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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力作精品力作

名家新作名家新作

如何在宏大叙事的世界里珍视
自我？如何在喧哗尘嚣里找到内心
的幸福与勇气？这个问题或多或少
地困扰着现代都市中的每一个人。
近日，著名作家池莉新作、横跨八
年的全新散文自选集《从容穿过喧
嚣》出版。本书所收作品均为池莉
近年的全新创作或得意之作。

池莉以赤诚而温暖、睿智而富
哲思的文字，围绕烟火人间、自我
价值、幸福力、时间与爱等诸多人
生关键词，回应我们当下的生活与
精神状况。她书写对日常生活的珍
视与热爱，记录对世间万物的尊重
和思索，更探讨当下个体价值的所
在。 据《广州日报》

池莉《从容穿过喧嚣》

《从容穿过喧嚣》
池 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向往光明、追
求进步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职业革命家，
在投身壮阔时代洪流和火热社会实践的同
时，满怀激情，敞开心扉，捧出了一系列
传播先进思想、呼唤社会变革、展示历史
图景、表达人民心声的散文作品。这些作
品凭借崭新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风
范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构成了百
年中国历史上一道常读常新、青春永驻的
文学风景线——红色散文。

彰显思想的光芒与理性的力量

李大钊的《新纪元》和《新的！旧
的！》发表于“五四”之前，或敏锐揭示
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性与“不调和性”，
或热情呼唤全世界劳工阶级的崛起以及由
此产生的人类新纪元、新文明，从而为中
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进行了舆论铺垫。毛
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为悼念张思德同志
而作，文章不长，但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
任务和奋斗宗旨，宣示了革命者特有的生
死观和价值观，从而成为共产党人永远的
纲领和经典。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和
《革命的精神生活》，聚焦共产党人的精神
世界。其中阐述的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和
坚强、乐观、无私的“松树”品格，对于
共产党人来说，是确立自身的根本标志。
梅岱的《明斯克钩沉》记述作家的白俄罗
斯之行，其跨越时空的见闻与思考精辟解
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所遇到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满怀信心
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开启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长征的豪迈
情怀。

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学者不约
而同地写下拜谒或重读马克思的文章，
其中聂锦芳的《在〈资本论〉产生的地
方》、朱增泉的《缅怀与思考》、梁衡的
《特里尔的幽灵》等，均以新颖的见识深
化着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华罗庚的《写
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刘亚洲的
《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韩少功的《万泉
河雨季》等，都承载着精神重量、散发着
思想光芒，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启迪乃至
震撼。

人物形象立体而鲜明

细读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文中的
老人家辛勤劳作、艰难持家，自己是穷人
还不忘周济比自己更穷的人；对于儿子从
事的革命事业，给予默默的支持。文章结
束处，作者把母亲与千百万劳动母亲联系
起来，深情写道：“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
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
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时，作
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质朴本色与博
大情怀。

《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是方志敏
在囚室里写成的红色经典。作品对恶魔戕
害祖国母亲的猛烈抨击，对未来中国美好
前景的殷切呼唤，对生命追求与个人操守
的坦荡告白，把共产党人的肝肠与初心表
现得酣畅淋漓。邹韬奋在生命最后时刻提
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使得一篇短短
的《遗嘱》尽显信仰的崇高与信仰追求的
美丽。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记述作家乘江
轮顺流而下的经历，笔端呈现的或激流勇
进或从容安详的情景，是三峡的性格，更
是作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激情的外化。

李健吾的《我有了祖国》透过“我”在外
国和旧中国的遭遇，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带
给自己的幸福和自豪。李若冰的《柴达木
手记》，通过描写西部大地沸腾的劳动场
景，传递出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及壮
丽山河的深爱与礼赞。而一部《雷锋日
记》则直接敞开了人民好战士的内心世
界，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平凡而伟大”。

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魏钢焰的
《忆铁人》、梁衡的 《大有大无周恩来》
《方志敏最后七个月》、丁晓平的《老渔阳
里2号的百年时光》以及沈俊峰写邓稼先
的《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等，
虽然都是隔着时空为伟人和英烈画像，但
由于作家进行反复的现场采访和细致的资
料梳理，同时又注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
写作态度，同样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可信
性。由此可见，优秀的红色散文可以视为
文学版的党史，同样具有信史一般的认识
价值和恒久生命。

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

许多红色散文家首先是共产主义的信
仰者和践行者，是无怨无悔的革命者。他
们基于理想、使命和责任，以笔为旗，直
抒胸臆。他们的文字是在斗争或工作中的

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这样生成的散文之
花别有神采和魅力。

陆定一回忆红军翻越瑶山的《老山
界》、魏巍速写抗日战场的《黄土岭战斗
日记》、东平报告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向
敌人的腹背进军》、菡子描写志愿军战士
的《激渡》、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荒
煤的《奔向延安》、杜鹏程的《夜走灵官
峡》等，作家在历史现场有着深切记忆和
丰富体验，笔下文字既有年代特征，又有
生动细节，容易形成代入感。方纪的《挥
手之间》、子冈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刘白羽的 《沸腾的北平城》、李水清的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朱增泉的
《飞天记》等，记录了红色历史的大场面
或大事件。作者作为在场者和见证者，精
心调整视线、焦距和节奏，再现各自锁定
的宏观场景与整体过程，同时敏锐捕捉现
场独特的画面、细节和气氛，将现场储存
到时代的天幕上。

生成于红色实践的红色散文，具有助
力民族解放、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
步的使命感和功用性，但这不意味着红色
散文一向只注重内容厚重而不讲究审美营
造。事实上，在红色散文的艺术长廊里，
构思精妙、质文俱佳的篇章并不少见。

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用现
代色彩的艺术手法，把寓于景物之中的延
安生活和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得雄奇壮观、
万千气象。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长街
灯语》将写景、抒情、思考和知识传播熔
于一炉，让几个方面互为条件、相辅相
成，构成浓郁立体的审美磁场，具有强大
的感染力。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用

“我”的深情推动叙事，使笔下的英雄愈
发勇敢质朴、可敬可爱。刘上洋的《万里
长江第一湾》，由长江水流的从容拐弯谈
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再谈到中国革命
的迂回曲折，于是“弯”有了哲学意义，
整篇作品也有了曲径通幽之美。杨朔的名
篇《茶花赋》《荔枝蜜》把散文当诗一样
写，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后来虽受
到不少的异议，然而拉开时间距离再看
时，其艺术上的某些特质迄今仍在散文的
河流里或隐或显地赓续着、发散着。这仿
佛提示人们，对于红色散文的艺术成就不
容小觑。

据《光明日报》

红色散文记录百年壮阔历程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封面。

■王 剑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

党中央对人民、对历史的庄严承诺，也
是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
在这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实践
中，文学不能缺席。

我市作家南豫见新近推出的长篇小
说《扶贫记》，正是这种文学扶贫活动的
新成果，也是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新收
获。作品以独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讴

歌新时代、赞美扶贫人、唱响新生活，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大河网、“学习
强国”平台、《河南日报》等诸多媒体都
给予热情推介。

从创作态度上看，作家的情感是真
诚的、观察是深入的。为创作这部扶贫
力作，南豫见深入西华、扶沟、舞阳、
临颍、郾城等县区的贫困乡村，与贫困
村民座谈，有针对性地走访村镇扶贫干
部，搜集、挖掘脱贫攻坚中的真实故
事，获取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在采访过
程中，南豫见扎根于人民之中，对人民
群众充满深切的感情。他本人也经历了
心灵的洗礼和价值观的淬炼。经过几年
的沉淀和浸泡，他几易其稿、反复打
磨，终于用温暖而有力的文字留下了一
份炽热而凝重的文学记录，为脱贫攻坚
事业注入了文学的力量。

从故事情节上看，作家的切入是精

准的、构思是巧妙的。小说《扶贫记》
中的河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何摘掉
穷帽、彻底脱贫，是摆在全市人民面前
的重大课题。为此，大阳市政研室主任
郑彬进行了专题调研，认为只有建造清
水池水库，让河阳县的农田灌溉得到改
善，才是上上之策。大阳市政府拨出专
款，用以扶持清水池水库建设，并派出
扶贫工作队进驻清水潭乡。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涌现出了郑彬、郑富全、王灿
炎、郑华、郑军、郑红等基层扶贫干
部，他们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任劳任
怨，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路上奋力
前行、拼搏进取。值得指出的是，作
家南豫见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并不
回避生活中的困难，真实地写出了基
层扶贫工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展现
了偏远乡村脱贫攻坚事业的艰难与曲
折。

从价值指向上看，长篇小说《扶贫
记》是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充满正能
量的。南豫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彰
显了文学关注现实的责任和担当，着力
捕捉和表现当下的时代巨变，创作出属
于他的脱贫攻坚“创业史”。小说的末
尾，清水池水库建成，远山如黛，碧空
如洗，清澈的水流沿着一条条水渠流向
田间。朝阳下，青石碑上的两行大字

“牢记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闪闪发
光，寓示着河阳县的扶贫工作步入精准
扶贫的坦途，前景一片光明。

近日，南豫见与笔者谈及 《扶贫
记》时说，中国的扶贫战略决策是关乎
历史纵深与世界纵深的大事件，必将会
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艺术
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是作品成功的关
键。这是文学艺术普遍的、永恒的真
理。

贴近时代的现实主义书写
——评南豫见长篇小说《扶贫记》

■张金平
2014 年，我加入了一个小

学数学老师组成的与读书相关的
团体。我在台下认真聆听了同行
的发言，他们的成长之路给了我
力量。我暗下决心：我要重新拾
起那被我遗忘许久的文字，品读
它们的美好。

大家都知道，不读书的人拿
起书是会打瞌睡的。开始坚持读
书的第一周，我经常看上一小段
就睡着了，我的豪言壮语很快

“偃旗息鼓”，生活又回到原点。
晚上临睡前看到朋友圈里那些同
行的原创文字，我很惭愧，自
问：读书真的那么难吗？连这种
可以自己掌控的事情都没有做
好，只能说明自己太过懒惰、不
求上进。

于是我告诫自己：哪怕读上
一页，也要每天坚持！就这样每
天和自己作斗争，两个月的时间
里，我终于养成了每晚读书的习
惯。

起初我什么书都读，后来开
始读一些专业书籍。从读专业书
籍开始，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
课堂教学和学生身上，我的教学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现在我
站在陌生人面前不说话，别人就
知道我是老师。这让我很开心，
证明我和我的职业真正融为一体
了。

2016年8月，我走上了学校
的管理岗位。钱理群说：“什么
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
读书的老师带领学生一起读
书。”老百姓对教育有一个最朴
实的说法，就是“去读书”。

每学期开学，我们学校的老
师们都能领到读书摘抄本和共读
书籍，以三名老师为领头雁，开
始为期半年的“读书工程”，每
月召开一次读书交流会。会上老
师们会先读自己喜欢的一段话，
然后谈对这段话的理解和感悟，
最后展示自己的读书笔记，上
交心得体会。我相信，教书育
人的人喜欢读书，不仅是一种
个人习惯，更是一种影响、一
种精神。

与教师“读书工程”齐头并
进的工作是建立班级图书角。
2016年秋季，我买了几张实木
书桌，每张六七百元钱，放在教
室里，成立了班级图书角。这样
的书桌在农村可是贵重物品。班
级图书角的成立，对于全面推动
校园阅读非常有意义；购置有档
次的书桌，足以说明学校对阅读
的重视程度。书籍这样贵重的物

品，它永远值得拥有更好的
“家”。

萧伯纳说：“如果你有一种
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
换，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
想，甚至多于两种思想。”书籍
更是如此。书桌放进教室之
后，我们要求每个同学从家里
拿来两本书籍，这样一个班40
个人，每个同学就可以阅读80
本书籍。

让孩子们从家里拿书，起初
家长颇有微词。但要想做好一
件事情，就要经历从非议到让
人信服的过程。班级图书角已
经建立四年多了，如今一说从
家里带书，家长们都大力支
持。这种种变化，我看在眼
里，喜在心上。

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小学，在
建立班级图书角和开放图书室之
后，还能为孩子们的阅读做些什
么？整个校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
利用，让学生随时阅读书籍呢？

我想到了楼梯角。2018年
秋季，学校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墙
壁建设，让学校的每面墙壁都会

“说话”，其中我最看重的是楼梯
角的“悦读角”建设。我和师傅
就楼梯间的改造进行了多次商
议，最终敲定了改造方案，甚至
连墙壁颜色我都亲自调试。“悦
读角”建成后，在世界读书日那
天，我们全体师生举行了隆重的
开启仪式，由总务主任和教师代
表把图书放进“悦读角”。总务
主任担心地问：“如果书籍丢了
怎么办？”我说：“一本书放在那
里只是一本书，只有它被孩子们
吻醒之后，它的价值才能实现。
再说，书为什么会丢？是因为学
生喜欢它。对于书籍来说，有一
个爱它的主人，或许是最好的归
宿。”

在后来的一个多月里，让总
务主任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学生在课间读一会儿书之后都很
自觉地把书籍放到书架上。更让
我感动的是，值日生主动承担起

“悦读角”的整理工作——每天早
上把图书摆放得整整齐齐，把书
架和沙发凳擦得干干净净。

课间走出教室，看到孩子们
在操场上快乐地玩耍；走进教
室，看到孩子们在认真地阅读书
籍，这正符合我们学校“笑声朗
朗、书声琅琅”的氛围。

阅读让我的思想更纯净，让
我更用心地陪伴孩子们，而孩子
们则用阅读丰盈着一座学校的精
神内涵。

校园处处书香浓

■盈盈一笑
《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作家黑柳彻

子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本书讲述了
作者上小学时一段真实的故事：小豆豆
（作者）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巴
学园。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小
豆豆逐渐变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
子。巴学园里亲切、随和的教学方式，
使这里的孩子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小豆豆在老师眼中是个顽皮又难管
教的孩子，但她很幸运的是有一位好妈
妈。妈妈四处奔波为她寻找新学校，保
护小豆豆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妈妈从来
不对小豆豆说“你应该去干什么”，而是
在小豆豆说“我想干什么”时，答一声

“好啊”，并帮她做做不了的事情。
在生活中，很多妈妈怕孩子把衣服

弄脏、弄破而拒绝让孩子亲近泥土，很
多妈妈会在孩子作业没写完时发怒或打
骂孩子，很多妈妈会以自己的安排代替
孩子的选择……在我们身边，很多人都
会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却忘了别人
家的父母是怎么样的——每个自律的孩
子背后，都需要父母的托举。

更为幸运的是，小豆豆来到巴学
园遇到了小林校长。小林校长愿意花三
四个小时去听小豆豆讲述事情而没有任
何厌烦情绪；他会带学生们去散步或去
田里种花、收拾庄稼……在这里，小豆

豆得到了正确的指引。
“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

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成长过程中会
受到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影
响，也有来自成年人的影响，这些优良
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要早
早地发现这些优良品质，并让它们发扬
光大，把孩子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这
是《窗边的小豆豆》一书后记中的一段
话，也是小林校长的教育方针。

没有本质很坏、很顽劣的孩子，只
有不得要领的教育方法。巴学园在教育
方法上充分利用了孩子的兴趣和好奇
心，让学生知道不必门门学科都精通，
有专长就行。也有一些家长巴不得孩子
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唯恐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他们忘了孩子的天性需要释
放，总是让孩子内心充满恐慌和焦虑，
最终形成病态心理。其实，无论什么样
的孩子，只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都
能变成有用的人。

我想，这就是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
道理吧！

在巴学园，小林校长经常对小豆豆
说的一句话是：“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这个“真是”有非常深的意义：虽然别
人觉得你好多地方不像一个好孩子，但
是你真正的性格并不坏，有很多好的地
方。小豆豆在几十年后才明白小林先生

的这层意思，但这并不妨碍她从小就有
“我是一个好孩子”的自信，而不是过早
地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这句话决定
了小豆豆的一生，也决定了巴学园里大荣
君、高桥君、阿泰等众多孩子的一生。

小豆豆经常会在巴学园做一些可爱
又勇敢的冒险举动。比如：小豆豆的钱
包掉到了厕所里，她就把粪坑里的东西
全捞上来，堆成一座“小山”；她将自己
单臂吊在单杠上，只想当一块儿被整天挂
着的牛肉……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很可笑，
但却是正常孩子该有的表现。他们觉得什
么事情有趣或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就做什
么，这正是成年人已经失去的童真。

看到小豆豆的一些行为时，我不禁
想起儿子的行为和自己的教养方式。他
曾因好奇尿是什么味道而用手指蘸着品
尝；他在课堂上发呆、走神，因完不成
作业而被批评、处罚；他曾因在体育课
上搞怪而被老师单独叫出列……有一段
时间，我不敢看班级的微信群，甚至怕
接到老师的电话，那往往是孩子在学校
又调皮捣蛋了。焦虑、烦躁、郁闷、怒
火将我缠绕，周围只要有谁和我谈起孩
子，我就莫名地火大。幸好，我遇到了
《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刚读了第一
章节，就觉得像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知
音。

读完此书，我认真反思：在孩子遇

到成长中的难题、最需要妈妈的引导和
拥抱的时候，我却给了他责备与打击，
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孩子沟通、与老
师沟通；孩子爱动、爱玩，好奇心强、
探索欲强，只是没有养成规矩意识和好
的习惯。我最需要做的是引导孩子树立
规矩意识、培养良好习惯，而不是烦躁
和发火。

我真希望身边能有一座巴学园，让
自己的孩子像小豆豆那样，每天能从老
师口中听到“你真是一个好孩子”的赞
美；也希望更多家长和老师能多学习巴
学园的教育理念，净化教育风气，减少
社会焦虑，静待花儿绽放。

如果你也是一位孩子刚上小学的家
长，如果你的孩子也让你焦虑不堪，那
么，我建议你静下心来，认真地读读这
本《窗边的小豆豆》。

我们都需要一个巴学园
——读《窗边的小豆豆》

读书之路读书之路

遥想古人送别，也是一种
雅人深致。古时交通不便，一
去不知多久，再见不知何年。
所以，南浦唱支骊歌，灞桥折
条 杨 柳 ， 甚 至 在 阳 关 敬 一 杯
酒，都有意味。

——梁实秋《送行》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

动了。雨点不住地打着，只能在
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

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
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
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冰心《荷叶 母亲》
意志薄弱经不起挫折的人往

往有一套自宽自解的话，就是把
所有的过错都推诿到环境。

——朱光潜《谈修养》

名家金句
书林折枝书林折枝

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读书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