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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阅读 读书——不，更准确地说，所谓
“读”这一种习惯，对我已不啻是一种
幸福。这幸福就在日子里，在每一天的
宁静的时光里。不消说，人拥有宁静的
时光，这本身便是幸福。而宁静的时光
因阅读会显得尤其美好。

我的宁静之享受，常在临睡前，或
在旅途中。每天上床之后，枕旁无书，
我便睡不着，肯定失眠。外出远足，什
么都可能忘带，但书是不会忘带的。书
是一个囊括一切的大概念。我最经常看
的是人物传记、散文、随笔、杂文、文
言小说之类。《读书》《随笔》《读者》
《人物》《世界博览》《奥秘》都是我喜
欢的刊物，是我的人生之友。前不久，
友人开始寄给我《世界警察》，看了几
期，也喜爱起来。还有就是目前各大报
的“星期刊”“周末版”或副刊。

要了解我所生活的城市，大而至于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地球，每天正
发生着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仅凭
晚上看电视里的“新闻”，自然是远远
不够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是所谓“秀才”聊以自慰自夸的话，或
者是人们对“秀才”们的揶揄。不过在
现代社会里，传播媒介如此之丰富，如
此之发达，对于当代人来说，不出门而
大致地知道一些“天下事”，也是做得
到的。

知道了又怎样？
知道了会丰富我对世界的认识。而

这种认识，于我——一个以写作为职业
的人来说，则是相当重要的。妄谈对世
界的认识，似乎口气太大了，那么就说
对周遭生活的认识吧。正是通过阅读，
我感觉到周遭生活有时汹涌澎湃，有时
潜流涡旋，有时微波涌荡。

当然，这只是阅读带给我的一方面
的兴致。另一方面，通过阅读，我认识了
许许多多的人。仿佛每天都有新朋友。我
敬爱他们，甘愿以他们为人生的榜样。同
时也仿佛看清了许多“敌人”，人类的一
切公敌——人类自身派生出来的到自然
环境中对人类起恶影响的事物，我都视
为敌人。这一点使我经常感到，爱憎分明
于一人是多么重要的品质。

创作之余，笔滞之时，我会认真地
读一会儿文学期刊。若读的正是一篇佳
作，便会一口气读完。不管作者认识与
否，都会产生读了一篇佳作的满足感。
倘是作家朋友们写的，是生活在同一座

城市的人，又常忍不住拨电话，将自己
读后的满足，传达给对方。这与其说是
分享对方的喜悦，莫如说是希望对方分
享我的喜悦。倘作者是外地的，还常会
忍不住给人家写一封信去。

读，实在是一种幸福。
——摘自《享受阅读》（深圳出版社）

我热爱读书
□梁晓声

我很重视春节期间的阅读，因为预
示新一年有个良好而明媚的开端。2025
年，蜕去焦虑的皮，生出柔韧的骨，深
度“悦”读是我重要且专注的功课。

我过年储备的“精神年货”，既有
心仪已久的好书，也有本地人文历史书
籍，内容丰富又驳杂，很符合我的“野
生”“杂食”胃口。

作家属于“全年无休”的群体，过
年期间的阅读与写作，不被打扰，保持
心流状态，最高效也最能集中精力出作
品。先小说、后散文，最后读文集，一
天从早到晚泡在书籍的静谧和充实中，
任由思想自由的驰骋，抬头时窗外已是
万家灯火，原来独处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情啊。舒晋瑜的女性作家访谈录，访谈
对象大多数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访
谈真诚有温度、思想有深度、耐读有高
度，不啻她们的阅读史和心灵史，对我
颇有启发性。

朋友说，能够安静坐下来读完一部
长篇，已是修行。实际上，阅读也是讲

究技巧的，快速甄别尤为关键。长期累
积的文学素养打底子，自然会懂得自己
应该“不读什么书”，抑或是理直气壮
地向“没有营养的书”说“不”，厘清
精神边界，方能提高阅读效能。我的阅
读比较重视精神谱系，秉承“缺什么补
什么”原则，根据日常思考和创作所需
有的放矢读经典、看好书，经典如“补
药”，好书似“良师”。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堪
称全面深度反映海洋文学的恢宏史诗，
主人公邢昭衍排除万难投身航运事业的
曲折心路，读完令我久久不能平静。关
掉手机，沉浸在海风激荡的航海故事
中，我不禁反问自己：假如我是渔家子
弟邢昭衍，被告知“命中无船”，会不
惧强敌造大船吗？“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不是口号，而是骨子里的儒学
正道——航道也是人道，船运也是人的
命运，最终大船与人的命运殊途同归。
该书是赵德发由陆地文学向海洋文学的
华丽“转身”，既有“土性格”和“水

性格”的有机融合，也有文学“进窄
门”的节制和格局，更显精神力道和审
美精神，诗性光芒力透纸背。这也让我反
思个人创作：如何让表达更节制，捍卫语
言尊严，唯有向内开掘、向外拓展。

因为上过谢有顺教授的文学课，这
本《文学的深意》读来恍若与他对话。
他讲得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是活泼泼
的人生，文学的深意亦是灵魂的美意：
为批评找“魂”，让人心站立。“真正的
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
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令人
振聋发聩。他还讲到读书与做人的关
系，引用国学大师熊十力对弟子徐复
观读书漫不经心而破口大骂一事，徐
复观后来悔悟道“这于我而言是起死
回生的一骂”。“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
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
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熊
师的教诲，今天依然不过时，但先后顺
序不可颠倒。

年复一年，变化的是年龄，不变的
是我与书的肌肤相亲、精神对坐。高质
量阅读，就是高质量活着。新的一年，
希望自己的阅读拥有“蛇”我其谁的勇
气和魄力，如同攀登精神的天梯，向难
而行，步履不停。世界赠予我的，我照
单全收，与此同时，我愿回报广大读者
以动人的歌。

“蛇”我其谁话阅读
□作家 钟倩

春节假期里读的第一本书是 《大
河：赛珍珠中国故事集》，这是从赛珍
珠的两部小说集中选出来的 10 个短篇
小说，其中《贫瘠的春天》读得我潸然
泪下。赛珍珠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写得非常真实，这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
奖、在中国前后生活了 30 多年的美国
女作家，一直说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中国
人息息相通。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历经艰难困苦，创造了中国教
育史上的奇迹。当时西南联大的《大学一
年级英文教本》，汇集了43篇世界人文、
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优秀文章。西南联大
学子、翻译家许渊冲曾这样回忆这个教
本的影响力：“联大八年来为国家培养了
成千上万的人才，在联大没有一个人不
读《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而教本的第
一篇，正是赛珍珠的《贫瘠的春天》。

既然说到许渊冲，那何不读读他记
述西南联大求学时光的回忆录《追忆逝
水年华》呢？于是，我开始读起这本书
来。许渊冲在书中写了教他大一英文课
的叶公超先生，说叶先生近乎严苛。有
一天，他讲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生活
的艺术》，要学生先朗读课文。轮到许

渊冲念了，他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
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不
料，叶先生却问他：“你读得这么快干
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他没有听，
自然答不出，叶先生就批评他只重形
式，不重内容，这倒让他觉得是一个很
好的教训。许渊冲在书里提到叶先生在
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时，和英国桂冠诗人
艾略特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
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很推崇艾略特说
的这句话：“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
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
结果一定很有限。”

那就开卷阅读 《T.S.艾略特诗全
集》吧，这是一本全面、系统的汉译艾
略特诗歌全集，值得细品，何况其中有
几十首此前还不曾有过中文译本。艾略
特的诗融汇了智力与想象、传统与创

新，让现代诗歌重现活力，开拓了新的
可能性。他为晚辈们创作的诗集《老负
鼠之才智猫经》，充满童趣，也充满诗
歌的韵律，怪不得据此改编的音乐剧

《猫》盛演不衰。“啫喱可儿猫都是白加
黑，/啫喱可儿猫（我说过）很小；/假如碰
巧有一夜雨打又风吹/他们会在厅里练
一两下猫跳。/假如正好出太阳一片光
明/你会说他们根本啥事都没：/他们正
在休息与调养自身/只为啫喱可儿月亮
和舞会。”这些诗句在春节里阅读，还真
带来了不少的喜气。

其实，这样的“三连读”经常是我
阅读的选择，由一本书生发开去，到另
外一本书，然后继续生发，再到另一本
书，无以穷尽。这样的方式，不仅让阅
读获得了一种持续性、延伸性的逻辑
感，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书籍的源远流长
和阅读的生生不息。

趣味三连读
□作家、评论家 简平

随着时代的发展，春节的习俗也
随之发生变化，出门旅游、走进电影
院、走进大自然等各种形式的活动让
假期变得异彩纷呈。对于步入中年的
我来说，春节假期是一年中难得的闲
暇时光，远离了日常的忙碌与压力。
静下心来，捧起一本书，享受阅读带
来的宁静与愉悦。

春节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而阅
读是传承方式之一。上学时，经济
条件有限，春节最高兴的就是有好
吃的、有漂亮衣服，更重要的是有
压岁钱可以自己支配，而压岁钱的
最终去向都是镇上的新华书店。在
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时代，春节期
间是我和妹妹最惬意的读书时光。
拿着一本小小的书看好几遍都觉得
乐趣无穷，读书的乐趣在那一刻也
就具体化了。

如今，家有两宝，从大宝识字开
始每周固定打卡书店，购得一本新
书，约定好阅读时间，用笔记录所读
所悟。现在大宝已步入高中，二宝也
成了姐姐的小跟班，买书、读书已成
为她们的生活日常。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提前一周回老
家，没有学习的重压，只有爷爷奶
奶的宠爱，春节是两个娃最“放
肆”最幸福的时光。但每天的读书
时间却是雷打不动。白天喧闹，所
以我们约定每天的睡前一小时为阅
读时间。

瞅着白天还调皮的娃娃们，在灯
光下捧着一本小小的书，时而皱眉，
时而偷笑，时而争得面红耳赤，不禁
感叹读书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啊！我
则窝在温暖的角落，翻开书仿佛进入
了一个新世界。外面是此起彼伏的鞭
炮声、亲人间的欢声笑语，而我在文
字的海洋里自在遨游。

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
现，所以阅读与春节相关的书、诗词
或民俗故事，是每年我们的必读内
容。读《红楼梦》中的春节描写，感
受到古代的节日氛围；读老舍的《北
京的春节》，体会到老北京的年味与
人情味。我们在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中
更好地理解春节的意义，感受其中蕴
含的家国情怀、团圆理念。

春 节 是 新 一 年 的 开 始 ， 是 希
望、是美好，而阅读则为我们提供
新的视角与思考。作为高中生的大
宝，春节期间再读《活着》，听着她
对内容的介绍、人物命运的分析，
以及要好好珍惜当下幸福的感悟，
让我更加相信阅读可以让孩子更好
地成长。

中国人的春节最讲究的就是团
圆，而阅读也可以成为一种“团
圆”的方式。在我家每晚一小时，
家人围坐在一起，放下手机，去读
想读的书，或者一起分享一本书、
一个故事，这样的模式不仅让娃娃
们和我们之间尤其是那严肃、不善
表达的爸爸之间，感情升温迅速，
还能在精神上产生共鸣。特别是与
孩子共读春节主题的绘本或童话，
既能传递传统文化，又能创造美好
的家庭回忆。

春节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节日，
而阅读也可以成为一种仪式，让这个
节日更加有意义。春节与阅读的结
合，让我们在热闹中寻得内心的宁
静，在欢笑里收获成长的力量。它是
节日里的一抹别样色彩，让这个春节
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春节是新年的序章。翻开一本
书，书页似窗，透过它，我看见不同
的世界和未曾踏足的远方。这个春
节，书是我的挚友。

春节书事
□青岛市城阳第七中学
副校长 王娟

大榕树下，三五成群的学生手捧书；图书馆
里，一排排座椅上坐满了沉浸阅读的学生……在
福建省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可以感受到浓郁的
阅读氛围。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龙田中心小学以“争创书香校园”为目标，
不断完善“融美书苑”图书馆设备设施，营造

“融合真善美，寻书香芳踪，觅‘悦’读幸福”
的阅读氛围，同时创设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引
导师生与好书为友，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
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

环境是隐形教育

“环境作为一种‘隐形教育’，对学生们的成
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龙田中心小学校长周
遵安说，学校利用图书馆、教室、走廊等空
间，布置阅读区域，让学生能随时随地感受阅
读的魅力。

龙田中心小学图书馆占地面积 600 多平方
米，藏书量已达10余万册。配合上各个教室内
的读书角，校园内图书类型丰富、多样，能满足
学生不同年龄阶段和兴趣爱好的需求。同时，校
方还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校园文化墙、文明长廊、
红色文化墙，营造了浓郁的书香文化氛围。此
外，该校的教室长廊悬挂着翰墨书香的诗词佳句
120余幅。

要说龙田中心小学最受孩子欢迎的读书角落
当属“长满书的大树”。几棵大榕树上“长满”
了可以拆卸的卡片书、绘本、小说。“我最喜欢
树枝上垂下来的那本《神奇校车》。每次下课到
树下读书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跟着弗瑞丝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坐上那辆神奇的校车，去探索
整个森林，和昆虫朋友们交流。”龙田中心小学
二年级学生余抒妍说。

此外，为了更好地引领学生阅读，龙田中心
小学每年都会发布各年级阅读书目，从晨间诵
读、午间静读、晚间伴读的时间安排上，从课上
精读、课后研读、成果分享的形式上，让学生们
亲近阅读，感受书香。

以多彩活动促阅读

丰富多彩的校园阅读活动是带动学生阅读的
直接载体。

“我校融美文学社通过开展讲故事、制作读
书小报、经典美文诵读、诗词大会等活动，创设
百花齐放的书香校园文化。”龙田中心小学教导
处副主任毛庙良说，校园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
步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情。

以文学社为阵地，龙田中心小学围绕读、
说、赏、写、诵、演展开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每
年开展“融美”征文比赛活动，以读促写，以写
促读，将学生优秀作品装订成册，赠送入围学生
和班级。

为了让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走进校园，
学校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郁雨君、商晓娜，科普作
家杨杨等，开展 《故事的种子从哪里来》 等讲
座，推进福清市话剧团儿童剧《我的梦想》、科
技馆《大风车科技进校园》等活动走进校园，实
现常态化巡演。

结合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学校还开展了
各年段的分级阅读活动。如在一、二年级“书韵
悠悠精彩‘聚’讲”主题阅读活动上，学生秒变
小演员，讲述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在三、四
年级“‘剧’现经典演绎精彩”主题阅读活动
上，学生们把课本“搬”上舞台；五、六年级的

“书海漫溯阅享时光”主题阅读活动，通过演讲
比赛、故事改编、课本剧创作等活动，用学生的
独特视角和创新思维演绎革命传统作品和优秀科
普作品……

师生共读共成长

在龙田中心小学，师生共读一本好书已是
常态。

“老师一步步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查询、研
究、思考、想象和创造，实现从信息到知识的转
化。”谈及阅读课的优势，龙田中心小学四年级语
文教师施晓芳说，经过二至四周的学习与交流，学
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享阅读收获，比如制作思
维导图、讲故事、写阅读笔记、创作连环画。

不仅是学生，龙田中心小学的教师自身也注
重阅读积累。在2024年书香校园阅读大会暨第
三届书香校园阅读教育教学成果优秀案例交流活
动中，龙田中心小学教师两件作品获奖。

此外，龙田中心小学常态化开展的“最美
书香家庭”评选活动，得到很多家长支持。“家
庭间的阅读交流能够扩宽思路，激发兴趣，让
亲子关系更加亲密。”周遵安说，龙田中心小学
提倡家校开展阅读交流活动，通过分享阅读书
籍和亲子教育感悟，让更多家庭爱上阅读、享
受阅读。

家校共读，师生共读是推动阅读的有效方
式。周遵安说，龙田中心小学将不断总结得失，
静思笃行，继续建设“书香校园”，打造“书香
校园”文化名片，在孩子心中播撒阅读种子，努
力让孩子们“悦”读越高。

福建省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

校园一隅一角
皆有书香
□本报记者 张福财

■春节·悦读

春节假期，在甘肃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少年儿童分级阅读体验馆，主题为“当年味遇上
书香”的亲子阅读体验活动持续举办，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小读者参与。

本报记者 田野 摄
年味遇上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