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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视觉阅读·春之声

闻 声摄

第5419期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作 家 马 德 琳·恩 格 尔 说 ：“ 一 本 书

可 以 是 一 颗 星 星 ，一 团 活 火 ，照 亮 黑

暗 ，引 领 我 们 进 入 无 垠 的 宇 宙 。”书 籍

有 伟 大 的 力 量 ，它 能 带 给 我 们 与 众 不

同 的 享 受 ，带 领 我 们 走 进 全 新 的 世

界。高尔基也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 梯 。”这 些 名 人 箴 言 ，道 出 了 读 书 的

重要价值和意义。

书籍的力量，需要通过阅读获取；

书籍的智慧，也需要通过阅读领悟。一

个人从小到大，每个不同时期、每个不

同年龄段会读到不同的书。在这些读

书过程中，有人读书喜欢走心，终有所

悟、终有所得；有人读书只为消遣、打发

时光，不加思考。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也有一

千种读书的方法。今天的我们到底应

该怎样读书？个人认为，好读书还要好

结“果”。

一些人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里名

句“好读书，不求甚解”影响，为自己不认

真读书找借口。陶渊明读书真的“不求

甚解”吗？非也。若果真如此，陶渊明也

就不会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

家 了 。 他 的 原 话 是 ：“ 好 读 书 ，不 求 甚

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对陶渊明

来说，他不仅喜欢读书，在读到与自己见

解一致的书时，还喜欢做深入的思考，甚

至能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只知“上半

句”，不知“下半句”，是对陶渊明读书论

的误解。

孔 子 有 云 ：“ 学 而 不 思 则 罔 ，思 而

不 学 则 殆 。”即 使 读 了 万 卷 书 ，但 若 不

能 做 深 入 的 思 考 ，把 书 本 知 识 内 化 为

自己的积累，一点真知灼见都没有，那

书 也 就 白 读 了 。 读 书 必 须 有 所 思 考 ，

学 习 而 不 思 考 ，就 好 比 植 物 光 开 花 不

结 果 ，总 缺 少 点 感 觉 与 意 味 。 读 书 是

一 种 享 受 ，结“ 果 ”更 是 妙 不 可 言 的 一

种享受。

清人袁枚直言，读书人的“光芒”是

“分等级”的，博学鸿儒的“光芒”，“上烛

霄 汉 ，与 星 月 争 辉 ；次 者 数 丈 ，次 者 数

尺，以渐而差。”所谓“光芒上的差距”，

说到底也是“思考境界”的差距。看完

一本书后，思考也是有多重境界的。一

曰“ 想 ”，想 想 书 中 讲 了 什 么 ；二 曰“ 思

辨”，书中观点、事实，能否站住脚；三曰

“思想”，通过读书、思考，形成自己独特

的观点、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才是阅

读的最高境界。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

达到这个高度，但“心向往之”应成为我

们读书孜孜以求的“执念”。只要读书

时能有所思考、追求结“果”，思想定会

展现光芒。

读书可“专”也可“杂”。“专”是集中

突破，“杂”是突破自己原来的读书范围，

开阔新知领域，为自己带来更多感悟。

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

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

伦 理 使 人 庄 重 ，逻 辑 修 辞 之 学 使 人 善

辩。”对每一个人来说，各种知识门类的

书籍都可以读、都应该读。有一个时期，

“读书无用论”的论调蔓延，严重影响到

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这

种论调必须摒弃。读书有结“果”与没结

“ 果 ”是 不 一 样 的 ，“ 光 芒 ”上 更 是 有 差

异。更何况，读书学习本就是我们每个

人一生的良师益友，需要长期坚持。

读书不思考，读书就没有了价值与

意义。

读书要结“果”
■李定乾 邱彬洵

中 国 是 一 个 传 统 的 饮 食 、美 食 大

国，自古以来，不仅烹制了各种各样的

家常便饭、珍馐美馔，而且还滋养了博

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民间灶膛烟火间，

乡井街巷酒肆中，炊金馔玉宫宴上，不

乏文人墨客们的身影和他们舌尖上的

吟咏。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饮食

文化高峰。“诗圣”杜甫虽然算不上一

个 美 食 家 ，但 他 写 饮 食 的 诗 歌 很 多 。

“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

杜 甫 青 少 年 时 期 生 活 优 渥 ，接 触 宫 廷

贵 族 较 多 ，因 此 ，他 写 上 层 宴 会 的 情

景，场面奢华高雅。中年后，杜甫仕途

多舛，颠沛流离，箪瓢艰难，连基本生

活也难以维持，便有了“残杯与冷炙，

到 处 潜 悲 辛 ”的 寒 凉 之 味 。 随 着 他 广

泛 接 触 下 层 人 民 的 苦 难 ，忧 国 忧 民 之

情 充 盈 胸 怀 ，诗 歌 创 作 题 材 和 风 格 出

现了空前变化，更趋关注百姓衣食、民

间疾苦。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11

月，终于呐喊出震古烁今的名句“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味”不再仅是

食 物 之 味 ，更 包 含 了 下 层 百 姓 生 活 的

艰苦之“味”。

杜甫一生大起大落，体会世间各种

滋味，其中《赠卫八处士》的“夜雨剪春

韭，新炊间黄粱”，应当是他难得的平静

祥和体验。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友人

从自家菜园子割来一把新长出的嫩韭

菜，伴着热气腾腾的小米饭，两位老友

边吃边饮，进而想到即将分离，生出无

限感慨。

提到唐朝的宴饮诗，李白是绕不过

去的一座高峰。他诗中饮食的主角是

酒，宴饮咏酒、借酒抒情的诗歌很多，艺

术成就很高。在世人心目中，李白的诗

与酒融为一体，“诗仙”与“酒仙”气质集

于一身。

李白豪放洒脱、恣情酣畅、狂傲不

羁的性格，在他饮酒诗中多有表现。李

白一生独爱明月和美酒，《月下独酌》对

此表现得淋漓尽致：“花间一壶酒，独酌

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将进酒》是李白最著名的饮酒诗

之一，诗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

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

名”之句，把李白生性洒脱、不屑钟鼓馔

玉、不慕古来圣贤的豪放情怀表现得淋

漓尽致，一位活脱脱的“诗仙”和“酒仙”

出现在读者眼前。

比起李杜，孟浩然的“诗味”更加清

新恬淡。孟浩然是唐代著名山水田园

派诗人，《过故人庄》中“故人具鸡黍，邀

我至田家”，为读者勾画出了一幅田园

风光的中国画：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

中，主人备下酒菜，主客举杯饮酒，闲谈

桑麻，充满了乐趣，展现了诗人和故友

之间的友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孟浩然的故乡襄阳有一道名菜——查

头鳊（汉江中所产的鳊鱼），味道鲜美无

比，孟浩然非常喜欢吃查头鳊，还曾作

诗称赞道：“美人骋金错，纤手脍红鲜。

因谢陆内史，莼羹何足传。”

到了宋代，在高雅质朴的生活美学

影响下产生了苏轼这样兼具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特色的文人。苏轼爱吃善

诗，吃野鸡写《野雉》，吃鳊鱼写《鳊鱼》，

吃鳆鱼写《鳆鱼行》，吃竹笋写《送笋芍

药 与 公 择 二 首》，吃 橘 写《浣 溪 沙·咏

橘》，吃蟹写《丁公默送蝤蛑》，《食荔枝》

吟咏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

南人”，哪怕一碗粥也要入诗《豆粥》，一

碟时蔬也成全了一首《春菜》诗……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

被贬黄州，担任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团

练副使，坠入他人生的低谷，生活困难，

“小屋如渔舟”“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

苇”。但是，也正是在黄州 4 年多日子

里，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变，诗文创作也

进入了巅峰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初

到 黄 州》自 叹“ 平 生 为 口 忙 ”，这 里 的

“口”是双关语，既有祸从口出的隐义，

也有以食为天的意思，表现出他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美食家。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也是一位美食

家，在他的诗中，咏叹珍馐佳肴的足有

上百首。陆游不但会吃，还会做，精通

很多菜肴的做法，他曾写过“甜羹”的做

法：“以菘菜、山药、芋、莱菔杂为之，不

施醯酱，山庖珍烹也。”并诗曰：“老住湖

边一把茆，时沽村酒具山殽。年来传得

甜羹法，更为吴酸作解嘲。”

陆游《游山西村》虽然不直接写吃，

却以农家待客的朴实热情展现了一种

浓厚的乡间风味。“莫笑农家腊酒浑，丰

年留客足鸡豚。”酒肉的香气随着豪放

的诗风扑面而来。后两句“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更因其暗藏的

哲理脍炙人口，万古流传。

或许正是因为陆游热爱家乡的名

菜名食，家乡之味成为他深刻的记忆。

所以，当他宦游蜀地之时，不时通过怀

念家乡菜肴来抒发他的乡愁：“十年流

落忆南烹，初见鲈鱼眼自明。”

明清时期，话本、小说、戏曲兴盛，

关于饮食的描写和吟咏尽显其中，曹雪

芹的《红楼梦》当属最佳。

《红楼梦》目录中，涉及饮食的就有：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庆寿辰宁府排家

宴》《荣国府归省庆元宵》《薛蘅芜讽和螃

蟹咏》《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刘姥姥醉卧

怡红院》《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等。

就 在 第 38 回《薛 蘅 芜 讽 和 螃 蟹

咏》，宝玉、黛玉等人兴致勃勃，持鳌赏

菊，曹雪芹假宝玉之口把吃螃蟹吟咏得

惟妙惟肖：“持鳌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

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

无肠。”

据研究者统计，《红楼梦》中描写到

的食品多达 186 种、9 个类别，描述了众

多人物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活动，有午

宴、晚宴、夜宴；生日宴、寿宴、冥寿宴、

省亲宴、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

欢宴、梅花宴、海棠宴、螃蟹宴；秋宴、端

阳宴、元宵宴；芳园宴、太虚幻境宴、大

观园宴、怡红院夜宴等，令人舌尖生津、

啧啧称奇，勾起了无数人的味蕾……

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步入“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全面小

康 社 会 ，人 民 大 众 的 生 活 水 平 也 有 了

极大的提高，由“吃得上”“吃得饱”迈

入了“吃得好”的新阶段，家庭餐桌上

丰富多彩，社会餐饮业蓬勃发展，“下

馆子”“叫外卖”成为新时尚。舌尖上

的诗词歌赋、民谣乡谚、笑谈逸趣如雨

后春笋，俯拾皆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品

尝和吟咏了。

博大精深的生活“滋味”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杨忠义

读 书 不 觉 春 已 深 ，一 寸 光 阴 一 寸

金。

不 是 道 人 来 引 笑 ，周 情 孔 思 正 追

寻。

——《白鹿洞二首·其一》

每次读到唐朝王贞白的这首诗，都

会有所思，有所想。

这是诗人在白鹿洞书院求学时的

自我写照。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

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南，那

里青山环绕，绿树成荫，环境优雅，春天

的白鹿洞应是读书的最佳境地。对于

爱读书的人来说，四季皆可读书，但又

有哪一个季节比春天更令人舒适的呢？

春 读 书 ，兴 味 长 。 此 时 ，阳 光 明

媚 、惠 风 和 畅 、草 长 莺 飞 、鸟 语 花 香 。

捧一卷书细读，花香伴着书香，春光伴

着灵思，只觉心旷神怡，逸兴遄飞，可

谓“ 人 读 花 间 字 句 香 ”。 诗 人 爱 书 如

命，徜徉在书的海洋中，竟然忘记了时

间 ，忘 记 了 空 间 ，一 任 春 光 在 书 外 飞

逝 。 待 到 道 人 来 访 时 ，才 从 儒 家 典 籍

的世界回到现实中，蓦然惊觉，春天已

近尾声。

这首诗里有一种动人的生命特质，

那就是“专注”。诗人读书到底有多专

注呢？物我两忘，人书合一。白鹿洞的

道 人 已 经 很 能 耐 得 住 寂 寞 、静 得 下 心

的，诗人却需要道人的“引笑”才能从书

的世界里走出来。读书读到这种境界，

实在是令人沉醉。

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正在一所

中学就读。受这首诗的影响，许多个春

天的黄昏，我走出校园，到校园周边的

菜畦旁读书。青菜、萝卜们非常安静，

不会打扰我。我也心无旁骛，不惊扰它

们 的 清 净 。 当 我 起 身 离 开 时 ，回 头 看

看，夕阳已下山，它们依然安静在自己

的世界里。此时的我头脑清净无物，心

里有满足的喜悦。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依然感动、迷

恋这种专注的生命品质。

有 一 年 春 天 ，我 踱 步 到 自 家 的 后

院，那里，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正在幸福

地 盛 开 着 ，几 处 人 家 掩 映 在 郁 郁 葱 葱

的 大 树 下 ，漂 浮 在 油 菜 花 的 海 洋 里 。

鸟 儿 叽 叽 喳 喳 ，在 天 空 中 飞 来 飞 去 。

旁 边 的 一 所 学 校 里 ，学 生 们 正 在 专 心

致 志 地 阅 读 ，他 们 全 然 忘 记 了 窗 外 的

灿烂春光，听不到窗外这个世界的“音

乐 ”。 学 生 们 那 琅 琅 的 读 书 声 让 我 在

这 金 色 的 油 菜 花 地 里 感 动 得 不 知 所

以。

专注是读书人最宝贵的品质。因

为 专 注 ，外 在 的 干 扰 就 能 从 心 灵 中 摒

弃，心境就能宁静如井水般清澈、如海

洋般深广。心灵的翅膀穿越时空，纵览

千古，横历八荒，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

听到更多悦耳的声音，从而把握生命的

全局，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心态

的平和、深层次的喜悦。

一个专注阅读或做事的人，不管外

界如何变化，都不动摇、不被打扰，这样

的人生必定是幸运而幸福的。而那些

整天高喊着空虚和无聊的人，实在是因

为不能专注读书而感受不到读书的陶

醉和陶醉之后无穷的回味。

正因为专注，人们才会惊觉时光飞

逝，而要读的书还有如此之多，如同庄

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他

的感慨“一寸光阴一寸金”后来也成为

劝勉世人珍惜光阴的至理名言。

人 生 短 暂 如 同 白 驹 过 隙 。 那 么 ，

怎 样 珍 惜 时 间 呢 ？ 我 认 为 ，珍 惜 时 间

最 好 的 办 法 还 是“ 专 注 ”。 因 为 专 注

可 以 把 自 己 的 时 间 、精 力 和 智 慧 凝 聚

到 所 要 干 的 事 情 上 来 ，最 大 限 度 地 激

发 潜 能 ，实 现 价 值 。 我 们 无 法 拉 伸 生

命 的 长 度 ，但 是 可 以 拓 展 生 命 的 宽

度 ，让 每 一 寸 光 阴 都 发 出 金 子 般 的 光

芒 ，让 每 一 分 、每 一 秒 都 充 满 宁 静 和

喜悦之美。

读书不觉春已深
■张冬娇

《中共党史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

是一部党史学习的工具书，也是党史学习

参考资料。该书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对中国共产党每一历史

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方针政策、重要历

史人物等都有较为全面的展现和解读，对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作了

全面回顾，具有较高的学习参考价值。

《中共党史基本知识》

回顾党的历史
■郝英杉

《抗疫家书》（中国方正出版社）一

书，收录了发自抗疫前线的 50 组家书，

字里行间展现了齐心抗疫的顽强意志和

真情大爱，曹晓英、葛均波、朱丽等一个

个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英雄形象生动而

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封封家书，

讲述了抗疫一线所发生的感人故事，充

盈着抗疫英雄们对远在外地的家属亲友

们的思念，映射出他们砥砺前行的决心，

生动展现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的磅礴力量。

《抗疫家书》

展现平凡英雄
■张亚奇

最近读了军旅作家喻晓近年撰写的

多达 250 余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是

关于人物、事件以及不同地域游历的随

笔与札记。喻晓在旅途中写下这众多的

文字，有对山草林木的眷恋，有对父老乡

亲的感念，有对大好河山的热爱，有对世

事沧桑的慨叹……简言之，尽是他对生

活的热爱、对生命的认知、对时代的寄

托、对未来的希望。质朴的文字、真挚的

情感、独到的洞察、无拘无束的联想，让

每一篇作品都鲜活起来。读时，你会感

到是喻晓在与你交谈、向你诉说，字里行

间都能感受到一名老军人、老作家的心

胸与襟怀。

退 休 后 回 顾 往 事 ，写 些 文 字 者 甚

众 ，但 像 喻 晓 这 样 在 短 短 数 年 间 撰 写

了 250 余 万 字 的 作 者 非 常 少 见 。 在 职

时 ，喻 晓 虽 然 也 写 诗 ，写 散 文 ，但 更 多

的 则 是 为 报 纸 而 写 就 的 案 头 文 字 ，他

自 己 大 概 也 没 想 到 ，退 休 后 竟 成 了 一

名“专业作家”。

喻晓的随笔札记更像是散文和议论

文的结合。遇事逢人，信笔拈来，不必拘

束于修辞是否委婉。行文随意，讽雅自

如，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认知，旁征博引却

不必去做更多的理论阐释，结构自如却

不失章法的规范严谨，观景抒情，睹物明

志，落在纸面上的是一事一物，内心里涌

动的却是万顷波涛，长短繁简，尽见个人

眼光和阅历。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

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显 然 ，喻 晓 在 整 理 这 些 作 品 时 是

花 了 一 番 心 思 的 ，他 把 作 品 分 作 十 个

部 分 ，每 一 个 部 分 的 后 面 都 附 上 一 篇

精心写作的短文。第一部分的标题叫

《乡村岁月》，所附短文开篇便是“千古

苍 茫 青 史 梦 ，一 年 迢 递 故 乡 心 ”，因 为

这一部分写的尽是关于故人、土地、家

园 、亲 情 的 文 字 。 第 二 部 分 起 了 个 非

常具有诗意的标题《烟雨江南》。短文

中，他引用了唐人杨凭的诗句“暮雨朝

云 几 日 归 ，如 丝 如 雾 湿 人 衣 ”，生 动 勾

勒 出 湘 楚 大 地 烟 雨 苍 茫 的 含 蓄 幽 美 。

第 三 部 分 的 标 题 叫《苍 凉 之 美》，短 文

则直书“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

这 一 部 分 中 ，他 写 黄 河 ，写 莫 高 窟 ，写

赛里木湖，写霍尔果斯，写泸定桥的风

和日喀则的黄昏，在大漠戈壁、雪山胡

杨 苍 劲 壮 美 的 衬 托 下 ，对 大 西 北 的 情

思跃然纸上。第五部分收录的文章相

对 要 杂 一 些 ，既 有 当 下 社 会 中 各 种 人

物 的 素 描 ，也 有 他 走 出 国 门 后 的 所 见

所思。

250 余万字的作品只引用这几个部

分所附短文中的一些句子，便足以让人

感受到喻晓写作时的良苦用心和整理这

些作品时的仔细。他是在用正气作文，

努力且真实地记录着这个正在发生剧变

的世界。随笔札记来不得虚构，所写所

录都是作者的亲身体会和独属于自己的

认知。也只有这样生发出来的感慨，才

能触动并震撼读者的心灵。当然，还要

看作者思想认识的深刻程度，好的随笔

和札记，首先是要出自胸臆，进而才能别

开生面、卓荦不群，喻晓的这些作品就是

一个证明。

前面说过，随笔札记来不得虚构，正

是因为来不得虚构，我们可以在所有的

篇目中，看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许多

场景，看到现实生活中所熟悉的实例和

佐证。而这些，又自然而然地引起并加

深自己对身边、眼前各种事物的思考与

辨析，作品的社会意义也就在其中凸显

出来。

沧海横流，是因为有一波一浪的涌

动，文学也是如此，众多的作品汇成了我

们精神生活的海洋。随笔与札记是文学

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类别，随笔与札

记的思想深度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深度。

在这些看似随意而就的文字中，作者的

用意不在作品形象而在于作品的思想穿

透力，在于作品思想内涵对社会认识产

生的推动力。喻晓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具

有这样意义的作品。

沧
海
横
流
寸
心
知

■
程
步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