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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
炼，就能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
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

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
世间的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尽
情品味。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
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
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
的生活焕发诗意，能使作家永葆
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

——迟子建《我说我》

在这短短的一生里，所有的
牵绊与爱恋并不像传说中的故事
那样脉络分明，也没有可以编成
剧本的起伏与高低。整个人生，
只是一种平淡却命定的矛盾，在
软弱的笑容后面藏着的，其实是
一颗含泪而又坚决的心。

——席慕蓉《寒夜》
我觉得，年轻时越是四处

碰 壁 ， 被 社 会 打 击 得 遍 体 鳞
伤，等到上了年纪，就越快活
自在。

——村上春树《假如遇上
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

名家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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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斯坦因是如何从集
市上购买的几块木板中发现线
索，从而找到传说中的精绝古城
的？

如何知道5000年前的古尸生
前吃了什么东西、得了什么病，
去了哪些地方、做了什么事？

真实的反盗墓机关真的如一

些盗墓书籍中所写的那么神奇且
具有技术含量吗？

为什么设计简单的洛阳铲能
够成为考古神器？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遗址，
如何判别它的年代？

考古学真正的本领在于如
何用少量的信息分析出大量结
论。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
家项木咄新近出版了《围观考古
现场》。项木咄长期致力于用通
俗有趣的方式讲述考古遗迹。在
本书中，他用破案式的考古学思
维，讲述了考古过程中诸多专业
知识。

除了对那些考古遗址作知识
性的普及，作者还致力于与读者
探讨如何用考古学的思维和眼光
去看待文物、看待考古；如何像
考古学家一样，通过思考和实
践发现新的历史研究资料，解决
历史疑难问题，印证或推翻史书
中的既有结论；如何综合运用各
种知识解决一个个复杂的学术问
题。

《围观考古现场》

三星堆上新 引发阅读考古热

书籍解码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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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新华
在婚姻里的某个时刻，你一定厌倦

过、失望过、懊悔过，你想逃离这一切，
你似乎下定了决心，放逐自己去追求新世
界。可是离开他，你确定吗？

在爱情里，总是表达不满的那一方其
实是软弱而深情的，她所有的虚张声势只
不过是为了被看见。我想离开你是真的，
刚离开就开始想念你也是真的。这样的小
情绪、大爆发，在艾丽丝·门罗的《逃
离》里有着丝丝入扣的描述，平静舒缓的
笔调一如雨后清新的空气，那么寻常，却
又让人着迷。

《逃离》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作者艾
丽丝·门罗193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
省。长期居住在荒僻宁静之地，多以城郊
小镇女子的平凡生活为写作主题。打开这
本封面设计朴素得近乎寡淡的书，第一个
作品即是同名短篇小说《逃离》。它的故
事架构很平淡：少妇卡拉和丈夫克拉克经
营着一个农庄，做马匹寄养生意，进行骑

马课教学。卡拉勤劳能干，健康而有活
力。她喜欢在马厩里不慌不忙地干日常杂
活，她渴望来自丈夫的温情，可丈夫性格
乖戾又不解风情，让她感觉不到爱。她
觉得丈夫瞧不起她，她不管做什么都是
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跟他在
一起过日子真要把她逼疯了——有时候她
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有时候又觉得是他疯
了。她向邻居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倾诉，说
如果她有钱，她会立刻从丈夫这里逃离。西
尔维亚一直对卡拉有好感，她告诉卡拉，由
她出钱，帮她离开这里。

卡拉紧张而又慌乱地登上了开往多伦
多的大巴。行进中的大巴，窗外的风景没
有让卡拉轻松，和丈夫克拉克的过往涌现
在她的脑海中。她想起了年轻的自己忤逆
母亲的劝告，坐上克拉克的车，不顾一切
地逃离自己的家。她曾经迷恋克拉克的一
切，她喜欢马厮里她精心照顾的小马，她
忘不掉和克拉克创业初期曾经的美好回
忆。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未知的前方让

她的逃离显得不知所措，她居然发现丈夫
克拉克仍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此刻在
车上的她胸口发紧，止不住眼泪。大巴刚
开到第三站，她就对司机喊道：“让我下
车！”

她给丈夫打电话：“来接我一下吧。
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我这就来。”
一场逃离，戛然而止。
艾丽丝·门罗在《逃离》中讲述的是

寻常故事，聚焦的是小镇平凡女子，她们
是那么亲切，就像你我身边的亲朋或者闺
密。大量的环境描述让读者有极强的代入
感：雨下个不停的夏天，有着温暖阳光的
清晨，成群结队的鸟儿，拥有自己名字、
性格各异的马儿。平实的生活日常勾画，
似乎有青草的香味在文字间氤氲，读来虽
不荡气回肠，却也津津有味。书中的人物
既平凡又鲜活，如生活中的你我，有怨、
有爱、有眷恋。

《逃离》的扉页上写着“为纪念我的

朋友”。这本书读来的确如此，写的都是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是真切的生活。

婚姻生活的平淡让我们心有不甘，可
是周围熟悉的味道已如影随形、无法舍
弃。或许逃离会有新天地，可是更多的人
选择了停留在平淡的生活里，抵抗所有逃
离的诱惑，让时光如水，让岁月无言。

因怨而逃 因爱而返
——读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逃离》

■张卫军
《活好》一书是日本作家、医学专家

日野原先生的一部访谈式著作。日野原青
少年时期体弱多病，甚至因此错过了兵
役。尽管身体基础不好，他却很长寿，活
到了105岁，并且活得多姿多彩、有滋有
味。其对待生命的态度值得我们思考和借
鉴。

日野原一生写过 200 多本书。《活
好》是他105岁高龄时以采访口述的方式
写出来的，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本书。在
书中，日野原畅谈自己对于生死、爱憎的
看法以及与人相处、养育孩子等方面的
经验，用简练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发人
深省。书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遇见未
知的自己”，这句话道出了一个人活出自
我的方式和状态。

古语有“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说人

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及探索。日原野“遇
见未知的自己”同样是以平和的心态求索
未知世界，享受多彩人生。

由此我想到孩子的学习。学习的过程
本是充满诗意的幸福的探索活动，却被世
俗的功利心所绑架，在高压下日渐褪却光
华和色彩，变得面目可憎。教育教学工作
亦是如此。无论如何，教师都要朝着体验
生活、享受人生这个方向行走，并尽量走
得有滋有味，才能说服学生、引导学生、
感染学生。

学习的快乐是思维的快乐、探索的快
乐，是发现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快
乐，是全面认识自己、战胜内心恐惧的快
乐。

朋友说，我怎么没体味到学习的快
乐？我说，空闲时间你会坐在电脑前三四
个小时一动不动，绞尽脑汁和电脑下棋，

这种快乐也是一种学习的快乐。
如果把生命的意义定位在探索未知世

界或探索未知的自己上，生活本身就充满
了乐趣。人类有挑战未知世界的本能和冲
动，青春期孩子的冒险行为就是这种本能
的突出表现。人生最悲哀的事是一眼就能
看清楚10年或20年后自己的模样。因为
未知、因为探索，人类才萌生拼搏进取的
动力，生活才会丰富多彩。

“遇见未知的自己”这句话同时告诉
我们，永远不要满足于今天的自己，永远
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永远对明天
保持一种好奇的、探索的姿态。如此，人
生才会在变化中成长，生活才会在前行中
让人兴致盎然。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倘若把这个
世界看透了，人生就了无意义；把周围的
人都看透了，人与人之间就少了情分；把

自己看透了，活着就没有了乐趣。何不
这样想：这个世界，我永远看不透；这
人生，永远值得探索；我自己，是个未
知的谜。

在探索中遇见未知的自己
——读日野原《活好》

■若 木
长篇小说《喜剧》是茅盾文学奖得

主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舞
台三部曲”中，《装台》 写营生系于一
业，《主角》写众生捧出一人，《喜剧》
则写苍生执于一念。《喜剧》将“台”和

“角”都置于“剧”中，内容明显丰富
了，而且《装台》和《主角》中的主要
人物在 《喜剧》 中皆有出场，和 《喜

剧》中的人物命运交织，共同上演了一
场人生的悲喜剧。

戏曲有五大行当：生、旦、净、
末、丑。《主角》写旦，摇曳生姿；《喜
剧》写丑，悲喜交加。贺加贝与贺火炬
兄弟俩自小随父亲贺少天刻苦学习丑角
戏，组成贺氏喜剧“铁三角”，火遍三
秦大地。贺加贝迷恋的花旦万大莲嫁给
小生廖俊卿后被时代遗弃，悄然退出舞
台。正当贺氏“铁三角”如日中天时，
贺少天患病去世，贺加贝肩负起贺氏家
业的重担，因为追求剧院上座率、迎合
观众，逐步背离父亲所坚守的价值观，
在喜剧的“邪”路上愈走愈远，最终被
舞台抛弃，以悲剧收场。在感情上，贺
加贝娶万大莲不成，转而娶了长相酷似
万大莲的潘银莲，后又对潘银莲日渐
冷淡，终至离婚，现实生活一片惨
淡。贺火炬则在鲜花似锦的繁盛中保
持着一贯的清醒冷静，明白坚守喜
剧正道的重要意义，离开贺加贝另
辟天地，从而迎来喜剧人生的峰回
路转。

舞台的悲喜映衬的是人间冷暖，人
生的成败则系于自己的一念。贺少天是

老一辈戏曲人的化身，对戏剧有着严苛
的底线——“坚决反对舞台上说脏话、
做脏动作！底线就是一家老小能同时看
戏。”贺加贝和贺火炬是新一代戏曲人的
代表。贺加贝在贺氏喜剧坊风生水起之
时，逐渐失去了演员对舞台应有的敬畏
和尊重，一味媚俗，甚至演“下三烂”
的东西，虽有一时之效，路却越走越
窄；后来他更是逐步膨胀，把路走绝
了。贺火炬则清醒地认识到“红火了，
千人喝彩万人捧；一旦唱砸，千人腌臜
万人踩踏”的残酷现实，思考喜剧的长
远发展，把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尝试走
出一条新路。父子三人的价值观不同，
人生之路也有很大不同。时代在进步，
观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戏剧何去何
从？贺加贝的所作所为固然不对，但他
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贺加贝的悲剧在
于一念之差，也是时代使然。

陈彥在小说后记中对喜剧的意义给
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深刻指出：“喜剧
的娱乐化或者泛娱乐化不是一群喜剧演
员的责任，而是集体的失范和失控。我
们都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

《喜剧》 的主旨不止在于为喜剧正

名、为喜剧演员的未来指路，更在于通
过戏曲人的人生经历告诫世人：人间正
道自在人心。认真生活才能活出自我、
活出真我。贺加贝被资本促红，做事轻
狂，名利缠身，把喜剧演成了悲剧；贺
火炬也走了很多弯路，但他懂得反思自
省，不断矫正前行的方向，最终摸索到
了自己的喜剧路子。

编剧南大寿是贺氏兄弟的精神导
师，认为戏大于天，唱戏就是做人，唱
戏就是修行。他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冷落半生但依然
初心不改，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潘五福
和潘银莲兄妹虽出身低微，却有着普通
劳动者最可贵的质朴之心，处处以民间
朴素的价值观念立身行事，是全书中最
打动人心、最值得敬佩的人物。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喜剧》
以贺氏父子三个丑角演员几十年的唱戏
生涯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织中刻画
出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怨憎会、爱别
离，求不得、放不下，嬉笑怒骂中蕴藏
着诸多苦楚，起落、成败、荣辱、得
失，人生冷暖与舞台悲喜对照映衬，描
摹出一幅有血有肉的众生图。

舞台喜剧 冷暖人生
——读陈彦小说《喜剧》

■李 锐
3月14日，作为一名读书爱好者，我

有幸来到央视大型文化节目《朗读者》第
三季的录制现场，品味浓郁的书香，倾听
主持人董卿既温婉又充满亲和力的声音。
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知性、优雅的韵味
和独特的魅力，令人着迷。

一排排书架构筑起浩瀚的书的宫殿，
《朗读者》第三季录制现场布置得古朴厚
重，书香氤氲。在 《朗读者》 这个舞台
上，我看到了普通人的痛苦和幸福，也看
到了成功者的坚忍和初心。那些各个领域
的佼佼者受邀来到《朗读者》的舞台，面
对面地和董卿交流，把自己生活、工作以
及交际中的喜与悲、爱与痛、困惑与释
然、失去和收获，真实地倾诉出来，与观
众产生共鸣；他们手捧一本书，朗读与内
心相契合的文字，人生的壁垒在这一刻打
通了，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当他们
走下《朗读者》这个舞台，驻留心中的将
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愫？

央视舞台上很多女主持人我都很喜
欢，但谁也无法替代董卿在我心中的位

置。人们说她知性也好、温暖也罢，说她
文艺也好、洒脱也罢，说她精致也好、典
雅也罢，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个美丽知
性、优雅端庄的女子。当她飘逸的身姿从
我眼前掠过，我不禁久久凝视那俏丽的
背影。也许有人会说：盲目的崇拜会失
去自我。如果崇拜能让人由内而外重塑
一个新的自己，何乐而不为？人生需要
榜样，若能给生命注入一股激昂向上的
力量，便是生活赠予的一种宝贵的精神
财富。

中间休息时，环顾坐在我周围的“卿
粉”，大多是年轻人。和身边一位姑娘闲
聊，得知她是一所师范院校的学生。据她
介绍，这些“卿粉”都是在校大学生，有
的来自四川，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湖
南，有的来自内蒙古，他们都在“卿姐”的
粉丝团里。平时他们很关注“卿姐”，在不
耽误学习的情况下，“卿姐”走到哪里，他
们就追到哪里——从《开学第一课》到《等
着我》，从《朗读者》第一季到《朗读者》
第二季，从诗词大赛到主持人大赛，从《我
要上春晚》到《挑战不可能》《故事里的中

国》，再到正在录制的 《朗读者》 第三
季……一路追星，热情不减。“我们没事儿
就在群里聊卿姐。我们爱她的优秀，也接受
她的不完美……只是我再有半年就要大学毕
业了，参加工作后就不像现在这样自由
了。”姑娘有点无奈。

“来参加这个节目，董卿对我们的影
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能从被采访
人的故事里学到很多书本中学不到的东
西，让我们学会思考。”姑娘说着，突然
指着舞台上正在朗诵的一个年轻姑娘对我
说：“她来自四川传媒大学，我们是在

‘粉丝团’里刚认识的，她可是学校里的

小名人！你看她的台风、听她的声音，很
专业吧？”青春的舞台、青春的梦想，还
有这群锲而不舍的追梦人……我的内心充
盈着喜悦和感动。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吕西安·费弗
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
界，唯有知识和经历才能使我们面对生
活时不感到胆战心惊。”是的，腹有诗书
气自华。一个舞台，催生了 《朗读者》
这个经典的文化品牌，以朗诵的形式唤
起大家对阅读的热爱，以丰富的精神营
养和独特的呈现方式静静地影响、鼓舞
着一代人！

近日，三星堆新文物出土引
发全民关注，带动图书市场中有
关文物考古的书籍热卖。据京东
图书数据显示，3月 20日、21
日，该平台上有关“三星堆”

“考古”“文物”等关键词的搜索
量同比增幅已超3600%。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人类

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自面世
以来，带来了太多未解之谜。祭
祀坑里为什么有那么多象牙？三
星堆文明为什么会消失？三星堆
出土的青铜器是如何铸造的？在
探秘三星堆的过程中，网友们的
心里都像揣了一本“三星堆十万
个为什么”。阅读以下有关书
籍，也许能找到答案。

《围观考古现场》
项木咄 著
华文天下出品

《漫眼看历史》是以中国古代
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儿童历史图画
书。丛书以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
俑、莫高窟、紫禁城等中国古代文
化遗产为主题，用丰富、精美的图
文元素和开放的编排方式，将这些
瑰宝的诞生背景、建造过程、历史
命运等娓娓道来。

其中《三星堆青铜器》讲述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工艺精
湛、造型奇特，像天外来客一样神
秘莫测。是谁铸造了它们？为什
么会掩埋在祭祀坑里？跟随书本
走进几千年前三星堆古城里的青
铜铸造场，探寻这些青铜神器的
不平凡。

《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青铜器》
“漫眼看历史”系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古蜀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
明的中心区域，不仅具有很高的文
明程度，而且是有别于中原的古代
文明形态。《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
化》全面概括了古蜀文化中很重要
的考古发现，带读者了解、认识古
蜀文明。

内容包括：金沙遗址——期待
中的惊世发现；三星堆——难以想
象的古蜀文明之巅；文明的恩赐
——抚摸从沉睡中苏醒的千年古
物；解密——三星堆王国是怎样突
然消亡的；置疑——三星堆文明是
不是外来文明；三星堆文明之源
——暴露在成都平原上的史前城址
群； 高潮——古蜀文明的最后辉煌
等。

《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

《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
肖 平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十余年的考古寻访，19 次与
《中国国家地理》同行的发现之旅，
4000余年的文明追溯，汇集成一部
在脚下遗迹与千年文明间切换的蜀
地史。

萧易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
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
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
代。其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
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
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
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
（如汉阙、龙桥群）。书中收录高清
配图300余幅，均为《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摄影团队拍摄，同时配文
物线描图若干幅，生动展现中国文
物之美。 本报综合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萧 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海拾贝书海拾贝

《朗读者》 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
型文化情感类节目，由著名节目主持人
董卿担当制作人，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
司承担制作，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与

综艺频道黄金时间联合播出。
《朗读者》 以个人成长、情感体

验、背景故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
式，选用精美的文字，用平实的情感读
出文字背后的价值。节目旨在实现用文
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传导作
用，展现有血有肉的人物的真实情感。

据央视网

《朗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