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彦华卫彦华
在在《《安的种子安的种子》》这本书中这本书中，，每个孩每个孩

子都是千年莲花的种子子都是千年莲花的种子。。它告诉我们要它告诉我们要
尊重孩子原来的样子尊重孩子原来的样子、、郑重地给出等待郑重地给出等待

的时间并享受陪伴孩子的过程的时间并享受陪伴孩子的过程。。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故事中故事中

的三个小和尚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的三个小和尚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
度度————““本本””性情急躁性情急躁、、急功近利急功近利，，

““静静””心思细腻心思细腻、、崇尚浮华崇尚浮华，，““安安””性情性情
平和平和、、淡定踏实淡定踏实。。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
都可以从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都可以从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生活生活

中中，，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一个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一个
怀抱种子的人怀抱种子的人。。当你有了一颗种当你有了一颗种
子的时候子的时候，，你会是你会是““本本””是是

““静静””还是还是““安安””呢呢？？看了这本看了这本
书书，，我最感动的是书中我最感动的是书中

流露出的安静的感流露出的安静的感
觉觉，，是故事中散发是故事中散发
出的出的““安安””的平和的平和
心境心境。。在这个急功在这个急功
近 利 的 社 会 里近 利 的 社 会 里 ，，

““安安””的平和宛如的平和宛如

一潭清澈平静的水一潭清澈平静的水，，多么难得多么难得。。他感激他感激
地把种子装进小布袋挂在胸前地把种子装进小布袋挂在胸前，，从容地从容地
去买东西去买东西、、扫雪扫雪、、做饭做饭、、挑水挑水、、散步散步。。
他告诉我他告诉我：：要满怀希望要满怀希望、、有所追求有所追求，，但但
一定要淡定一定要淡定、、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同时享受生活同时享受生活
的过程的过程，，享受那些平凡琐碎的享受那些平凡琐碎的小事，享
受等待。

如果孩子是我们所拥有的一颗种
子，作为教师、作为家长，你会怎样对
待种子的成长？

一些人选择了做“本”，“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心切，要赢在起跑线，
看不到自己所要的结果就大发雷霆地抱
怨、指责。一些人人选择了做“静”，照
本宣科，什么都给孩子最好的，却忽视
了孩子成长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东西。然
而，我们有多少人能做到“安”的淡定
和顺其自然呢？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曾经说过：“教育的技巧和

全部的奥秘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高尚
纯洁的爱是教师和儿童之间的一条通
道。”那什么样的爱才称得上高尚纯洁
呢？我觉得，适合即是。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座快乐的城
堡，每座城堡都需要知识的铸造。作为
传道授业解惑的我们，无疑就是帮助每
个孩子用知识把他们自己的城堡建造得
独一无二。但孩子需要的知识是不同
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层次的，这就
要求我们老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为每个孩子量身传授。

或许，我们的孩子是铁树，不开则
已，一开惊人；或许，我们的孩子是梅
花，只有在寒冷的季节才会独自开放；
或许，我们的孩子是大器晚成、大智若
愚……让我们一起探索教育的真谛，静
静等待那一朵朵花开吧——尊重孩子原
来的样子、郑重地给出等待的时间、享
受陪伴孩子的过程。

静静等待那一朵朵花开 ——读《安的种子》

■若 木
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

线。此线的南面和北面，无论自然条
件、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地理风貌和人
民的生活习俗，都有明显的差异。秦岭
对中国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着特
殊的意义。贾平凹在谈及秦岭时说：“一
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
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
国最伟大的山。”《秦岭记》就是一本关
于秦岭的百科全书，有山川里隐藏着的
万物生灵，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
语，更有万千沟坎褶皱里的物事、人事
和史事。

《秦岭记》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秦岭记”共五十七章，一章一个故
事，以古人笔记体笔法写秦岭的天文地
理、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虫鱼鸟兽
等，以小见大，烛照时代变迁及生活况
味。第二部分“外编一”收录了贾平凹
写于1990年的《太白山记》。第三部分

“外编二”收录了贾平凹创作于2000年
前后的六篇旧作。

贾平凹长期生活在秦岭，秦岭一直
是他创作的源泉。《秦岭记》则是他第一
部以“秦岭”命名的作品。与其以往小
说明显不同的是，《秦岭记》是一部笔记
体小说，承继《山海经》《聊斋志异》等

“志人”“志怪”的传统，行文貌似实访
照录，但更趋于志异奇谈。五十七个故
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充满奇思妙想
的志怪小说，荒诞不经；一类与时事紧
密相关，在虚假与真实之间描摹世情、
感怀世事。他笔下的植物、动物、山川
都是有灵性的。这些故事不像 《山海
经》 那般神秘瑰丽，也不像 《聊斋志
异》那般狐妖通灵，它就是秦岭一草一
木、一鸟一兽的灵气幻化，落脚到作者
玄想意念之中，弥漫着浓浓的人间烟火
气息。“生命就是某些日子里阳光灿烂，
某些日子里风霜雨雪。不论是人是兽、
是花木是庄稼，为人就把人做好；为兽

就把兽做好；为花木就开枝散叶，把花
开艳；为庄稼就把苗秆子长壮，尽量结
出长穗，颗粒饱满。”一叶一菩提，一花
一世界。人之为人，兽之为兽，都有各
自的使命，这正是《秦岭记》传达给我
们最朴素的生活哲理。

《秦岭记》不仅赋予秦岭的山川草
木、花鸟鱼兽以长久的生命，也穿插了
很多实事新闻，这反映出贾平凹对秦川
大地未来发展的思考。身处秦岭腹地的
人们该如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依然扎
根大山还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拯救衰
败的乡村还是留在城市？这是 《秦岭
记》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当下众多乡
村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

八百里秦川雄浑开阔、横无际涯，
十万字 《秦岭记》 思接千载、心游万
仞。秦岭是无数植物与动物的乐园，《秦
岭记》是人文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可以
说是秦岭的山川草木志、动物志、村落
志、人物志。

试登秦岭望秦川 ——读贾平凹小说《秦岭记》悦读名家悦读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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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精华版）全五册
作者:孙皓晖

《起初·纪年》 是四卷
本长篇小说《起初》中的一
卷。本卷取自汉武帝的故
事。王朔以我们熟知的历史
为出发点，将自己的情感与
思想安放其中，凭借丰富的
想象力，讲述了从汉武帝亲
政到去世为止五十多年的人
生，以及生活在他的时代的
众多立体饱满的人物。李
广、李陵、司马迁、苏武、
张骞、司马相如等各自跌宕
起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编
织成群星璀璨的故事之网。
一场大梦，有嬉皮笑脸，也
有荡气回肠。这是一代帝王
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人的
故事。

列国纷争的战国时期，
时为西北边陲弱国的秦，已
处于亡国边缘。濒临危亡之
际，秦国明君贤臣迭出，百
余年间就从一个挨打弱国变
成横扫天下的强国。秦孝公
即位后广招贤才，任用商鞅
变法，秦国迅速崛起。秦惠
文王时期以张仪为相，连横
六国；又用司马错为将，取
巴蜀为粮仓。秦昭襄王时期
文用范雎远交近攻之策，武
用白起伐楚、破赵，六国俯
首。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在
李斯、蒙恬等的辅佐下，短
短数年间先后统一六国，建
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
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起初·纪年》
作者：王朔

小说题为 《燕食记》，
意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晚
餐。周朝确立“三餐制”，
意味着礼制的开始，由此确
认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
的日常俗理。《燕食记》 从
粤港吃茶点的习俗生发开
来，并选取粤港美食作为故
事和人物的落脚点，将广
东、广西、香港、福建、上
海连结起来，以饮食的传
承、流变、革新串联起近代
百年岭南历史。小说沿饮食
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师徒二
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
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
时代风云变幻。

《曾奇峰“阅读自己”系列套装》共三册
作者:曾奇峰

《隐 秘 的 人
格：人格怎样决
定命运》 让我们
知道一个人的人
格是怎样在早年
与父母的关系中
形成的，这种人
格又怎样构成他
的命运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多长
时间内决定他的
幸福和成就。《灵
动的咨询：分析

师的精进成长》系统讲解了心理治疗的专业设置，重点碰撞了分析师在实
操中遇到的一些重点与难点，是送给每一位分析师的自助成长手册。《适
度的防御：建立有滋养作用的人际关系》教我们读懂防御机制背后的真
相，重新了解自己的过往，疗愈创伤，用适度的防御让我们在关系中得到
滋养，创造截然不同的生命。

《燕食记》
作者：葛亮

绘本阅读绘本阅读

这本书是冯唐的全新
力作。书中精讲了他看过
的三大类五十本经典书籍
的心得和半生读书、写作
的经验，还写了很多关于
如何读书、如何做事的心
得与体会。作者根据 《论
语》 总结了四种方式与方
法：第一种，读书；第二
种 ， 行 动 ； 第 三 种 ， 学
徒 ， 跟 着 师 父 练 ； 第 四
种 ， 做 事 。 在 这 四 种 人
里，第一种就是读书的。
天 下 第 一 件 好 事 就 是 读
书，在空闲的时间多读书
是一件好事。

《了不起》
作者：冯唐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在漯河小学二年级学生朱泽宇的家

中，浓郁的书香气息萦绕在家的每一个

角落。9月25日，记者走进朱泽宇的家
进行采访，只见整洁的书房内，书架上
摆放着满满当当的书籍，有各类文学经

典，也有绘本画册。
受母亲王玉茹的熏陶，朱泽宇从小

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儿子刚刚学
会说话时，我就经常给他读一些绘本
和古诗。每当那时，孩子就会很安
静。时间久了，他就喜欢上了读书，
每天睡前也会读上半小时左右。”王玉
茹说，在客厅和朱泽宇的床头柜上也
放有几本书，这是他每天晚上睡前要看
的。

“从小爸爸妈妈就经常陪我看书，
如《三字经》《论语》和四大名著等。
我到现在还记得《西游记》中的主要人
物和精彩故事。”朱泽宇说，他们师徒
四人各有特点：唐僧虽是凡人，但生性
善良；孙悟空虽顽皮，但胆识过人；猪
八戒虽懒，但情感真挚；沙僧本事不
大，但任劳任怨。朱泽宇很喜欢孙悟
空，在他看来，孙悟空是一个了不起的
英雄，有着非凡的本领。朱泽宇说：
“《西游记》这本书中主人公的执着追
求和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非常值
得我学习。读完这本书，我还明白了一
个道理，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

帆风顺。只要树立信心、坚持不懈，最
终还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在读书过程中，王玉茹发现，儿子
对机械类和理工类的书籍很感兴趣，如
《我的第一本物理》《我的第一本化学》
《我的第一本生物》等。“读书是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现在，在儿子的影响和带
动下，他的弟弟朱泽希每天也坚持看
书。在和孩子一起看书学习的过程中，
我觉得亲子阅读是家长和孩子沟通交流
的桥梁，不仅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还能增长见识，营造全家人共同读书学
习的浓厚氛围。”王玉茹说，培养家庭
浓厚的学习氛围最重要的是家长要以身
作则。她在平时陪伴孩子阅读时，每每
遇到精彩的片断都会和孩子有良好的互
动。

一本好书可以养心开智。如何让孩
子既要多读书更要读好书呢？

王玉茹在为儿子挑选书籍时，会根
据孩子的年龄特征、认知水平，结合学
校老师的推荐来选购。据她粗略估计，
自朱泽宇上幼儿园至今共阅读各类书籍
近200册。

一路书香 一路成长

■吴继红
长篇小说《河洛图》是著名作家、

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历经十年打磨而
成的。它记录了康氏家族百年荣辱的兴

衰史，是一部描摹河洛大地百姓生存百
态的壮美图谱。作者以河南巩义康氏家
族为原型，着力描写了以康秀才、周亭
兰、康悔文为中心的几代人由“耕读世
家”走向“中原财神”的创业史。书中
塑造了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仓
爷、泡爷、马从龙、念念等众多有血有
肉有个性的人物，整部作品读起来令人
荡气回肠。

和以往作品对原野大地的叙述挖掘
不同，作者这次把眼光放在了河洛文化
对商业经济孕育作用的探索和挖掘上。
康氏家族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
期，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受慈禧太
后封赐而名扬天下。作者把康家繁盛的
原因归结于河洛文化的孕育，归结于康
氏“留余”“仁信”的治家传统。在作者
笔下，康氏家族是河洛大地的财富符
号，也是黄河流域的儒家文化符号。康
秀才是河洛文化的化身，他给孙子康悔
文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教他仁、义、礼、
智、信。在创业的过程中，康氏家族面
对命运的倾轧、时代的胁迫，顺势而
动，屡次起死回生，就是因为坚守了这

五个字。康氏家族还有一个家训是“留
余”——看似朴素的几个字，却蕴含着

“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的理念及“临事
让人一步自有余地”的大智慧、大胸
怀。小说两次写到了黄河决口的灾难，
一次天灾、一次人祸。面对突如其来的
灾厄，康家人始终具有儒家“达则兼济
天下”的家国情怀，在大是大非面前忠
于国家，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
恩怨情仇面前宽以待人，始终践行“留
余”二字，这才让家族一次次起死回生。

可以说，正是这种强大的传统文化
根基，才使得康家数代人在错综复杂的
局面中屡次立于不败之地。这文化根基
是河洛文化的独特气韵，更是黄河文化
的默默浸染。《河洛图》中还刻画了其他
小人物，虽各自人生际遇不同，也都深
受着河洛文化的影响，各有各的道德坚
守和情怀：马从龙的刚直不阿、行侠仗
义，断指乔的信守诺言，仓爷的富贵不
淫、威武不屈，周亭兰的光明磊落、隐
忍大义，一品红的知恩图报……这些小
人物在人生际遇的一次次急剧变化之中
无论多么穷困、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

己的坚守。这种精神正是百折不挠、生
生不息的河洛精神与黄河文化的孕育及
潜移默化。

《河洛图》将社会变革时期国运的兴
衰与个人在大时代漩涡中的挣扎，通过
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贴合勾勒出了一
幅当时中原大地社会经济、河务治理、官
私商运等风土人情的画卷。文中既有民间
商业文化与封建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又
有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情感利
益纠葛。康氏家族的浮沉、运与命的倾
轧、时与势的胁迫，构成了故事的核心
内容。

李佩甫曾表示：“中原能够称之为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是有原因的。所谓的

‘文明’，以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用文字
的形式把前人的经验、智慧以及用血泪
凝结的教训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传
给后人，这才叫‘明’。所以，一代一代
的后人以读书为做个‘明白人’为始，
这就是《河洛图》要阐释的意义所在。”
《河洛图》不失为一部向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致敬的精品力作。

河洛大地的黄河文化图谱 ——读李佩甫《河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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