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歌
古时农历六月六是晒书日。明朝

《帝京景物略》记载：“六月六日，晒銮
驾，民间亦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
敝缊，反覆勤日光，晡乃收。”清朝《燕
京岁时记》亦载：“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
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休假在家无
事，我决定把书柜里的书全部搬到阳台
上晒一晒。

说干就干，我先将阳台收拾干净，
把书从书柜里取出，一摞一摞地放在地
板上，然后喊儿子过来帮着搬到阳台
上，再一本一本地摊开晾晒。晒书是个
体力活，事毕只觉腰酸背痛，但内心酣
畅。大大小小的书铺满了阳台，宛如书
海，我在其中，坐拥“书海”意未足，
把自己想象成“书海”里的游鱼，悠然

自得。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刻只有
我和我的书存在，就像饱尝饥苦的农夫
忽然仓廪丰溢，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感。

忽忆幼时晒书事。那时我还没有书
柜，书也很少，父亲就在床尾架两排木
板用来放书。伏天母亲晒冬衣、父亲晒
粮食时，我就晒书。把书一一摆在菜园
边低矮的围墙上曝晒，像给菜园镶上一
道书做的花边。书多后围墙摆不下，我
就攀着木梯把书晒在房檐上，那里可接
受更多阳光。再后来，房檐也晒不下
了，刚好父亲在院中铺上水泥，我便在
地上晒书，书像水泥地上开出的花。在
地上晒书要一直看着，不然鸡跑到书上
喙寻“千钟粟”，那就麻烦了。

我搬来小凳子坐在一旁，随手拿起

一本旧书。那是我用过的初中课本，去
岁过年母亲收拾老屋时翻出。看到上面
稚嫩的字迹，恍然与少年的自己劈面重
逢，美好中又带着深深的怅惘之感，不
知道与少年的自己说些什么——说说脸
上的憔悴、内心的疲惫，还是说说那些
被我一一打碎了的梦。我说不出口，只
能沉默以对。

这是晒书给我的额外馈赠。“三馆曝
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苏轼在晒
书时得见王羲之的《青李来禽帖》，唏嘘
不已。我当然收获不了什么珍贵之物，
但有时也能从书里翻出几张被压得平展
如新的钞票，内心激动无比，好像白捡
一样；有时会翻出几枚好看的书签，或
写着几句歪诗的纸片，有时甚至把陈年
情书也抖落了——这时，倘若只有自己

在场，拾起来可重温片刻一半甜蜜、一
半苦涩的少年情味，但倘若恰好落在我
家先生的脚边，是拾还是不拾呢？

晒书还能引发不少诗意。杜牧有
“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之句。陆放
翁在《林亭书事》中写有“约束蛮僮收
药富，催呼稚子晒书忙。平日幽事还拈
起，未觉巴山异故乡”，直言晒书乃幽
事。杨万里亦有“晒书仍焙药，幽事也
劳神”之语。晒书时念着这些诗句，遥
想古人晒书的情景，时光交叠，会觉得
作者和书中人物全活了。我甚至能感知
他们的呼吸，可谓“晒书之乐乐无穷”。

晒了一天的书带着阳光的温暖，与
墨香混合成一种极好闻的味道，我谓之
书香。在充满了书香的卧室酣眠，连梦
都浸满了书的芬芳……

晒书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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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丽
汪曾祺说：“一定要，爱着点什

么。”我最爱的就是读书。读书，是一
件让人快乐的事。从小热爱读书的我，
在无比幸福的读书时光里，收获了别样
的生活情趣。

“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
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它求
助，它永远不会背弃你。”都德如是
说。于我而言，书籍有着无穷无尽的魅
力。读一本好书，能让我沉浸其中、乐

此不疲。读书也是最好的心灵之旅，因
为我知道：一个人脚步丈量不到的地
方，文字可以到达；双眼看不到的地
方，文字可以触及。

我最惬意的时光，是在午后的阳光
洒满窗台时，泡上一杯茶，捧一本心爱
的书认真地读，闻着茶香、书香，沐浴
着阳光，走进书里的世界。那里既有主
人公的悲欢离合，也有作者的理性观察
和睿智思考。

通过阅读，我解读别人的故事、感

悟不一样的人生，无形中阅历也丰富起
来。这是多么有趣的事。

生为女子，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容
貌。可热爱读书的我不爱买化妆品，而
是爱买喜欢的书。我总认为，读书是最
好的心灵化妆。只要精神世界丰盈、心
灵充实，素面朝天未尝不可，心灵的富
足远远好过外表的浮华。毕淑敏在散文
《淑女书女》一文中写道：“想做淑女，
必先成为书女。”确实如此，做个热爱
阅读的女性，在书中认识不同的人、体

会不同的生活、收获不同的人生感悟，
多有意思。时光流逝，也许我的容貌会
改变，但那颗热爱阅读的心永远不会改
变。

“积财万贯，莫过读书。”在我的言
传身教下，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也非常
喜欢阅读。她从不跟同学比吃穿，而是
将自己攒下来的零花钱用来买书，并常
与班上喜欢阅读的同学交换着书来看。
今后，我会继续营造书香氛围，打造书
香家庭。

读书是最好的心灵化妆

■只 树
生于维也纳的恩斯特·贡布里希爵

士所著的《艺术的故事》一书，概括叙
述了从最早的洞窟绘画到实验艺术的
发展历程，以阐明艺术史是“各种传
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历史，每一
件作品在这历史中都既回顾过去又导
向未来”。

翻开书后，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
这本书离自己太过遥远了。我的工作与
生活皆在乡村，似乎与艺术毫无关联，
且日日陷入烦琐的事务中，被喧嚣裹挟
着向前走，提升所谓的艺术修养与审美
能力，于当下而言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
作用。

不知从何时起，对不能直接为职业
带来帮助或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书，我

潜意识中会把它归于“无用”之列。
我的那些闲暇，大都在吸引眼球、热
闹好玩的故事和八卦新闻中消磨掉
了。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对镜自照，
不是怕看到眼角生细纹，而是怕看到
眼神里的浮躁与浅薄，掩耳盗铃般忽略
掉自己变得缺知少识、无情无趣、日渐
陌生的事实。

记得有一年冬天，下班路上遇到一
位卖菜的老人，坐在载满白菜的三轮车
旁捧着一本书看得入神——蓝天、北
风、车流都成了他的陪衬。我的心莫名
地感动，驾车驶出好远又折回，征得他
同意后，我拍下了他读书的照片。他读
的是《三国演义》。在旁人看来，这本
书对卖菜的老人是无用的，因为这书教
不了他揽客技能，为他带不来白菜的销

量。那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也许，对卖
菜的老人来说，这无用之书，应该像一
座桥、一艘船、一盏灯，让他内心能一
直保持丰富、善意与真挚吧？

张岱归隐后，说自己不仅有曾经的
精舍、美食、美酒，还有幼年读的三万
余卷书，所以才会留下《夜航船》《陶
庵梦忆》《西湖寻梦》等著述。粱文道
也曾在《悦已》中说：“读一些无用的

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
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
下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
起的变化，就是来自于这种时刻。”所
以，让我们不妨去读些看似“无用”的
书吧！

我愿意让这些“无用”之书赋予自
己治愈、感动、生活的勇气，让自己温
柔而坚定、柔软且放松。

读“无用”之书

《诗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
要地位。关于《诗经》的出版物
品类繁多。《诗经诠译》（全新增
订本） 是在原来出版的《诗经诠
译》基础上修订后的图书，此次
再版，是对第一版的再次修订完
善。该书最大亮点是诗经全文全
部加注拼音，并有帮助读者理解
文意的朗朗上口的押韵释文，全
拼音版的《诗经》版本，目前市
场上仅有此书，这也是该书深受
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此次主要
修改了第一版中的注音错误和繁
体字、异体字，以及按照新版的
《古代汉语词典》《诗经词典》等
权威工具书和相关学术著作，修
改原书中的不足。

■彭忠富
从儿时起，通过语文教材或课外读

物，我们阅读了大量蕴含传统建筑意境
的文字。“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是欧阳修的醉翁亭，“登
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
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是范仲淹的岳
阳楼。行走在车水马龙的水泥丛林，目
之所及，皆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和宛
如迷宫的高架桥。要想寻觅亭台楼榭等
传统建筑的身影，我们只能在公园、寺
庙乃至尚未改造的四合院才找得到与古
人对话的空间。这样的感受，相信并非
我辈独有。无他，传统建筑中蕴含着跨
越时空的文化意蕴，从建筑细节里我们
可以发现古人的生活美学。

作家小西认为，从茅檐低小到有瓦
遮头到飞檐斗拱，无论是否仍是房屋结
构上的支撑，那些建筑构件已经支撑着

我们走过了几千年岁月，以一种隐秘的
方式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只是我们不
自知。小西最新出版的建筑文化随笔集
《李渔的窗子》收录了50幅全彩图片，
包括瓦上听风、门内门外、今夕何夕、
无用之用四辑，从一砖一瓦、一门一
窗、一亭一栏入手，讲述中国传统建筑
的演变历史，发掘建筑细节里隐藏的古
人智慧与生活美学。作者对每个建筑元
素的解读都佐以古诗词、名人逸事、文
化典故等，带你品读古代文人故事，追
溯传统建筑源头，解锁传统建筑冷知识。

建筑是一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从
古至今，概莫能外。譬如明末清初戏剧
家、文学家李渔所生活的年代，东西方
文明的交流可谓微乎其微。因此，彼时
建筑风格自然还是传统建筑唱主角。在
《李渔的窗子》这本书中，作者谈到住在
杭州西湖边的李渔对窗子非常讲究，他

设想自己买下一艘画舫，四面包裹严实
了，只在左右两侧留下扇形窗户，于是
舟行湖上，宛如画中游。可惜李渔财力
不济，其愿望未能实现。作者由李渔的
窗子为由头，通过对《西京杂记》《闲
情偶寄》《清明上河图》《长物志》等的
梳理，顺势谈到了窗子在传统建筑史上
的演变。作者感叹道：“对窗子有要求
的文人，从来不在少数，否则苏州的留
园不会单单园林取景用到的漏窗就有六
十多款，沧浪亭的漏窗则多至一百〇八
式。”

建筑大师贝聿铭说：“在西方，窗户
就是窗户，它放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
但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画框，花园
永远在它外头。”从一扇窗，我们便可一
窥古人的浪漫。传统建筑之所以令人着
迷，不仅在于其巧夺天工，更在于其超
越实用价值之上的美学意义。

跨越时空的文化意蕴——读《李渔的窗子》

■周福玲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写了

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小说笔
调冷峻、细腻，以王琦瑶“锦绣烟尘”
式的传奇一生作为主要内容，将时代的
沧桑变幻同个人命运乖蹇相联系。

王琦瑶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弄堂女，
但美丽无比。被选上“上海小姐”后，
她的命运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世纪40年代末期，风雨飘摇中的
上海并不知道时代的巨轮即将碾碎繁华
旧梦。上天给王琦瑶发了一副令人艳羡
的好牌，却被她自己打得稀烂。王琦瑶

本想追求圆满的人生，但纵观其一生，
她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追求。这是因为
她在年轻时就已经将恶果种下——美丽
的容颜再配上一颗爱慕虚荣、浮华无比
的心，为她日后的生活埋下了伏笔。

性格即命运。王琦瑶的原生家庭和
她的人生观决定了其命运。在一系列
感情纠葛中，王琦瑶只是盲目地跟着
感觉走，遇到一个又一个喜欢她的男
人，却总是镜花水月一场。同时，王
琦瑶又是聪慧灵巧的，也很坚强，独
自抚养女儿成人。但因为没有明确的
人生目标和人生规划，随波逐流的她

又缺乏反省，最终没有过上正常人的生
活。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代表
着市民阶层，其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不
可分割，两者之间也交织着现代社会下
女性与城市复杂的互动关系。读完《长
恨歌》，我认为作者不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的人生故事，她有
很明确的警示目的。她在告诉我们：不
管在什么时代，“王琦瑶们”都不应该贪
慕虚荣，而应该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用双手创造属
于自己的幸福。

用双手创造幸福——读王安忆《长恨歌》

这套书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依据《二十四史》等编绘的历史
漫画，旨在向青少年读者普及中华历史知识。这套书以风趣幽默的语言
对历史事件重新进行了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
这套书用现代漫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通
过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精彩的历史故事。这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
乐”的一次新探索和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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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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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
》

作
者
：
肥
志

该系列书籍以精彩逗趣的漫画为表现形式，将全国各地的地理风
貌、历史遗迹、文化艺术、物产资源等知识内容巧妙地融进紧张刺激的
寻宝故事情节中，带领孩子认识祖国的大好山河，进行一次纸上旅游。
该系列书籍一共20册，在每个章节后均附有各地区概况，生动有趣，
能拓展孩子的视野。

《
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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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系
列
》

作
者
：
孙
家
裕

这是一套帮助少年儿童入门经典国学《论语》《孟子》的漫画书，
让孩子从小立志、积极上进、爱学习！本书选取了《论语》《孟子》56
段经典原句，覆盖小中高课本相关内容。以生动有趣的漫画故事为引
子，生动演绎《论语》《孟子》原句的思想内涵，并配合译文，帮助孩
子轻松理解原文；另增设了“樊登讲论语”“国学小课堂”两个部分，
帮助孩子结合现实与自身运用传统智慧，增加历史见闻。

樊
登
漫
画
《
论
语
》
《
孟
子
》

作
者
：
樊
登

我们发明梯子，来补足人所
欠缺的登高能力；我们发明绳
子，来补足人所欠缺的牵引能
力；我们发明书籍，是为了赋予
一 个“未完成的人”以知识和阅
历，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罗振
宇向我们证明，阅读就是一种自
我完善的利器。在这本《阅读的
方法》里，罗振宇梳理出了24条
风景壮丽的阅读道路，并在途中
悉心为你解答：如何通过阅读修
炼强劲的头脑？如何通过阅读抵
达远方？如何通过阅读感受往圣
先贤们的奇思妙想？如何通过阅
读汇入人类共同体的情感江河？
让你爱上阅读的方法，这里都有。

《阅读的方法》
作者：罗振宇

《诗经诠译》
作者:华锋 边家珍 乘舟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

推荐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