写不准确、说
不清楚，技术上也不会走到顶尖的地步。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本版图片均由侯军提供

1978年12月27日一
大早，不到 20 岁的

《天津日报》记者侯军，冒着大
雪蹬了两个小时自行车，来到
位于天津市北郊的一家葡萄园
采访。

就在头一天晚上，晚间新
闻时段，电台里广播了十一届
三中全会公报。这次会议对农
村改革作出了重大突破性决
策，报社部署侯军所在的农村
部记者大力报道此次全会带来
的社会反响。侯军选中的采访
对象就是天津葡萄园，对于记
者送来的“报春花”式的信息，
大家反响热烈。侯军此次采访
稿于 1979 年 1 月 17 日在《天津
日报》一版刊发。一年以后，天
津葡萄园就与法国某酿酒集团
合作成立了天津市第一家合资
企业，将酿造的葡萄酒推向了
世界……

2018 年，纪念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之际，侯军被约请再次
回忆他那次见证历史、意义非
凡的采访，写下回顾性散文《雪
霁——追忆 40 年前的一次采
访》，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大
地》副刊上。

1993 年，侯军从北方转战
南方工作，从天津到深圳，从一
名农业口跑线青年记者逐渐成
长为一家大型报业集团的副总
编 辑 、一 位 学 者 型 媒 体 人 。
2021年，在媒体界打拼42年的
侯军，迎来了退休之年，集中精
力从事写作。其中，由四川人
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一部散
文集，收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

《雪霁——追忆40年前的一次
采访》，书名则定为《雪霁》。

“大雪初霁的空气是非常
新鲜的，令人神往的。当时感
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真是令
人记忆犹新。”侯军说，“ 新闻
记者的职业给了我人生诸多机
遇，而且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有
机会近距离见证历史。”

一名有着40多年办报生涯
的资深媒体人，在书写他人、记
录时代的同时，也积累起自己
的内心风景，值得探寻一番。
侯军交友广泛，爱书成痴，在天
津、深圳、北京都有数量可观的
藏书。对于读书之道，他有自
己独到的见解。而从新闻工作
者转型成为文学写作者，侯军
的观点也非常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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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侯军：
“我最喜欢的书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雪霁》

侯军在书房。 侯军北京书房一角。

侯军所藏孙犁的书。

孙犁给侯军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