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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的谢欣儒常为了读课外书与父母
讨价还价。妈妈说：“小书虫，你还有十分钟
看书时间。”欣儒说：“还有十五分钟。看书
跟吃饭一样，妈妈你能一顿不让我吃吗？”

十三岁的曲艺佳每天搭四十分钟地
铁上学，她说：“地铁就是我的阅览室，我
享受这宁静的阅读，唯一一点不好是有
时坐过站。”“我的原则是宁可挤到人也
不可以挤到书。”

我喜欢这样的孩子：视读书为吃饭，把
读书当成生活方式。

范彦铎推荐法布尔的《昆虫记》时携个
大蝎子出场，说是他“哥们儿”亚洲雨林蝎，
把主持人孙迅姐姐吓了一跳。郦波教授却
感到亲切，“儿子小时我天天给他读《昆
虫记》”。范彦铎说，其他科学家研究虫子
标本，法布尔则在蓝天白云下研究昆虫
活蹦乱跳的样子。当郦波说法布尔文笔
好时，范彦铎立即绘声绘色描述“胜利的
雄蝎子和姑娘一起享受散步待遇”的情
景。这孩子对文本这么熟！原来他读了十
遍！十岁男孩成了“虫拜者”，表示：“我以后
想做科学家，研究自然，研究昆虫，保护将
要灭绝的昆虫，像法布尔一样写一本《昆虫
记》。”郦波赞叹读书少年将来可能像法布
尔“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把那一件事从简
单做到纯粹”。

徐风清扬推荐的《三体》是近年非常火
的科幻小说。评委李潘为跟孩子对话，特地
仔细看了这本书，她认为中国作家能写出
这样杰出的科幻小说，太有想象力了。李
潘问徐风清扬如何看待这本科幻书描写
的人性黑暗和缺陷？风清扬回答：人类能
发展到现在，都是因为人性有善。当人类
面临灭绝时，他们悟出宇宙法则，为了继续
生存，不得不做一些事。徐风清扬在百度百
科创造了一个名词“宇宙泡成核”。郦波对
这个词来了番文学化询问。我谐称“我们的
大小男神”碰撞，颇有点儿像一小段物理系
研究生答辩。

十四岁男孩拥有《笑傲江湖》“风清扬”
的飘逸名字，却钟情理论物理，喜欢看科技
新闻，喜欢到国外大学网上搜新观点。他推
荐的书有《霍金讲演录》、《超新星纪元》、

《时间简史》，本本都是物理学经典，他认为
未知的世界有规律可循，立志做寻找这些
规律的人，做理论物理学家。哈哈，我这个
写小说的却忍不住想，眼前清秀文雅的“科
学达人”，随着“ 2014 我的一本课外书”热
播，说不定在网上要变成“少女杀手”啦。

喜爱绘画的谢欣儒推荐蔡志忠绘《聊
斋志异》。《聊斋》是古典名著，蔡志忠是著
名画家，可谓珠联璧合。小欣儒看《画皮》能
明白“看一个人的善恶不能光看他的表
面”，被问到大自然的老虎真能像《赵城虎》
那样变成人类的儿子吗？欣儒聪明地来个
孩子气回答：“《聊斋》是个传奇，有些故事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当李潘问到
蔡志忠画《聊斋》有什么特殊地方时，欣儒
回答：非常简洁，一笔两笔就勾出来了。蔡
老师画经典是“最妙的结合”。郦波认为：欣
儒虽然没体现出很丰富的想法，但在她这
个年龄，能体现出对书的热爱，对艺术和文
学融会贯通的热爱，已很难得。我笑道：这
个“杀手叔叔”不太冷。

听说谢欣儒已被蔡志忠收作入室弟
子，我希望有更多的天马行空聊斋故事将
来由我们可爱的小画家画出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说“在街上丢
一块砖头，会砸倒三个诗人”，眼下诗坛人
气不旺，而我们曾是诗的国度啊，需要传承
诗歌传统。曲艺佳推荐顾城的诗，给大家留
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
眼睛”的“模仿作”体现出诗心：“也许我是
个纠结的孩子，不知道是什么物种。我埋在
地下，渴望出去接受目光的洗礼，我确信在
我的心中，有外面的蓝天和世界。”

三毛名言：“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
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如果说中小学课
内是进行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础理论训
练，做规范化、统一性阅读，那么，课外阅读
就更具兴趣化、个性化。兴趣变爱好，爱好
进一步引出对未来的玫瑰色梦想。“2014 我
的一本课外书”第四场，孩子读书范围广，
却都是酷爱阅读的书蠹，他们如饥似渴地

“啃书”，这种选择性“啃书”，很可能啃出他
们未来的人生草图：科学家、画家、诗人。

【书中人生】

笑看世态人情
□阿布（自由职业者）

“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
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
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
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
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
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
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
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
乐。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
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
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这是杨绛在《将饮茶》中的
一段话。《将饮茶》和《杂忆与杂
写》（增订本）都是我极珍视的
藏书，其中收录的大都是忆旧
怀人的文章，有杨绛二十二岁
那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有
她九十高龄以后所写的散文。
无论是回忆父母家人、名流至
交、普通百姓，抑或趣闻轶事、

序跋信札，或长或短，无不体现
了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宽厚
睿智，而情感的蕴藉有致、文笔
的自然天成更是已臻化境。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有过
挣脱封建婚姻桎梏的壮举，更
有面对日寇骂敌遇害的大义凛
然，但是，“她好像忘了自己是
女人，对恋爱和婚姻全不在念。
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
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
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
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
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
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形
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
位。”

一九五五年，杨绛有幸参
加“五一”天安门广场观礼，“虽
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

也失去自我，融合在游行队伍
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
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

‘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
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

‘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
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天
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
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
水，又回复自我……”

在杨绛的生活中，不乏一
个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的身影。蹬三轮的老王在临终
的前一天还登门给她送来了香
油和鸡蛋，“不知为什么，每想
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
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
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
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
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人对一

个不幸者的愧怍。”
天生万物，有美有不美，有

才有不才，况且人各有志。万具
枯骨，才造得一将功成。或有志
不伸，而自己强不过命运，亦忘
记了，猴子爬得越高，尾部的丑
相就愈加显露。岂若一朵小花，
在阳光下迎风摇曳，正所谓“草
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
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
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
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
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
力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
过作恶的力量吗？”

面对这昼夜交替的世界，
面对世态人情，百岁老人杨绛
的疑问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吗？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张榕博

《失焦》
[匈]罗伯特·卡帕 著
漓江出版社
卡帕是成名于二战的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如

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如今仍被记者
所推崇。《失焦》正是这位匈牙利战地摄影家最为知名的
一部战地经历传记。失去焦点本来是摄影中一个因拍摄
焦点不准确而导致照片模糊的术语，但用在处于生活边
缘和战争之中的卡帕而言，再契合不过。

卡帕用脚和相机经历了二战的几乎每一个战场，他
甚至还亲历了武汉会战和台儿庄大捷，他照片中朴素的
人性和真实感时常让人们读完这本书又意犹未尽。

1954 年，在越南战场，卡帕触雷身亡，成为全世界卡
帕迷们心中永远的痛。这本书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
读者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战争视角，还会给每一个身陷
困境的人带去乐观与拼搏的动力。当你身陷绝境，你可以
相信自己。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 著
译林出版社
《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叫《春秋大义》，是由国学大师

辜鸿铭一系列英文论文集结而成。其实，我更愿意把辜鸿铭
看作是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把其内涵转化成现代西
方语境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方文化比
较者。当今天一些国人羡慕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时，100 年
前辜鸿铭早已在书中阐述了中国的契约精神所在，以及中
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和中国人的信仰观念。

这本书论及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没有时代、文化的
鸿沟，东西方文明的差别无非是一个道德与理性体系中
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 100 年前中西方现实与文化碰撞激荡的年代，他那
句“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国家何尝不是如此”的
话，不失为一种对国家与民族发展理性对比之后的文化
自信，即使在今天，深藏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的那
些分析和论断，仍值得徘徊在东西方文化优劣之间的青
年读上一读。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我读我思】

我看“傻瓜”木村
□汪静（小学教师）

【绿灯奶奶评读札记之四】

读出玫瑰色梦想
□马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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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信箱：qlbook@163 .com

【著作者说】

亲爱的青岛蓝调
□阿占（作家）

对于青岛土著来说，本城
以外的夏天都是梦魇，而自己
身处天堂。四面八方的游客纷
至沓来，出发前，彼城的空气已
经烫人了，而此岛此城，海风竟
是凉的，能吹动长发，能飞扬裙
裾，穿身而过，能让腋下生出一
双透明的翅膀，人们感动得想
哭，泪滴全是幸福的叹号。随
意拐进一条街巷、一个饭馆，
都有冰凉爽口的当日鲜啤在
等着，干了这杯再说吧，还颓
废以快乐，还快乐以快乐，世
事纷争暂时隐去，过程永远比
结局更神奇。甚至，有人最喜
欢听它进入腹腔、与满腔豪情
碰撞后发出的声响——— 那种
时刻，便是常规状态下永远无
法实现的爽快。

我至少用两套笔法爱着
我的城，边写边画，献上不可一
世的情书。7 年前的《青岛蓝
调 1 》里，我一遍一遍地在西
城走那些老路，拾掇传说和更
多的存在感。就那么呼啦啦地
走着。闭着眼也不会迷路———

因为路都长在心里。每一次路
过老城的梧桐树，都能看见它
们在以季节的华丽向我致意。
存在，便是把根须插入大地，把
枝叶指向蓝天，身为一棵树的
青春期从来没有输给如刀岁
月。

7 年后，更多重城市继续
在老城之上建造，一个又一个
的悬念，让未来图景浮动在地
平线上。在北纬 35°到 37°之
间，我看见了进行式的青岛，时
尚范儿的青岛。我记取了，克莱
因的青岛，布鲁斯的青岛。我唱
诵了，乌托邦的青岛，温柔乡的
青岛。整个过程如诗朗诵，如梦
游园，如天涯客，如飞鱼在天，
如生死暗恋……时间的无情
都在里面了。

从《青岛蓝调 1》到《青岛
蓝调 2》，从第一本到第二本，
是一个专属意义的 7 年，按照

《黄帝内经》的说法，女子每 7

年为一个阶段，很荣幸，两本
《青岛蓝调》成了我的生命参照
系，它让纸上的行走拥有温度。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
瓜》中，“傻瓜”木村是日本的一
个普普通通的果农，偶然的机
会使他下决心不用化肥和农药
种植苹果，历经坎坷磨难，穷困
潦倒，最终成功种植出全世界
最神奇的苹果。木村先生漫长
而坚强的奋斗颠覆了“绝对不
可能”。

掩卷静思，首先打动我的
并不是木村的坚持，而是家人
的陪伴。在绝望的深渊里，从岳
父、妻子到年幼的女儿，可以几
年如一日地陪他过穷困潦倒的
生活。如果木村的坚持是因为
梦想，那家人的陪伴只能用爱
来解释了。

面对邻居的呼声，岳父即
使看到女儿、外孙女在吃苦，他
也从来没有叫木村这个上门女
婿滚蛋；妻子无论生活多难，总
是默默地陪伴，不抱怨，不指
责。家人食不果腹地坚持了十
年，陪他疯狂，默默守护。扪心
自问，如果我的孩子如木村一
般，面对几年的“颗粒无收”、

“遍地荒芜”，我可否让他坚持？
可否在他绝望的时候当他最后
的依靠？我想，恐怕那份坚持早

已被我这当妈的消灭在了一轮
又一轮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的谆谆教导中了。

木村对苹果有无条件的
爱，家人对他又何尝不是呢？反
观生活，我们对孩子的爱有那
么多的条条框框。当孩子的成
长不合乎我们的“规划”时，我
们的态度是纠正，是指责，是抱
怨，唯独缺少一份信任与支持。

再谈谈木村和他的苹果
吧！木村深爱着他的苹果园，他
把苹果树当成人来交流。当苹
果树伤痕累累、虫害蔓延的时
候，他愧疚地抚慰苹果树，向它
们道歉，恳求苹果树不要死去。
这些行为是否有些“傻”呢？终
于，他在百般思考中顿悟：自己
太在意肉眼看到的部分，忽略
了看不到的地下、看不到的根。
联系实际，如果孩子是那片苹
果树，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看
不到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是不
是也在刻意追求看得到的部分
呢？我们是不是也给孩子施了
太多的化肥、喷了太多的农药
呢？木村以一颗纯洁的心对待
苹果，那么，让我们也以一颗纯
洁的心对待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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