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读书心得

近日，我重新翻开《平凡的世界》这本
小说，再一次被书中的人物所感动。这本
书以历史的角度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初
期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展示了普通
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
路和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1988年 5月完
成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部作品中
的人物特别是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面对
困境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对今天的我们
仍有极大影响。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陕
西黄土高原“双水村”的故事，以孙玉厚一
家人的生活开启了故事的篇章，小说分为
三部。

第一部描写的是 1975年主人公孙少
平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他虽然离开了学
校，但是始终保持着学习的习惯，热切关
注着“双水村”之外的世界。第二部描写
的是 1979年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
少平外出“闯世界”，女友田晓霞从师专毕
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
相会，孙少安领导生产队率先在全村推广
责任制。第三部写的是 1982 年，孙少平

从到处漂泊的“揽工汉”，成为一名优秀的
煤矿工人。孙少安在老家创业遇到困难、
妻子患病死亡，孙少平的女友田晓霞在抗
洪采访中光荣献身，孙少平自己为了救人
也受了重伤。经历了种种打击之后，他们
依然坚强地生活。

《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值得反复阅
读的书籍，错综复杂的人物情节，奋斗
不息的坚韧品质，都会引起读者的思考
和共鸣。

小说以孙少平一家作为重要的叙述
对象，这一家人善良坚韧，虽然历经生活
的艰难困苦，但是却能够相互成全，每个
人都为对方着想，一路扶持着往前走。父
亲孙玉厚淳朴憨厚，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任
劳任怨，哥哥孙少安 6岁开始干农活，13
岁辍学帮助父亲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18
岁被推选为生产队长，成为双水村的“能
人”。责任制实行后，号召大家分组种田，
并在村里率先盖起了砖窑，在多次失败
后，终于成功致富，最终为双水村盖了一
座学校。在食不果腹的岁月里，弟弟孙少
平坚持读书，关心时政，无论身在何处，都
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读书，让他
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感受到他人对自
己的重视。他的生活由此变得充实，满
足。读书，让他有了人生的理想与追求，
有了成熟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独特的
个性与人格魅力。

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作品中展现出
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的奋斗精神，无
论遇到何种困难，他们都没有放弃希望，
拼尽全力挣扎着，努力着。正如书中所
言：“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
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
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
永远年轻。”“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
熬中强大起来的。”

《平凡的世界》虽然描述的是上世纪
70、80年代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这
个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
懂得在艰难困苦时期如何改变困境，如何
做一个不向生活低头的平凡人；它也让我
们懂得唯有奋斗，才是生命永恒的底色。

奋斗，是生命永远的底色
——重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 张西云

不久前，作家冰客为我寄了两本书
（一本散文集，一本诗歌集）。

笔者以冰客散文集《汉江书》篇什，谈
谈其创作的基本特色与人文价值。

《汉江书》收录了冰客自上世纪 90年
代初以来创作发表的部分散文作品，分为
《行走记》《故乡忆》《亲情书》《岁月想》《人
生悟》等五部分，表达作者对故乡、乡村、
童年的怀念，对亲情友情的珍惜，对岁月
时光的感怀，对人生生活的感悟，对行走
旅途的追忆，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
散文集。

以个人的履历经历为参照系，以真情
告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命
运靠自己去把握，个人的理想靠奋斗去实
现，这是其写作特色之一。作者是一个出
生于农村的孩子，他在中专毕业后，在一
家农场生活工作时开始了诗歌的创作。
后来，又通过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
后取得了两所985和 211大学的会计学和
新闻学专科及本科共三个文凭，并以出色
的才华和艰苦的努力，实现了从农场到县
级报社再到市级报社工作的三级跳跃。
这些成绩的取得，完整地诠释了农村孩子
走上自我觉醒自我成长的逆袭之路的密
码，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机遇
的恩赐。他的奋斗史，对于现代社会中的
青年成长，无疑具有典型的指导意义和启
迪作用。

为家乡的风土人情代言，为祖国的壮
美河山代言，在乡村振兴的民族复兴征程
中，以个人的诗意描绘与深情推介，为地方
的文旅事业发展作出真诚而切实的贡献，

这是其写作特色之二。山水文化，是作者
所生活场景的最大地域特色。如何发现、
宣传、展示鄂西北地域山水文化的独特魅
力，是作者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课题。作
者通过身临其境的个人体验和诗意发现，
将历史人文的神话传说演绎与典故的挖掘
呈现，使得家乡的景色美、风物美、人情美
尽收眼底，感染感召着四面八方的游子。
这些文章，不啻为一张张独具特色的文旅
名片。作为鄂西北文旅宣传的形象大使，
作者以文学的力量宣传天下，应该是当之
无愧的吧！

对于故乡的留恋与回眸，对于亲情的
记忆与回味，对于乡愁的体悟与宣泄，这
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永恒话题，也是一个很
难写出特色震撼人心的难题，作者却以朴
实清新内敛的语言风格，成为其写作的第
三个特色。既向往着走出大山拥抱城市
化的生活，又不时被家乡的亲情和梦中的
眷念而羁绊。这种处于二难境地的状况，
应该是每一个农村青年难以回避的窘境
所在吧。山水的滋养、父母的恩情、生活
的馈赠、家乡的脸谱，这些物质或精神的
财富和遗产，都是人的一生中永远也不会
消失和遗忘的烙印与胎记。作者在叙述
这些话题时，从细小的往事中回忆与咀嚼
其深藏的味道，从现实的触碰中寻找对比
后的内涵，从而在感触感动感悟中发现人
生的意义。如对故乡的春节和冬天场景
的描摹，对父母和岳母品质的刻画，对妻
子和儿子愧疚心情的倾述，对故乡的水
井、老屋、老街、乡邻、红薯和酸菜等物什
的忆念，都是满怀深情而又略带反思与自
责的味道。这种描写方式，虽不失简略，
却也是言简意赅、意蕴丰赡；虽点到为止，
却也是回味无穷、引人共情。相比那些同
题材的下言数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长篇
散文，我想读者可能更愿意以较短的时间
阅读这类文章吧。

从作者散文创作的人文价值来看，
至少包括三点：一是告诉读者，一个人事
业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理想是
否与时代的需求和个人的努力相吻合、
相匹配、相适应，并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人
生价值。否则，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作者的读书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二是需
把个人的爱好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在
不断地充电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克服安
于现状的懈怠心理，不负青春年华，不负
时代馈赠。三是学会观察生活，充分利
用现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优势，为人
生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留下值
得骄傲的资本，为家乡留下游子的心声
与奉献！

讴歌祖国大好河山
——读冰客散文集《汉江书》

□ 黄叶斌

名名家有约

花儿向我跑来
——读王国华《掌上花园》有感而悟

□ 提云积

《掌上花园》分四部分，215种花儿。所谓物以
类聚，王国华根据对这些花儿的认知分了四部分，

“花开两岸宽”“天地草木深”“阳台方寸间”“独枝
亦成林”。植物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了信仰的世
界，一花一世界，各成国度，各自秉持了创世纪时
镌刻进遗传基因里的生命本初的理念。

看花，看的是自己心境，花木有着如人一般对
这个世间的认知，只是它们不说，借助了看花人的
眼睛与内心，可谓是各花入各眼，这是每一个人对
这个世间的认知。随着阅读的深入，直至彻底完
成对这本书的阅读。从内心深处感知这本书带给
我的，作者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赋予每一朵花的
身上。从此，每一朵花便有了人类实质性的，对这
个世界的深切感知，甚至是赋予了每一朵花具有
人类的秉性。

我试着将四部分进行解读。“花开两岸宽”描
述了四十七种花朵，它们是一个人的外向情感的
真实表达。黄花风铃木外露的情感具有深切感染
力，“万物都因为它的欢喜而呈现出欢喜之态”。
喜悦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同样的道理，不良的情绪
也是会传染的。黄花风铃木选择了传播喜悦的情
绪，为这个世间带来真诚、率真。“它的黄，那么胸
无城府，那么亲切和蔼，那么明朗晓畅……一朵
花，用自己的形貌让你心花怒放。它一定是暗合

了人体的运行规则，从肉体浸入灵魂。”作者借物
观物，借物观己，以他物观照当下，观照自身，作者
感受到的是欣喜，阅读者何尝不是。

因为合欢花，我想到这世间是携带着轻喜剧
色彩的。在乡间的合欢花，作者用幼小的心灵感
知到最朴素最原始的美，甚至是想到，“不希望它
有用，哪怕是一点点用途。”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
离开故乡的道路不再以里程衡量，横向一步，以时
间为度，三十年后，在外乡一个大城市再逢合欢
花，在作者的眼里与心里还是最美的花，没有消减
半分。笔锋到此，作者在合欢花的眉眼上信手一
点，我听到了一声嬉笑，“三十年啊，少女已成大
婶，英俊少年满头白发，暗恋对象在微信朋友圈里
卖面膜，而合欢没变，纤细、轻柔、粉白。白手腕子
伸展在空中。容颜一点不老，似乎千年于它，也不
过一瞬间。”

“天地草木深”描摹了八十四种花木，通过作
者的叙述，感知到它们是人类中的隐者。它们具
有大智慧，于此世间修行。我不识花木，只能是通
过作者对它们精微的描述，在脑子里还原它们的
样貌。由此识得了报春花。“我见过的报春花，大
多沉默寡言，不愿再做人间俗事。”

八十四种花木各有隐喻，不管是炮仗竹的“万
物遵从”；还是千穗谷的“总有颟顸的、不循天道不
讲理由的力量推动着你我他。总有奇奇怪怪的方
向供你我他随波逐流”；亦或是“不与人争，只和自
己赛跑。它们把繁衍当成终极理想”；再或是梭鱼
草，“警惕那些永远坚定的人……我坚定过的，但
现在困住了、不是被人困住，是被自己困住。请给
我时间。”

如果对时间重新结构，是有形的具体呈现，人
们可以用来储存，可以割舍，可以赠予，人类与万
物在一个自由宽裕的时间角度中重新规划这个世
间，想必这个世间是最好的世间。

“阳台方寸间”是人类中行走于外后的内省与
自我认知。这章描摹了十三种花木，于北地养于
温室，日常可见，精于人们的侍养。如果说这是每
个人退后于自我空间的一种见识，好像也贴合。

“初，我还隐隐期待花开，弥补以上遗憾。如今看

来，瓶中长出的番薯梗已经是其一生。”瓶中的番
薯花，何况不是人类的一生。向外求，不得，退回
内求，也是行半途而已。人类终究一生的寻找，千
万不要纠结于结果，看寻找的过程即可。

“独枝亦成林”这章中提到了七十一种花木，
在作者的笔下，它们是人类中特立独行的游客，
或者是流浪者。不能否认，人是具有多面性的。
当对人类的性格进行简单划分的时候，可能都忽
略了一个人的秉性是多重的，外露的是追随其一
生的独有标签。除此之外，还有内敛的，这种内
敛的形式是由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决定的。花
木也是如此，想要寻得它们的身体，以及它们的
精神世界，需要作者从体力与精力上的艰辛付
出。正如作者如谶语般的章节提示短语一般：

“花儿啊，躲到什么地方，我都能沿着绿色脉络找
到你。只为说一句，好的，我懂你。”水茄一节为
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解：“我在水茄的头顶上看
到了一点点光环。盯的时间越长，光环越明显。
光环不是来自外太空，是其自带的。”

朱顶红在时光里盛开，也在时光里消弭。“谁
都拉不住缓慢行进却力大无穷的时光”；锦绣苋在
时光里发一声呼喊“一亿年啊，在宇宙中不过是一
瞬”；“只要白天黑夜不停轮转，只要宇宙还在。”不
仅仅是睡莲在，万物都在。

通览本书，与作者产生共鸣，与作者描摹的各
种花儿产生共鸣。不否认，与花木的共鸣是在作
者的善善诱导之下才觅得的。如同是在作者的描
摹之下，认识了 215个朋友，它们各有脾性，如同
身边有血有肉的人一般。作者赋予它们以情感，
我在作者的情感里获得了众多心灵已交的朋友，
它们不造作，不假于虚情。它们从纸面上走下来，
与我对视，与我对话。此时，我想和它们打一个招
呼，如同已经认识了千万年一般：嗨，哥们！

（书作者王国华，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
会理事。已出版 20 余部作品。曾获第八届冰心散
文奖。

文作者提云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
品多次发表于《天涯》《山花》《山东文学》《散文海
外版》等 20余家文学期刊。）

湖面泛着文字的波光 □ 纳兰泽芸

书籍犹如星辰，照亮我前行的人生道路，而《瓦
尔登湖》无疑是其中璀璨的一颗。第一次邂逅这本
书，还是我的中学时代，那时的我犹如湖边的孩童，
天真而懵懂。书中的文字，如同湖面的涟漪，轻轻
拂过我的心灵，却未能深入人心。岁月流转，我多
次翻开这本书，试图解读其中的奥秘，却总是在中
途迷失。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注释版，才终于领悟到梭罗的智慧。

这本书的注释，如同湖边的索引，指引我走进
梭罗的世界。注释的作者杰弗里·克莱默，是梭罗
研究所的所长，他犹如湖心的航标，引导着我驶向
正确的方向。在注释的陪伴下，我终于明白了之
前未能读懂的原因。原来，《瓦尔登湖》并不深奥，

梭罗的文字如同湖面的波光，简单而直接，充满了
诗意。只是因为梭罗加入了大量的隐喻、典故和
引用，才使得这本书变得晦涩难懂。

梭罗的世界，犹如瓦尔登湖的倒影，纯净而宁
静。他住在一幢小木屋里，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与
世隔绝，与自然为邻。他亲手建造木屋，自给自足，
过着简朴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他完成了《瓦尔登
湖》的一半内容。这个小木屋，如今已成为历史的见
证，吸引着世人前往参观，感受梭罗的智慧和勇气。

梭罗的智慧，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见解。他
提倡超验主义，认为人可以凭借直觉认识真理，不
必依赖科学和逻辑。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颠
覆性的。他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许多名人，如托

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他们都将梭罗视
为精神导师，从中汲取力量。

《瓦尔登湖》的魅力，不仅在于梭罗的智慧，更
在于它带给读者的启示。它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生活
方式，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本书，如同瓦尔登
湖的碧波，荡漾在人们的心中，给人以力量和勇气。

如今，我终于读懂了《瓦尔登湖》，也读懂了梭
罗。他的文字，如同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
内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正是梭罗那
样的勇气和智慧，去追求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

静下来吧，和梭罗一起，走进《瓦尔登湖》，感
受梭罗的智慧，寻找心中的宁静。

书书香一瓣

唤起心中的巨人 □ 陈碧玉

我是一个充满惰性的人，5年前，我和朋友小胡
一起学跳古典舞，学着学着，我觉得太累，便找各种
理由推托：今天下暴雨，出门不方便；明天温度太高，
不适宜练；后天有应酬，没时间去……慢慢地，小胡
不再约我，一个人扎进舞蹈房勤学苦练。

漫漫时光很快溜走，再看到小胡时，她让我眼
前一亮：气质出众的她不但舞姿优美，还考取了教
练证，开设了 3个舞蹈连锁培训班。艳羡之余，我
向她请教成功的秘诀，小胡说：“抽空去看看《羊皮
卷》吧，或许你会有所感悟。”她说，自己之所以能
从一堆舞者中脱颖而出，都是靠《羊皮卷》的指引。

一本书至于改变一个人吗？
我带着疑问翻开了《羊皮卷》，细读该书，对我

的触动很大。该书分五个章节，分别为“思考致
富”“唤起心中的巨人”“最伟大的力量”“最伟大的
励志书”“投资自我”。我对其中的第二章节“唤起
心中的巨人”最为感兴趣。书中以浅显易懂的语
言告诉大家“如何改变你的习惯，如何完善你的行
为，如何开发你的潜能，如何了解他人的想法。”

“成功与失败的最大区别是习惯的不同，好习
惯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坏习惯则是通向失败
之路的指向标。”书中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是啊，
同样是学舞，我为什么会是中途退却，而小胡却能
坚持不懈呢，因为我没有养成坚持的习惯。

我鞭策自己：“你先从培养好习惯开始，唤起
你心中的巨人，一起来练吧……”

我重新走进舞蹈房，小胡成了我的舞蹈老师。
由于交通拥堵，我第一天上舞蹈课就迟到了。到达
舞蹈房时，舞友们已开始翩翩起舞，我便悄悄躲在
一个角落跟着练习。下课后，小胡开玩笑地说：“遵
守时间规定对工作很重要，同时也代表了一个人的
明智与信誉，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羊皮卷》里说的，
你如果想真正学会跳舞，就要自律、守时哦……”我
郑重地点点头，下决心改变自己的“惰性”。

我从古典舞的基本功开始练习，兰花掌、剑
指、风火轮……这些基本动作听起来很简单，可对
毫无舞蹈基础的我来说，每一个动作学起来都很
艰难，其间，我还得“虚心”忍受小胡的各种“折

磨”，她时而“冷嘲热讽”，时而严词批评，当然，也
有温暖如春的鼓励。

“我当初也是小白，要相信自己，你一定行！”
小胡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我硬着头皮，咬着牙坚持练习，每每感觉懈怠
时，我便习惯性地去翻开《羊皮卷》寻找精神力量，

“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潜伏着巨大的力量，一
旦你将自身的潜力开发出来了，它便可以使你梦
想成真……”我一点点地克服惰性，渐渐地，我的
手脚终于协调，舞姿也不那么僵硬了。

随着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我的舞技大有长
进，小胡看我的脸色也开始“拨云见日”，日渐明
媚。有一次，她笑着说：“来，谈谈你这段时间学舞
的感受吧！”

我思忖片刻说：“首先谢谢好闺蜜的鼓励与鞭
策，其次感谢《羊皮卷》帮我打开心门……”

“其实，你最应该感谢自己的坚持，如果只说
不做也不会成功哦……”

我无比感激地点点头。

读书恰如百合开 □ 陈桂珍

十几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谋生，要在
两个城市间频繁辗转。每次出行，除了必带的随
身物品，还有一拉杆箱的书。交通工具是绿皮火
车，箱子被填得满满登登，吃力地拖拉着上下火
车，大冬天累出一身汗。夏天更是窘迫，汗珠顺着
发梢往下滴，眼睛被腌得生疼。常常觉得自己像
守望麦田的农人，怀揣着微薄的梦想，踏着泥泞，
在贫瘠的土地上深耕，期待丰收的快乐。

每个周末在绿皮火车上晃荡，两个半小时的
旅程，因为有书相伴，便不觉漫长。

去时，读《文心雕龙》。那些繁难的文字，非得
有一本大辞典方可顺畅阅读。即便读不很懂，依
然喜欢文字里的那份感觉，常常在反复咀嚼咂摸
中沉醉在古文绵绵密密的韵味里。

归途，在张爱玲的似水流年里穿梭，感受她的
孤绝、笃定、坚持和凉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是最朴素却也是最难守住的承诺，胡兰成终究辜
负了她。毕竟，幸福是两个人心心相印的经营。

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无数次坐火车往返两个城市，总是有书伴
我晓行夜宿，风夕雨夕，旅途从不寂寞。

一次上得火车，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妇，我坐下
时，他们在絮絮低语，看我拿出书本，两人相视一
笑便自觉噤了声。其实，我是不怕喧嚣的人，一旦
进入书本的世界，身外的嘈杂不会入耳入心。车
到站，收拾书本下车，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向我竖
起大拇指：“好姑娘！”礼貌地躬身致谢，内心浮起
淡淡的喜悦。

居家的日子，书更是不可或缺的伴侣。每天下
班回到家，下碗面条，草草吃过，便蜷缩在被窝里，
把书本摊开在拱起的膝盖上，于书海遨游。租住的
房屋很简陋，没有暖气，天寒地冻的冬季，窗户被风
一吹哐哐响，房屋冷得像冰窖一样，细瘦的十指冻
得像胡萝卜一般。一页读完，便用下巴磨蹭着翻到
下一页。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
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到路

遥的《平凡的世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余
华的《活着》……一路读下来，内心越来越笃定、越
来越安宁。走进书中，再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奇
妙的过程，在他人的故事里反观自己的人生，在他
人的悲辛中探寻人生的意义，在他人的奋斗中汲取
生命拔节成长的力量……生活因种种打压苟延残
喘，心灵因丰厚的阅读反而更盛大丰盈。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阅读，也
许不能带来丰硕的物质收获，但能改变人的精神面
貌、胸襟和境界。每一个被书香浸润的漫漫长夜，
内心愈来愈安宁，愈来愈从容。阅读，让我于泥沙
俱下的生活里看到珍珠的光泽；阅读，让我在一地
鸡毛中寻觅到可爱与美好；阅读，给予我更澄澈明
净的心，愈加珍重这凡俗烟火人间的坚硬与温柔。

曾有友人发消息问我，可否借书与她共读。
我欣然答应——读书恰如百合开，愉悦自己，芬芳
他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界又多一缕书
香，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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