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以青年成才规律和途径为对象，提出一系
列具体的工具、原则、方法、技巧，在热爱祖国、树立
理想、信念坚定、锤炼品德、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创
新创造、责任担当、身心健康、爱岗敬业、深入基层、
明辨是非、心怀感恩、珍惜友谊、兴趣广泛、善于选
择、抢抓机遇、紧跟党走等十八个方面进行论述，旨
在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成长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用青春
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助力新
时代青年树立正确成才观、掌握有效成才方法，坚持
久久为功，实现寥廓远大的人生目标！本书坚持历
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挖掘国内外经
典案例，运用中国历史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引导青年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
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
绽放绚丽之花！

《青年成才方法论》

本书涵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
观、人学理论，从学哲学、用方法的角度探讨作者在
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大问题”“真问题”

“实问题”，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及
其方法。每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理论的
形成过程、基本观点及其为我们提供的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第二部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生活
中的相关案例，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第三
部分用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经典案例进行分
析，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总结工作成功的
经验或遭受挫折的教训。本书叙议结合、层次清晰、
逻辑严谨、说理透彻，对于读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掌握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启迪意
义和参考价值。

《学哲学用方法》

本书以大历史观为背景，从理论和现实出发，阐
释了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提出依据、目标和任
务，以及新发展阶段与党的历史经验、社会主要矛
盾、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对新发
展阶段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深刻解读，旨在帮助
广大党员干部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明晰新
发展阶段的任务与目标，理解新发展阶段提出的依
据，熟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把握好新发展阶段
与社会主要矛盾、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关系及
更好地推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等，是党员干
部读懂新发展阶段的辅助读物。

《读懂新发展阶段》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与社会主义的“理”》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具有真理力量？社会主义究
竟是什么？共产党人的生命意义在哪里？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作者结合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理论创新
和实践成就，以“信仰”为题，在深刻理解和系统回答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
义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从坚定不移的崇高信仰、人
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唯物史观的历史自觉、守正创新的科
学理论、独立自主的自信自强、自我革命的政治品
格、永不懈怠的斗争精神、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十个
方面，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人民
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开放的理论，所具有的真理力
量、道义力量、实践力量和创新力量，让读者不仅“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让坚定信仰扎根于真理基
础，让真理实践指向崇高信仰。该书对于党员干部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丰富内涵、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作为党员干部进行理论学
习、增强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的学习读物。

书书香一瓣

《风中的院门》是作家刘亮程的一本乡土
乡情类散文集，记录了故乡的鸡鸣狗吠、一草
一木。然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品中无孔
不入的风。

作者笔下的狂风，暗含着村庄的衰败。
每当村里刮大风时，没关好的窗户会被甩得
啪啪直响。院门被吹的一开一合，顶门的木
棍倒在地上，一声不吭。风声下的村庄更显
沉默，如作者所说，“村里人一个一个地走得
不见了”，最终只剩一院破旧的空房子和一把
锈迹斑斑的钥匙。人走得多了，村子便也空
了。于是风再来时，便更加肆无忌惮穿过家
家户户空洞的门窗，席卷着整个村庄。望着
在大风中愈加荒凉的村庄，只有深深的无力
感涌上他的心头。

作者笔下的寒风，暗示着人生要面对的
困苦。坐在炉火前时，手和脸都被烤得发烫，
但“我”的脊背依旧冰凉，原来寒风正从那些
看不见的裂缝悄悄吹进来。有一次“我”赶着
牛车去沙漠里拉柴火，被一野的寒风直直吹
着，腿上的骨头冻得生疼。然而每个人生命
里遇到的寒风远不止这些，如作者在书里写
道，“许多年后再有一股寒风再袭来时，我才
发现穿再厚的棉衣也没用了。”就像那个被冻
死在村西头的人，也像一直期待春天却最终
死在了寒风里的姑妈。文中的寒风不仅是恶
劣自然环境的产物，也象征着人生要面对的
种种艰辛。

作者笔下的微风，也代表着对故乡深深的
思念。就像作者说的，他时常在梦中像一只

鸟，贴着曾经的屋顶树梢，一圈又一圈绕着村
子飞。在那无数的飞行中，唯一让他感到亲切
的就是风。于是每遇到风，他便立马回头，尽
情地将手臂、衣服、嘴张开。他这样写道：“我
在远处遇到的风，全朝着回家的方向刮，一场
风送一个人回家。”而今那个曾经熟悉的地方,
只能在梦中的风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下才能抵
达。梦中随风而至的故乡虽已凋敝，但依旧是

“我”急切想要飞回的地方。原来，故乡的风早
已成为“我”生命里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读《风中的院门》的过程，就像随着作者乘
风又回了一趟遥远的故乡。风曾经是经过村
庄最有力量的事物，铺天盖地，刺骨凛冽，但如
今却再难见到。时间已无法再重启，故乡已逐
渐远去，但脑海中总会时时响着风声。

且听风吟
□ 吴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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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推荐书单

《党员学习随身记》内容包括：入党誓词、党员的
标准、党员的义务、权利以及党员干部应当了解的当
下的重要理论热词。通过让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牢
记党的初心使命；通过学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增
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本书对于党员干部了
解当下的理论热词，认识理解新时代党性修养的丰
富内涵、锤炼党性的重大意义、正确把握党性锻炼的
主要路径与方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启
迪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结合工作实际，内容简明，
通俗易懂，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每天进行对照、强
化、提升、记录。

《党员学习随身记》

本书主要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等相关方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阐述中
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内涵、特征等内容，展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布局、方针政策，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生态、国防、外交等。通过对精选的
常学常新、阐释型、答疑解惑型等100个关键词，进行
细致的梳理，以展现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凸显新时
代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力求全面
系统、简练有层次。本书可读性、实用性强，是一本
深入透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参考读物。

《中国式现代化100关键词》

残雪，这位中国先锋文学孤独的坚守者，
对于部分读者而言是陌生的，只因为她的作品
语句短促简洁，语言时而潮热、时而阴冷，小说
具有强烈的象征感，但有时繁密的隐喻也增加
了阅读障碍，让人读不太懂。然而，了解残雪
的人都知道，她是有名的“报社子弟”，她的父
亲邓钧洪曾是某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受家庭文
化的影响和熏陶，残雪从小便爱上了阅读，除
喜欢童话故事外，她还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古
典文学作品，她在阅读中受到文学的启蒙，从
而使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她早期的作品《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等并
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但近年来，她创作势头强
劲，其作品《少年鼓手》在2021年再次入围国际
布克奖，渐进读者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
出版的残雪小说集《少年鼓手》，是她近年创作的
14篇短篇小说汇集而成，依然是将司空见惯的生
活细节，进行了夸张和变形的塑造，从而为读者
营造出了一个超越现实存在的虚拟精神世界。

书中描写的都是些市井小人物，如退休无
事的梨婶、保洁员老奶奶、编麻鞋的青年角、替
人办丧事的芦伟长、在药店上班的小三等等；
在这部作品中，残雪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切

肤描绘，以更具力量的语言，试图将人从虚妄、
噩梦、荒诞中打捞出来。在自我分裂化身的指
引下，故事主人公对陌生“自我”的探寻展现出
超越性的精神力量——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他姓芦，从前是
这里有名的鼓手。”

“您说的是芦伟长啊！”小伙子吃惊地说，
“他现在不是鼓手了，他组织了一个乐队，专门
替人办丧事。我同他熟，您想找他吗？”

“现在办丧事请乐队的多吗？”我抑制着隐
隐的激动问道。

“当然多啊。差不多家家死了人都要请乐
队。要不死者多冷清，您想想看！”

为人办丧事的芦伟长能通过静默等方式
帮助失去亲人的人在精神上得上安慰，这也是
很多人所渴望的。

看完这段对话后，我们仿佛跟着作者进入了
生活与想象编织的怪异世界，在时而真实、时而
梦幻的世界里担惊受怕，惊醒盗汗，不知所以。

较之以往以呈现精神创伤、死亡欲望、微
观权力为重点，在《少年鼓手》中，残雪的写作
呈现出新变。在这部作品中，残雪通过对日常
生活细节的切肤描绘，以更具力量的语言，试

图将人从虚妄、噩梦、荒诞中打捞出来。这是
残雪新作的突出特点。

正如作品简介中所说，《少年鼓手》“将司
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夸张和变形，营造出
一个超越存在的精神世界”，这是残雪新作的
突出特点。

残雪的小说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会觉
得文字空灵回荡，在空气中可以跳跃着直达你
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完全看
不懂了，不理解这样的异变和夸张背后的隐喻。

读《少年鼓手》的每一个短篇，都能感受到
强烈的、压倒性的、不受任何拘束的自我意识，
其所造成的理解上的钝感，恰好是残雪努力扩
展中文语言内部空间的必经之路。在读者屈
服于这种语义上的钝感，放弃对小说意义的寻
找，而尝试以纯粹经验的、主观的态度来进入
小说的时候，才是真正对残雪理解的开端；她
其极具个性的写作、对文学的乌托邦式理解，
令人耳目一新。

残雪本人也坦言：“我在艺术上一贯追求
极致。我往往将生存的体验浓缩再浓缩，将它
追逼到险峻的悬崖之上，那是同死亡接轨的地
方。那里的风景惊世骇俗。”

生活的本真的另一种探寻
——读残雪《少年鼓手》有感

□ 林钊勤

读读书心得

每晚，临睡前捧读周汝昌先生随笔集《岁华晴
影》入睡，众所周知周汝昌用一辈子研究《红楼
梦》，所写的作品大部分都与红学有关，这部《岁华
晴影》是作为周汝昌先生八十寿辰的庆典礼品。

整本书淡绿色调，柳叶湖影显得清新，传
统线装古朴淡雅。每一篇文章短短千字，却蕴
含丰富。谈读书、写朋友、话诗艺、忆兄弟、当
然也离不开他所擅长的关于《红楼梦》的种种。

读这些文字，犹如与一位老朋友聊天，他博学
善思，睿智幽默。每一篇文字虽然只有千言，却旁
征博引，引经据典。周汝昌先生戏称“掉书袋”。

谈读书他引《说文解字》《易经》《列女传》
《丹青引》等典故；写朋友，他写与胡适、顾随、张
伯驹、赵万里、黄裳、吴宓、叶嘉莹这些名家书信
往来，诗歌唱和的故事；谈诗艺，他用《后汉书》
《图书集成》、京剧《大西厢》《寄生草》忆兄长，深
情地回顾了与兄长祜昌的感情；而写《红楼梦》

则更多的是关于曹雪芹的史料、考证、典故。除
了这些还有他从小生活的天津风土人情、民俗
掌故。读之，犹如品一桌佳肴，令人回味无穷。

周汝昌先生“掉书袋”所引用的文献、典故
都恰到好处，可见其博学。而“谈笑”“谈哭”

“挤和捧”“虚字和实字”“念半边字及其他”等
数章则展现了周汝昌先生的幽默，原本平平无
奇的笑、哭、虚、实在他的笔下变得有趣、生
动。也就是从他的描述下才知道光笑就有多
种，粲然、冁然、咍然、哗然，隐笑、浅笑、娇笑、
妍笑、长笑、佯笑，讪、诮、嗤、讥嘲、揶揄等。哭
则有呱呱、呜咽、饮泣、嚎哭、抽噎、泫然，泣、
泪、涕、泗、啼等等，这些平日里未曾留意的情
绪表达，经周汝昌先生的笔，变得丰富多彩起
来，仔细想想，确实如此，信手拈来令人信服。

《念半边字及其他》更是将生活中的真实
用文字表达出来，生活里不少人遇到不认识的

字就念半边自己认识的偏旁，例如俐念成利、
垠念成更、塑料念成朔料、酝酿念成运让，还举
了梅兰芳先生的例子。看到周汝昌先生所举
例子，不由想起刘宝瑞先生相声里“此大酱碗”

“翻跟头”“也是”的包袱以及自己儿时把“陕西
省”念成“队西沙”的往事，忍俊不禁。看完也
意识到要想不闹笑话，就更得多阅读，多学习。

而全书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周汝昌先生在
《少年书剑在津门》中那句“爱国，对于我们这样
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说出了我的心声。

用了一周时间，享受周汝昌先生“掉书袋”
的快乐，受益匪浅，对于书中那些有趣的典故
摘抄记录，做好笔记。虽然周汝昌先生已仙逝
多年，但给我们这些晚辈留下不少文化遗产，
无论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成果还是他的这本
随笔集，都能够令我们从中汲取营养，读之畅
然，回味无穷。

享受“掉书袋”的快乐
——品读周汝昌随笔集《岁华晴影》

□ 文 远

《一问一世界》是杨澜入行20年创作的一
本散文集。它记述了杨澜职场成长的历程和
对职业的思考。作为优秀女性代表，杨澜为我
们树立了坚强、独立、勇敢的榜样。书中影响
我最深的，是她身上勇敢拼搏的精神。

勇敢放弃自己拥有的，直面充满挑战性的
未来。杨澜曾以非专业出身入选了《正大综
艺》的女主持人。她主持的节目创下过收视率
第一的成绩，入行四年就获得中国主持人最高
奖“金话筒”，但她却在势头正盛时选择从央视
辞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她义无反顾地
放弃近在咫尺的名与利，勇敢地走向了未知的
职业生涯，坚定“做有价值感的电视节目”，这
才有了后面《杨澜访谈录》和阳光卫视的诞

生。拥有放弃的勇气，才能以归零的心态，看
到更大的世界。

杨澜的勇敢还在于她做自己想做的，不计
较一时的得失。为了促进东西方电视同行的
深度沟通，杨澜所在的集团决心承办一场富有
意义的高端行业论坛，可就在活动举办的前两
个星期，赞助商突然宣布撤资。面对突如其来
的变故，杨澜毅然决定自筹经费，咬牙把这个
能成为中国电视人对外交流、展现风采的行业
盛会承办下来。会后水均益评价她：“为中国
主持人做了一件好事”。勇敢地做自己想做
的，不用一时之结果衡量得与失。有敢于承担
的勇气，才能有着眼未来的大格局。

杨澜的勇敢在于打破“我执”，在理想与现

实间寻找平衡。做高端、经典、原创的访谈节
目，一直是杨澜的理想。为了给节目争取到最
好的资源，杨澜忍受着强烈的妊娠反应，亲自
谈判。可最终，为了改变扭亏为盈的状态，更
是为了节目的落地和健康发展，几经权衡之
后，杨澜勇敢地放弃了阳光卫视的运营权。终
于勇敢迈出转型的步伐，打破了自己对“高端”
的执念，在高端嘉宾和商业与娱乐明星中寻求
着微妙的平衡。《杨澜访谈录》终迎来新生。拥
有打破执念的勇气，才能作出正确的抉择，在
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长远。

既能敢于放弃，也能勇于争取，既可退、又可
进的勇气，成就了杨澜人生的精彩。面对不可知
的未来，勇气使得我们走得更坚定、更长远。

人生路漫漫，勇敢做自己
□ 王 颖

语言是有生命的，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语言不仅通过概念和命题论述我们的思
想，而且直接表达我们生命活动中的意愿和情
感。陈果在《懂你：道德教育的语言艺术》一书
中就对语言的艺术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诠释，提
出了“非理智语言”的概念。

“价值语言”是非理智语言的第一种语
言，用以表达人类深层的体验和情感。书中
提到：价值语言可以通过一个机智的比喻来
揭示某个深奥的真相。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用“洞喻”做隐喻，让我们去体会洞外事物和
洞里阴影这两个理念，试图向我们表明人的
灵魂是通过“转向”来认识事物本质的。从洞
壁转向洞口，从洞口的火光转向外面的事物，

从水中的倒影转向天上的太阳，转向就是反
思和再反思。价值语言要求各自灵魂的上下
求索，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在这种语言里，
每个人都可以在广阔宇宙间追根溯源、自我
探寻，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来安放
自己的灵魂。

“诗歌语言”是非理智语言的第二种语
言。诗歌语言的传递往往通过人与人，或者人
与自我的情感共鸣。它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的深层感染力。《懂你》一书告诉我们，
诗歌语言本质上是情感表达，它发乎于情，也
止乎于情。诗歌语言从言者的感受开始，由听
者的主观延伸结束。当诗歌语言发自肺腑的

时候，哪怕就像上文提到的诗句那样朴实无
华，也具有涤荡人心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形体语言”是第三个非理智语言。形体
语言最大的特点，也最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表
达与接收都基于人的感性直观，而这种感性直
观是非语言表达的。陈果在《懂你》中说：“形
体语言真实性就是它的力量，这是一种超乎语
言之上的‘身教’力量。”形体语言是真实人格
的第一显屏，你自身的道德品质、境界修养都
会透过你实际的形体语言外露显现。

通过陈果《懂你：道德教育的语言艺术》这
本书，让我们懂得语言艺术只有在价值、理论
和情感中得到升华，才可以让情感融入生活，
才可以让生活更有趣味。

语言的趣味
□徐敬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