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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少年是刚跳出
地平线的太阳。他们今日是莘莘学子，明天
是国家栋梁。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对中国少
年寄予厚望：“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
富，少年强则国强。”从“ 2014 我的一本课外
书”参赛选手身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少
年的精神缩影。

柯星宇希望长大后管全国交通，评委笑
称“柯部长”。“柯部长”欲总揽海陆空，搞“大
交通思维”，先解决首都雾霾和拥堵，设想为
公交车设立“专用免费时间段”，设想发展环
保能源汽车甚至核动力汽车。十一岁孩子讲
得有理有趣，立志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难题。

被谐称“国学哥”的邵天泽，从讲《诗
经》、《易经》到讲校园小说，游走于“规则与
自由”之间，他认为男生贾里是个“不循规
蹈矩的规矩人”，立志用规矩锐石磨砺自
己，做个有道德的人，在更大范围弘扬国
学。李潘认为，邵天泽能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面、不同的知识积累出发，对文本进行
不同分析，值得欣赏。《男生贾里》这本畅
销小说，评论家从多种角度写过文章，一
个中学生能站在国学角度剖析小说主人
公，我真希望小说作者和当代评论家能听
听孩子的意见。

小帅哥徐风清扬仍以科技达人面目出
现。他推荐《可怕的科学》中的《能量怪物》，
当他徐徐道来：冰为什么能点着火？……郦
波甩出个差点儿让我乐喷的难题：“起鸡
皮疙瘩是不是可以保暖？”风清扬被问住
了。郦波稍加点拨，风清扬立即明白：“身
体中很多能量是从头部散发，如果把头发
竖起来，它可能就增加了能量。”好个聪明
孩子，将来搞科学研究肯定能举一反三、攻
关夺隘！

是否男孩和女孩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
三个男孩不约而同推荐现实或科学类书，三
个女孩殊途同归介绍科幻小说，妙趣纷呈。

九岁谢欣儒的思绪在中外神奇小说中
飘飞，初赛讲聊斋，半决赛讲《哈利·波特》，
说到骑着扫帚满天飞的哈利·波特，她总结：
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战无不胜的魔法，那就
是爱。小欣儒想带着哈利·波特和赫敏好好
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想和他们合作，用魔杖
魔法把世界上的邪教消灭掉。好一个人小志
气大！

张迅讲《不老泉》，小女孩温妮知道有口
泉的水喝了能长生不老，杰西让她喝，她却
选择经历生和死。绿灯奶奶问张迅：“不老泉
的水喝了可以不死，温妮为什么不喝？”张迅
机智地回答：“你长生不老了，生就没意义
了。像路边的石头一样，无助地看着生命转
轮慢慢转动。”郦波问：“《不老泉》感动世人
最深刻的道理是什么？”张迅回答：“这个故
事告诉我们，能享受生命轮回是上帝的赐
福。正因为我们不能长生不老，所以才珍惜
现在、把握好现在，用有限的生命谱写精彩
篇章。”当回答李潘关于《死过一万次的猫》
的难题时，小迅迅说：“它只要一次活得有价
值，就不在乎活了多少次。”李潘认为：关于
生和死、关于人生价值、关于爱，全是宏大主
题，对十一岁小孩来说确实有一定难度。而
张迅对《不老泉》的分享却比较准确。李潘说
得对，一个小学生居然能辩证看待生死，不
能不说是“人小鬼大”！

宋儒妍讲《记忆传授人》，居住在神奇
世外桃源的乔纳斯拒绝做掌握他人命运
的“记忆传授人”，选择逃亡。评委对最小
的选手轮番诘难。李潘问：“有人管饭、管
教育、管工作、管养老，不是很好吗？”妍妍
回答：“没有自己的选择权，看不到五彩斑
斓的世界，生活就没有了情趣，也没了感
觉。”绿灯奶奶问：“感觉很重要吗？”妍妍
回答：“如果没有感觉，我们就不再是有生
命的人，是机器人，会变成社区这个大机
器上的一个零件。”郦波问：“古代先贤想的
乌托邦既有物质上的满足，不用担心吃穿住
行，不会挨冻受饿，同时又互相友爱非常快
乐，没有等级差别，没有贫富差别，不好吗？”
妍妍回答：“所有人平等是不可能的。有人
没努力就跟其他人平等，对于努力的人来
说是不公平的！”八岁娃娃唇枪舌剑，对答
如流，居然还总结出“自我与规则是相对的”
的人生哲理，再次让评委称赏不已。

无巧不成书，进入决赛的六名选手恰好
男女各半，孩子们会再祭出什么法宝？我们
期待下一场决赛。

【我读我思】

说真话，你还有多少勇气
□鞠同心（公司职员）

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
有人能“指鹿为马”，也不明白

《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是由一
个小孩子看穿的。长大了，才
慢慢懂得，说真话很多时候
特别需要勇气，至少需要一
定的技巧。

进入职场，碰壁多了，历
练久了，才切身体会到，汇报
不能单单从专业和客观的角
度去说，否则，有时会“领导很
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也
就慢慢改变自己，尽量顺着
领导说，拣好听的说。

步入中年，上有老下有
小，包括天天相守的老婆大
人，“顺着说、拣好听的说”这
一原则不仅颠扑不破，而且
好处无限。比如肉麻地夸老
婆年轻，会立马得到好吃好
喝的优待；对明明已重病的
长辈们违心地说长命百岁，
也总会赢得更多笑声。

直至看到黄万里，才蓦
然发觉，自己庸俗已久，市侩
渐深。

对毛泽东说不，对苏联

专家说不，对国内众口一词
的同行说不，黄万里将国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马三门
峡的讨论会变成了“一个人
的战场”。以所学和实践，他力
陈建坝拦河之害，驳斥“圣人
出，黄河清”等荒唐论调，更是
掷地有声地说：“你们说‘圣人
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
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事实证明黄万里是对
的。可当时大跃进运动席卷
全国，“昧着良心说瞎话”的人
多了去了，就连钱学森面对
毛泽东“亩产万斤”的询问，也
是肯定作答，并从理论层面
给出“严谨论证”。而“圣人出，
黄河清”这句迎合毛泽东的
话，更是以其极富含金量的
拍马内涵、通俗直白的煽情
效果，一呼百应。相比之下，黄
万里不仅保持了科学家独立
思考的可贵精神，更以实际
行动彰显了“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浩然气节，让人肃然起
敬。

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
生沧桑》，记载的也无非是黄
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
文件、当年的杂志报纸等部
分档案，以及作者对黄万里
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
的走访等材料，但，恰恰是这
些“原生态”，给人一个真实的
黄万里，展现了一个科学家
尊重科学、尊重客观的人格
魅力。

沉下心来换位思考，如
果我是黄万里，我做不到。毕
竟，那时的毛泽东威望已与
天高，苏联老大哥的话语权
也是一言九鼎，可黄万里偏
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实
演绎了一幕亚里士多德中国
版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
理”。

当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
“右派”时，他凛然无悔：“伽利
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
着太阳转。”当三门峡工程败
象已露，毛泽东主动退一步，
对黄炎培说出“你儿子黄万
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

好，我很爱看”，很多人都为他
即将摘掉右派帽子而欣喜
时，黄万里再一次展现出了
难能可贵的坚持，并愤然追
责那时不说真话的众多科学
家们，质问：“国家养仕多年，
这是为什么？”精彩激烈程度
胜过大片，直看得人热血沸
腾，油然升腾起对敢说真话、
坚持科学、坚守良知等可贵
操守的深深敬仰。

突然想起那句“忠厚传
家远”，小时几乎家家户户的
对联都贴这句话，或大门前，
或堂屋门前。不论贫贱富贵，
不论渔樵耕读，哪怕是大字
不识一个的父母，都将忠厚
二字放在第一位。说真话是
忠厚的基本，教育孩子“说真
话”也是共同的家训，因“说瞎
话”而领教父母的惩罚，让很
多农村小孩子终生难忘。

买来这本书，已看了很
多遍，可每每重温，依然“醍醐
灌顶”，依然为之一振，依然扪
心自问，继而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绿灯奶奶评读札记之十一】

中华少年多奇志
□马瑞芳

【学者书单】

本期登场：散木（浙江大学教授）

新学期开始，特别是刚刚
入学的学子，肯定人人都满怀
着憧憬和期待，准备在人生的
新起点上大干一场。其中也肯
定准备在新学校偌大的图书
馆里“博览群书”一番，或者在

“网购”和“新媒体”的时代，计
划经常关注着“当当”、“亚马
逊”、“博库”乃至“豆瓣”等等，
时不时地“下单”以建构自己人
生历程中的精神巢穴，换言之，
为自己以及将来的家庭营造

“藏书”的“空间”，以丰富人生
和提前实行“家教”。在各个高
校中，此时寻常的一道风景，也
就是由教授们向学子们出示

“读书书目”，以便使学子们了
然“行情”，照此“按图索骥”，抄
近路洞悉知识的宇宙。不过，这
却让人想起了过去的“青年必
读书”引起的风波，如今社会已
呈“多元”态势，想必书籍以及
读书也是“多元”化了，那么，应
该让莘莘学子读些什么书呢？

其实，读书一定要读“经
典”是最不错的。“经典”都经过
了岁月考验。建议大家可以看
看《中国家庭理想藏书 1 0 0

本》，这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3 年出版的，是“百种
中国家庭藏书书目公益推荐
活动”的成果的集成，其中收录
了众多学术名家、知名作家和
资深媒体人推荐的 120 种重点
图书和 500 种延伸阅读图书的
书目，其内容涵盖了文学、人文
社会科学、科学和家庭生活诸
方面，成为大学生以及广大读
者营造个体以及家庭藏书的
蓝本或重要参考，大家可以从
中挑选一些自己不曾读过的
寻来阅读。至于已经读过的，也
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选择
地重新阅读一下，这样想必也
会在不同的人生感受下有新
的领悟和心得。此外，由林贤治
先生编选的《人文经典》读本

（花城出版社 2012 年版）也值

得阅读和收藏，它以“立人为
本”和“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
精神的尺度”为宗旨，所收篇目
分成《自由诗篇：从弥尔顿到米
沃什》、《历史镜像：20 世纪目
击记》、《广场钟声：演说与宣
言》、《思想踪迹：观察者、发现
者和批判者》、《社会小说》、《文
化随笔：精神游牧者的世界》六
本。

另外，特别想推荐的，是台
湾山东籍作家王鼎钧先生的

“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
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

《文学江湖》，这套书其中的几
部不仅此前获得了台湾《联合
报》“读书人 2005 年最佳书
奖”、《中国时报》2009 年“开卷
十大好书”之一、第三届 2010

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等，也于
今年在大陆获得了“在场主义
散文大奖”，获奖虽然不稀奇，
不过这套书确实是“物有所
值”。它融汇了作者的人生经
历，并且置审美观照与深刻哲
思于一体，显示了一代中国人
的因果纠结和生死流转，其中
作者对家乡风土人情、历史掌
故等，均信手拈来，同时又将历
史大变迁时代的个体遭遇置
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
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
历史的深度和力量。前些年，对
于彼岸作家的历史作品的阅
读，我们曾沉浸在齐邦媛、龙应
台等等笔下恢宏和深刻的情
景和描写之中，于此，我们又再
度看到了作者“不见煽情，不见
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
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的精
妙作品，一如书页上的这一行
字所描述：“一本回忆录是一片
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
本书的情义所在。”

今年开学伊始，就是抗战
胜利的庄重纪念，读一些包括
回忆录之类的好的历史书籍，
对大学生来说，正是得所宜也。

近日读到梁实秋的《养成好习惯》一文，颇有同
感。他说，人的天性大致是差不多的，但在习惯方面却
各有不同，习惯是慢慢养成的，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
且一旦养成之后，要改变过来却不是很容易。的确是
这样，譬如，若有我喜欢看的书，我大都选择在晚上翻
阅，而这一习惯的养成要归功于小时候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或许是对我寄予一些希望
吧，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利用难得的闲暇教
我识字。可能我那时的头脑不曾装有什么杂念，因而
学习的效率十分高，母亲教过的字我大都过目不忘，
所以上学没多久就能自己读书了。一天下来，最高兴
的事就是母亲在油灯下备课，而我则在灯下翻阅自己
的“宝书”。在如今的孩子看来，一本书根本算不了什
么，书可以随买随读。但在那个生活和书籍都有些贫
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对一本书往往视若珍宝，
每次都洗净了手，方才打开。因为这些书来之不易，是
远在异乡工作的父亲省下吃饭的钱买来的，且要随父
亲在回家的路上颠簸好半天，才能到达我的手中。

一开始父亲买一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譬如，《春
草闯堂》、《中国古代科学家》之类的，我皆读得有滋有
味。随着识字量的增多，父亲给我订购了《少年文艺》、

《儿童文学》等儿童读物，每月一期，但往往只用一两
个晚上我便读完了。这离下一期的日子还远着呢，在
有些焦急的等待中，我耐心地将这些已读完的书再一
遍遍地“复读”，以至于有些章节都能背下来。

大约十岁那年，村里家家通上了电，晚上读书就
再也不用和母亲共用一盏油灯了，我可以自己独占一
屋，在明亮的灯光下随意翻看自己喜欢的书。有时
母亲一觉醒来，见我屋里的灯还亮着，她便在那屋
心疼地说道，天都这么晚了，快睡吧。我这才合上书
本，香甜地睡去。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就是在我
十四岁那年，从父亲的手中郑重地接过来，似懂非懂
地读完了第一遍。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书有些挑剔起来，不像小时
候书到手就读。有时，买来一本书，会在床头搁置一些
时间，等哪天晚上有了阅读的冲动，这才翻开；有时则
是忘性太大，买来的书竟忘得一干二净。《庄子》是一
年前在一个小书店里淘来的，装订讲究，古色古香，很
是喜欢。到家后小心地放于床头橱中，从此却忘得没
了踪影。直至前两天收拾床头橱，这才得以“重见天
日”，细细读来，深为其折服。也只有庄子这等非凡之
人，才能说出如此非凡之辞，“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
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这是庄子眼中
的最高境界，故只有“神人”才能达到。但对于红尘凡
世中的我们来说，在书中求得一时的安静与超脱，这
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呢？

【书缘悠悠】

灯下读书
□仲华（图书管理员）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
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
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
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
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
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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