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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曦
父亲生于 1937 年，上过一年小学。

靠着一部字典、一本烹调书，他成了豫
东小城知名的厨师，小县城讲究人家的
婚丧嫁娶宴席都请他去主厨。他因此结
交了许多朋友，也让我这个农村孩子有
机会走进城市接受教育——父亲认识到
读书的重要性后，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
好好读书。

明白了读书学习是人生的潜力股以后，
我读起书来更认真了，但凡需要样样涉猎。
书本知识自己看不懂的，就找老师学习。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读书不仅能
获得新知识，还可以通过对新知识的运
用，完成人生的自我修行。我边读书边写
作，当特约撰稿人、写专栏、画插画……
生活充满知性的阳光。

我们常常听别人说：某人长相一般，
可就是浑身书卷味儿，衣着朴素却非常有

气质。一个人有多少学问、读过多少书，
在言谈举止中会自然流露出来。

而人与人相处是有磁场效应的，不同
的人散发的气场也不同，自然会吸引有共
同爱好的人。如果想从内而外散发出自信
的光芒，那你必须多读书，不断提升自己
的素养。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把日子
过好。人生就是一个创造生活、享受生活
的过程，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就是写
作。这个过程同样需要不断读书、学习。
读书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修炼、积蓄生长
的过程。竹子从开始生根到长成竹笋、拔
地而起，需要五六年时间。前四年，竹子
只能长3~4厘米，但是到了第五年它长笋
了，一天可以长15厘米。这就是竹子定
律。读书也是人生生根的过程，有时候向
下长比向上长更重要。粮食酿成酒，智慧
酿成书。好好读书，好好生活。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范寨村有

一所百年老屋，是农家书屋所在地。屋内
窗明几净、古色古香，几排书架上整整齐
齐地摆放着3000多册书籍，书桌一角有
一本借书登记册。在这里，村民通过阅读
了解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种植养殖技
术、劳动技能、医疗常识等，提升文化素
养，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

2009 年，范寨村开始建设农家书
屋。他们将村里一座建于清朝末年的百年
老屋作为书屋所在地。因范寨村清朝时期
曾名文华寨，故给书屋取名文华书屋。书
屋建成后得到上级部门拨付及开明人士捐
赠的图书 3000 多册。书籍涵盖政策法
规、时事政治、医疗保健、种植养殖、儿
童文学、历史文学、民俗文化等。范寨村
成立了农家书屋管理工作小组，负责书籍
的日常管理。因管理规范、作用突出，文
华书屋曾被评为省农家书屋建设先进单
位，被市委宣传部誉为我市四大文化景点
之一。

近日记者走进文华书屋。严冬季节，
室外弥漫着寒意，室内却暖意融融，几名
村民正专心致志地翻阅书籍。“这时节不
忙农活儿了，我来找一些养殖方面的书

看。”“我来给孩子借几本书。”……书屋弥
漫着沁人心脾的书香，成为冬日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依托文华书屋，范寨村还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读书活动。结合村里的“儿童之
家”举办朗读分享会，开展“阅读红色经
典、传承红色基因”读书活动，引导少年
儿童从小学习党史，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定期组织村民举办“读
书伴我行”活动。同时，在每年的“三
八”妇女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
开展“读一本好书”活动，丰富了村民的
文化生活。

文华书屋悄悄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方式
和精神面貌，成为村民提升素质、丰富文
化生活的阵地，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加
油站”。今年75岁的王德祥是范寨村的村
医，也是文华书屋的常客。“我经常借一
些医学书籍和小说，闲下来的时候看
看。”王德祥说，像他一样经常在书屋看
书、借书的村民还有很多。一到周末、假
期，书屋还是村里孩子们看书、学习的重
要场所。

文华书屋书香弥漫，在全村营造了浓
郁的阅读氛围，越来越多的村民养成了
爱看书的习惯，悄悄地影响、丰富着村
民的日常生活。村支书王彦军表示，范
寨村将不断优化文华书屋的配套设施，
进一步提高利用率，让书香飘进更多村
民家。

百年老屋书香飘

■乔保国
不久前，张君民先生光临寒舍，将其

洋洋洒洒33万余言、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大有书局出版的新著《一蓑烟雨任平生》
递到我手中。

张君民在我市税务系统工作。忙忙碌
碌的工作之余，他牺牲节假日，谢绝各
种应酬，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查
阅资料，伏案写作，常常挑灯夜战。这
本书的写作历时三年，浸透他的心血与
汗水。

《一蓑烟雨任平生》写的是苏东坡的
故事。在张君民生动的笔墨晕染下，苏大
学士穿越岁月烟雨，带着亲切笑容向我们
款款走来。

苏东坡生于四川眉县，逝于江苏常
州，葬于河南郏县，享年66岁。虽然命
运多舛、仕途坎坷、屡遭磨难，但他总
能保持积极向上、豁达乐观的生活态
度，以儒家的态度积极入世、建功立
业，以道家的思想养生避世、磨炼自
己，以佛家的禅意出世养心、丰满自
我。他一生喜欢游览寺庙古迹、拜访名
士贤达，常常走进乡野田间查访民生民
情，每到一地都会留下诗文。这些诗文

或针砭时弊，或赞美山水，或抒发心
情，一经流传便家喻户晓，成为千古绝
唱。阅读《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跟随苏
东坡的步履，在生动的文字间感受苏东
坡的生活史、成长史、创作史。

《一蓑烟雨任平生》记叙了苏东坡许
多诗词书画的创作由来，并以较大篇幅
解读其名篇佳作。翻开书卷，我真切感
受到出自苏东坡的名句何其多，耳熟能
详的就数不胜数：“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
望，射天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粗缯
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竹外桃
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
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的作品题
材丰富、清新豪放，善用夸张比喻，风
格独具，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千
百年来为后人津津乐道，连妇孺童叟、

贩夫走卒也能信口吟诵，深深滋润着华
夏儿女的心灵。

我素来认为写历史名人传记是很难的
——它不同于写小说，可以恣意虚构、想
象；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留给作者的写作
空间极为狭窄。张君民迎难而上，通过打
捞历史、钩沉往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
上，凭借自己的独特感悟，精心打磨故
事，合理描写人物，将一位诗、书、画三
绝的文豪、一位“不合时宜”的政治家、
一位秉性难改的乐天派鲜活地呈现于读者
面前。

张君民在大学时是学文科的，学生时
代就有文学作品见诸报端。毕业后，他从
事的工作却与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相去甚
远。但他时刻不忘刻苦读书并坚持笔耕
不辍。如今能够推出这本《一蓑烟雨任平
生》，是他在读写方面厚积薄发的结果。
期冀张君民在未来的岁月里佳作频仍，为
漯河文坛奉献更多可口的精神食粮。

苏东坡向我们款款走来
——读张君民《一蓑烟雨任平生》

■穆 丹
《长恨歌》与《考工记》两部小说的

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间的事情，且故事都
发生在上海。王安忆借助对小人物的书
写，连缀起这座城市的历史。在她的这两
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上海在历史沉浮中
的繁华与苍凉、鲜艳与黯淡。通过作者的
笔触，我们能看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截然
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长恨歌》的主角是女性。无论是对女
性生活轨迹的描绘、心理的刻画，还是对
女性友情生发与消逝的记录，都以女性体
验为主。正如作者所言：“上海的繁华其实
是带有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香水
味儿，橱窗里陈列的女装比男装多。那法
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的夹竹
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男性操纵着
时代的走向，而将生活落到实处，体现在
一针一线、一粥一饭里的却是女人。王琦
瑶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是时代的亲历者、

见证者。即便后来历史的变迁尘封了繁华
梦，王琦瑶走入平庸的上海弄堂，但她身
上依然流动着繁华的底色。

《考工记》是以男性为主体进行描写
的。对比《长恨歌》中女性场景的活色生
香，《考工记》的底色是暗淡的：雪白的
防火墙、斑驳凋敝的老屋，连那一丝朦胧
的情愫也被沉闷地压制着。以陈书玉为主
角的男人是被动的、随波逐流的。他去往
西南联大，是因“奚子殷殷的眼神，背后
是采采的暖香，一推一拉，当即应下”。
借的是外力。回到上海后，他的第一份职
业是因朱朱的邀请，又因生活所迫不得已
才到朱朱的画报社谋职。

以陈书玉为代表的男性似乎很难突破
家庭的壁垒。他们在年轻时依靠祖辈积累
的财富过着殷实的生活。中年时，他们或
子承父业，或依旧通过“啃老”维持着表
面风光。他们喝咖啡、看电影、进西式学
堂、穿西装，出入于上海的时尚场所，接
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却因循守旧、困顿乏

味。一旦失去庇佑，他们往往步履维艰、
不堪一击，只能在躲避中得过且过。

相比之下，《长恨歌》中王琦瑶对自
身命运的把握则更为主动。作者首先弱化
了家庭环境的束缚，王琦瑶在中学时代就
搬到同学家去住，去片场、去摄影室，登
上杂志封面成为“上海小姐”。她所面对
的是社会大环境，个性发展更完整、独
立，懂得审时度势、进退取舍，对社会的
适应性很强。她迫切地希望拥抱社会并最
大限度地为己所用。虽然处于旧时代的上
海，却有着新女性的自立自强。即便在时
代的转变中她不得不委曲求全，却是以退
为进。

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王琦
瑶到陈书玉——换一个性别抵达上海深
处，换一双眼睛回望上海往事。在自我认
知方面，囚禁陈书玉的是他自己苟且的
心。王琦瑶对自身的美是有强烈自知的，
坚忍而璀璨。她像一条暗流涌动的河，表
面波澜不惊，内心却有自己的律动。女性

和男性在这两部小说中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宅是这两部小说中不变的背景。老宅就
像“天地间某些永远不能转化的物质，顽
固地保持着固有形态”，是动荡年代万变
中的不变，并因这种不变而显出撼动人心
的魅力。

不同视角下的上海往事
——读王安忆《长恨歌》《考工记》有感

沙澧书事沙澧书事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
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
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
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
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
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
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
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
闪烁。 ——鲁迅《雪》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
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

“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
猛，终不能永远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
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

“春”已在叩门。 ——矛盾《冬天》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

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
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
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

了两道宽边。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
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
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
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
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
落在行人的脸上。 ——巴金《家》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飞舞。
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
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
了……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
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了。 ——宗璞《红豆》

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季节
和气候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
浓的日子，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将
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
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洞，
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
的。 ——冯骥才《冬日絮语》

作家笔下的冰雪

名家金句名家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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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冬奥简史》新书分
享会在京举行。《冬奥简史》的
作者季成是北京体育大学冬奥培
训学院教师，从事冬季奥林匹克
教学和科研工作，也是2022北
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

冬季奥林匹克是怎样构成
的？哪些是时代背景、自然条件
赋予的，哪些是冬季奥林匹克自
己生成的特性？本书围绕冬季奥
林匹克的历史脉络展开，对已举
办过的 23 届冬奥会的办赛理
念、组织模式、赛事概况、文化
影响等进行全面、细致梳理和阐
述，贯穿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
人文发展史。

“这本书不是简单堆积冬奥

会赛事的史实，而是梳理冬季奥
林匹克历史的脉络。”北京体育
大学副校长张健在《冬奥简史》
的推荐序中说。

《冬奥简史》

好书荐读好书荐读

读读这些书 了解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日开幕。届时，全球的目光将再度聚焦北

京，奥林匹克的激情与梦想将再度在中国点燃。随着冬奥会的临
近，冰雪运动日渐升温。这里我们向广大读者推荐一些与冬奥有关
的书，一起了解冰雪运动与冬奥文化。

本书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
15个正式比赛项目为主要内容，将
15个项目分为滑雪项目、滑行项目
和冰上项目三个部分，从发展历
史、比赛装备、比赛场地、比赛规
则等方面全面介绍各个项目。每个
项目的介绍后面还有近四届冬奥会
比赛奖牌榜，通过奖牌榜就可以了
解该项目有哪些实力较强的老牌队
伍，又有哪些是后起之秀。本书通
过客观的数据、细致的笔触引领大
家走近北京2022年冬奥会，百余
幅原创图解将冬奥会的知识性、趣
味性融为一体。

《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项目图解》

本书是由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作为支持
单位，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组
织业内专家创编、设计、出版
的冬奥知识绘本。为迎合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本书特意塑造
了可爱的冰冰、雪雪、棕熊三
个卡通形象，通过他们的趣味
互动，以简洁、幽默的语言和
海量的酷炫手绘图，将冬奥会
的起源、文化等内容以及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比
赛项目、比赛规则等知识娓娓
道来，并融入优秀冰雪运动员
的奋斗故事。

本书表述易懂、诙谐、有
趣。通过阅读本书，孩子们能更

好地参与、服务北京冬奥会，增
强民族自豪感，进而积极参与冰
雪运动，锻炼身体，磨炼意志，
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履冰踏雪冬奥会》

《探秘北京冬奥会·趣谈知
识》是“探秘北京冬奥会”图画
书系列中的一册。“探秘北京冬
奥会”图画书系列以深入浅出的
方式，带领广大少年儿童梳理冬
奥会的历史知识、科技进步、比
赛项目、比赛场地、比赛装备、
比赛规则等，让少年儿童了解即
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体会运动
员的顽强拼搏精神，锻造不惧挑
战、迎难而上，有责任、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探秘北京冬奥
会·趣谈知识》以红袋鼠、火帽
子为主角，以其趣味对话引出奥
林匹克文化相关知识，包括奥林
匹克的发展历史、奥林匹克精

神，具体到北京冬奥会比赛项
目、比赛场地、奥运火炬、吉祥
物、会徽等。

《探秘北京冬奥会·趣谈知识》

这是一本专门为青少年打造
的冬奥运动知识读物。本书介绍
了花样滑冰、越野滑雪、北欧两
项、钢架雪车等冬奥会全部15
个运动项目。通过简洁的描述和
直观的插图，小读者可以轻松了
解每项运动的形式、特点和历史
沿革等信息。

本书特别设置了三个板块：
“冰雪运动在中国”主要讲述中
国各项冰雪运动发展中所实现的
突破，“冬奥奇闻”汇集了冰雪
赛场上的奇闻趣事，“冰雪之
星”则记叙了50名运动员的杰
出成就和动人事迹。中国举办冬
奥会正是青少年了解冰雪运动的

契机。这本书能让孩子们感受到
冰雪运动的魅力，从而走近冰雪
运动、爱上冰雪运动。

《冬奥奇缘：遇见冰雪赛场和中国榜样》

本书讲述了一个北京厨神
和一个从小热爱滑雪的滑雪教
练因为滑雪运动而产生交集的
故事。

本书的男主人公叶星川决定
举办一期冰雪主题的美食邀请
会。为了解冰雪文化、寻找创作
灵感，他决定克服小时候留下的
心理阴影，学习滑雪。由此，他
与滑雪教练即女主人公乐言产生
了交集。两人从初见时外表上的
相互吸引，到滑雪过程中的慢慢
了解，再到摆脱羁绊走在一起，
选择守护对方的梦想一起成长。
在2022冬奥会召开前夕，这对
已颇有名气的“国民情侣”携手

向大众奉献了一场“冰雪盛宴”。
本报综合

《冰雪恋熊猫》

村民在文华书屋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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