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阅读时代更需读经典

【修身漫谈】

□杨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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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和人谈起经典阅读，对方十
之八九都会联想到皇皇巨著、艰深晦
涩这几个词，因此，许多人难免会产
生一些畏惧心理。

而今，微阅读时代来临了，手机
一点，便捷、舒适、直观，里面不光有
文字，还有图画、音频、视频等各种多
媒体技术。跟认认真真、正襟危坐捧
一本经典厚书来比，趣味性是大大增
强了，因此，阅读经典的人就越来越
少了。

在微阅读风行的时代，我们还需
不需要阅读经典书籍？回答当然是肯
定的。

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要静下心
来阅读经典，并不是为了写文章或作
报告之时掉掉书袋，背两句名言警
句，装装门面，唬唬他人，而是因为微
阅读缺乏深度，导致了人的精神平庸
化，甚至是低级化，我们国民的文化
修养亟需提高。

如果总结一下，我们不难发现，
当今社会具有这么几个特征：节奏
快、人心浮、轻文化、世风差。为什么
会这样？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社会
疏远了经典，能够让心灵沉静下来的
东西太少太少了。

曾经，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阅读经
典的风气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
果哪家书店提前透露进了经典丛书
的消息，不少人早上四五点钟就去书
店排队买书。而现在，我们在干些什
么呢？一部错字、病句连篇的网络小

说点击率超万上亿，关于歌星跳楼、
名人出轨、吃泥鳅治病养生的书稳坐
排行榜。我们的阅读，已经从精神的
云端回到市井社会，消解崇高，远离
理想，追求声色的快感，放置经典名
著的书架已经成了博古架。

多么浅薄的阅读时代啊！
穿插谈一下我在英国的所见所

闻吧！在英国，到处是古建筑，很少见
奇形怪状的高楼大厦，我们看到的英
国人，也大都是优雅的、稳重的、绅士
的，这与读书有关吗？
有关，他们的这种文
明，就是一部经典古
书，不能沉静下来的人
是无法阅读这样一本
书的，不能沉静下来的
人，更是无法写出这样
的大部头的。

越是浮躁的时代
越需要个人心灵的沉
静，靠什么来沉静？只
能靠阅读经典，靠微阅
读是不行的。我们不能
说网上的疯传之作没
有文化，但那些轻微的
文化是无法让我们安
宁沉静的，相反，这些
东西却让一些人更加
躁动不安、丧心迷志。
经典则不一样，它教人
领悟的是以德润身、以
智化身、以大我行事处

世。
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全民阅读

经典的教育家朱永新先生认为，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一个民族的崛起历程就是他
们的全民阅读动员历程”。

当经典被束之高阁的时候，人们
的思想也就荒芜了，这个社会也就浮
躁了。

微阅读时代，我们更需要阅读经
典。

甘当岳母的“摄影师”

【我家家孝】

□马洪利

拍照留念秀和睦，心心“相”印敬
岳母，一片孝心在“相”中，“相”亲

“相”爱送祝福。
岳母虽不是什么明星，但她的

“上镜率”却很高，因为这些年来我
为她拍了好多精彩的照片。喜欢为
岳母照相的理由很简单，除了想以
此取悦岳母，博老人一笑，尽点孝心
之外，主要是因为心地善良、慈眉善
目的岳母，是我心目中崇敬的“善面
明星”。

岳母今年87岁，虽已满头银发，
却耳不聋眼不花，春光满面笑声甜。
别看她那双小脚似三寸金莲，走起路
来却很稳当，根本不用拄拐棍。

岳母膝下有三子四女，儿孙满
堂，已是四世同堂的人了。但晚辈都
把她当作“宝贝疙瘩”来看待，都对她
特别孝顺。为此，待人热情、说话和气
的岳母，常风趣地把自己比作生活幸
福、尽享天伦之乐的“福星”。

每当看到岳母那乐呵呵的开心
样子，我就陪着她一块高兴。我想，如
果把老人家的幸福笑脸、美好瞬间，

用镜头“保留”下来该多好。随之便手
心发痒，产生了买照相机的想法。

在岳母60岁生日的那一年，我狠
了狠心，用准备买摩托车的钱买回了
一架照相机。一开始照相的时候，由
于摄影技术不太熟练，拍出的相片不
是模糊，就是角度不对。岳母却鼓励
我说：“一遍生，两遍熟，三遍不用问
师傅。”

其实，在我买照相机之前，岳母
很少照相，只不过是在上世纪80年
代办理身份证的时候才拍过一次照
片。每次岳母来我家的时候，我都忘
不了给她照相，而且每次到岳母家
里去的时候，我也总是忘不了带上
照相机。

给岳母拍的相片越来越多了，她
有些不太好意思，很过意不去地说：

“你为俺照了这么多相片，俺应该给
你添备点洗相片的钱才对哩！”我说：

“您老人家不吸烟，不喝酒，女婿我也
没有什么可买的礼物孝敬您。只要您
高兴，拍几张相片就算我尽的一点孝
心吧。”岳母很配合我为她照相，有时

候还摆些搞笑的动作，在我按快门的
一刹那，她要么摆个酷酷的造型，要
么张口说“茄子”，要么伸出手指来大
声喊“耶”……惹得身边的晚辈们都
笑得前仰后合。

为了能更好地为岳母拍照片，也
为了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前年春天，
我又咬了咬牙，用准备添置家具的
钱买回一架数码相机来。相比胶片
相机，数码相机优势很多，功能齐
全，现拍现看，能存能删，可选可剪，
快捷方便。每次为岳母拍了照片，我
都让岳母先睹为快，并认真听她的
意见，让她为图片做评语。我特意在
电脑上建了一个文件夹，把岳母的照
片存进去，让岳母可以像看电影一样
欣赏自己的晚年风采。岳母很开心，
乐此不疲地看个没完。

我为岳母拍摄的相片，有很多被
报刊采用，有的还荣获“摄影奖”，我
也因此得了一个“敬老摄影师”的雅
号。只要岳母开心快乐、健康长寿，
我甘愿无条件地为岳母当好“摄影
师”。

【从生老病死看风俗演变之四】

生、老、病、死，四大关目，死是最后的一场戏了。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和《金瓶梅》中，都有不
止一次的精彩描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俗资
料——— 丧事的基本程序有：

穿衣。停放。阴阳先生查(出殡)日子。报丧。破
孝。搭灵棚。送汤。打造棺椁。(当日)小殓。(三日)大
殓。观戏。做二七。做三七。做四七。做五七。开圹修
坟。出殡。

对照起来看，这些繁琐的程式和礼仪，在目前少
数地方的农村尚有基本完整的存留，但也大大简化，

“五七”直接缩减为“停三”。比如，在我们乡下老家那
边更简洁，是“停一”。主要是因为近年林果业发展快，
每每有人恰恰在收获桃或者苹果的时节去世，谁会有
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兴师动众地守灵、送汤、出殡，树上
的果子烂在地里不要了？故此，皆是当天故去，当天殡
埋，没有人家一直做到五七，才出殡。而做“五七”，也
仅是一个名目而已，就近查选个黄道吉日，上个隆重
的坟便罢，没人真去等到一两个月后再去做。

丧事期间，除了亲戚吊唁以外，亦是如婚事一
样，本村的人家也纷纷前来随礼赙丧，帮工干活，坐
席吃酒。而五七，就纯是本家、本门及舅家、姨家、姑
家三大表亲，上坟，坐席吃酒。而错过出殡的亲友，也

可于此日补馈赙仪、赙金。这和婚礼一样，都是农村
最全面而且最盛大的亲戚大聚会，马虎不得，潦草不
得，要全力以赴，毕其功于一役。

最辛苦的要算儿子们，披麻戴孝，全副武装，来了吊
客，除要陪着行礼如仪外，是客大三分，还得行叩拜大
礼，郑重表示感谢。最紧张的是女婿们，送汤时是要行丧
仪的，三拜九叩，是有专门的范式，如果动作不到位，也
是要遭看客哄笑的，女婿中的老大尤其紧张，他是排头。
好在有司仪事先训练、排演过，方才上场亮相。

女儿们的任务，是一有客来吊，便是扬声号哭，用
以增加哀痛的氛围。若是不哭、不会哭，是要遭人耻笑
的。据说，有家媳妇，客来了一时紧张，竟然嗓子岔音，
惹得看众哄堂大笑，她自己也不由哑然失笑，传为笑
谈。最愁人的，是一家子清一色全是儿子，没女儿。我
就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丧礼，客来客去，院子里齐刷刷
站了七条汉子，干巴巴一点响声也无，真是令人尴尬
不已。

治殡营丧，戏做得再足，再精致、再精彩，也全是
给活人看的，死者已无法自主。俗话说得好：前人撒
土迷了后人的眼而已。冯骥才小说《俗世奇人》里，偏
偏有个刘道元活出殡，这个天津卫的文痞子，一时心
血来潮，非得自主一把不可，瞧一瞧这出从来没人亲
瞧的好戏，出了一回活人殡，把个世道人心来了次大
暴露。此诚讽世、伤世之作也，这样的戏，不看也罢。

还是庄子达观，得哲人深致，妻子去世，鼓盆而
歌。虽不免惊世骇俗，可也参透了人世生死：如同春
夏秋冬轮回兴替，一任天然，不必悲戚，亦不必欢欣，
就该平平常常接受它，亦应自自然然对待它，最好。
人死，是往生。抓紧烧掉，留点骨灰作纪念，至多遵循
一点入土为安的古训，挖坑埋掉拉倒，把那些劳师动
众、劳民伤财的繁琐程式和礼仪统统除却，活着的
人，赶快去忙活人该忙的事体，才是正经。

什么时候人情、世情抵达这一重境界了，才算得
上是民为之一悟，俗为之一改。

关于死
□祁白水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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