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南
盛夏来临，除非有必要外出，其他时

间我都待在家中读书。
清晨，趁着凉气，我喜欢坐在阳台的

小方桌旁读一会儿书。清风徐来，一旁的
茉莉花袅袅地吐着清芬，我的心在书页间
穿行，甚是欢喜。有时泡上一杯花茶，读
一页书，喝两口茶，由衷地感到惬意。

儿子起床后也会坐在阳台读书。我在
厨房为他准备早餐，听着阳台上传来书声
琅琅，宛如盛夏晨曲，给厨房带来几许凉
意。

盛夏酷热难耐，读书可消暑。村上春

树说：“我只需要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
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漫步文山
书径、凝神字里行间，或为书中优美的语
段陶醉，或为书中的故事吸引，或被书中
的哲理点醒；有时捧腹大笑，有时拍案叫
绝，有时黯然神伤——书香是一方无形的
罩子，将暑热隔绝在外。

少时，每日晨起我会到房顶读书，不
时有风吹来，拂去浑身燥热，只觉微凉怡
人。午后，我会拿了书到村南头的池塘
边，靠着柳树津津有味地看，两耳不闻蝉
声，沉浸书中不可自拔，一看就是大半
天，早就忘了暑热。一旦从书里“拔”

出，方觉早已汗流浃背，却有酣畅淋漓之
感。

古人也爱以读书消暑。宋人叶梦得在
《避暑录话·序》里说：“每旦起，从一仆
夫负榻，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偃仰
终日。”他可真会选地方，竹风阵阵、泉水
淙淙，炎炎夏日，一整天都在此处泛话古
今、论说平生，好不快活！常因读书而忘
食的陶渊明，静卧北窗，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吃着园中新摘的果蔬。读完 《周王
传》，再看《山海》图，人间滚烫，他却乘
书之轻舟徜徉于天地宇宙间，自在清凉，
人间至乐也！

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春读江南的
杏花微雨，夏读莲叶如画的心事，秋读
长江无边落木的情思，冬读塞北的铁马
秋风。现在家家有空调，室内清凉如
水，早晚皆可读。我住七楼，一个人时
很少开空调，更愿意打开朝南的窗户，
让自然风徐徐吹来，感受夏天的特别情
味。有月的夜晚，我倚在床头看书，窗
外月光如水，床前一灯如豆。这个时
候，总觉得自己是从书里走出来的人，恬
淡而平静。

盛夏之时，读读自己喜欢的书、写一
点朴素的文字，便是我的愉悦时刻。

读书可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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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海寻踪》
曾维惠 著

《竹海寻踪》是曾维惠写
的一部关于大熊猫国家公园
的儿童文学作品。本书塑造
了大熊猫“群像”，现实与想
象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个大熊
猫 都 活 灵 活 现 。 它 们 的 特
点、喜好像一个个可爱的大
朋友小朋友，在我们面前生
动呈现。

《小马将军》
湘 女 著

《小马将军》是一部以西南边
陲为背景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
为湘女。作品讲述了战争洪流中
一名彝族少年和一匹小马的传奇
故事。作品展现了西南边陲的异
域风情，为当下孩子掀开了历史
一角，让童年之光照亮每一个至
暗时刻。

《青灯有味似儿时》
琦 君 著

《白雪灯火》
徐 鲁 著

《天字号秘密》
张品成 著

《青灯有味似儿时》 是琦君
回忆童年的散文作品集，也是琦
君重要的散文代表作。书中收录

《玳瑁发夹》《青灯有味似儿时》
等文章三十余篇。作者用质朴的
文字呈现身边小事、生活见闻，
抒发所思所感，质朴动人，情真
语挚。

作品围绕对一名辍学离家的
乡村少年的寻找和对一位乡村小
学教师的爱心救助，双线叙事展
开故事情节，用平实的散文笔触
和真切的细节描写，塑造了一位
像燃烧的蜡烛一样默默奉献、全
身心投入山区教育的小学老师金
雪梅的感人形象……

《天字号秘密》是作家张品成
从孩子的角度来写的当年红军集结
于都渡河长征的故事。作家在人物
的“小叙事”中实现了革命的“大
叙事”，从中解读出民心是“长征
第一渡”胜利的保障，也是从一个
胜利走向无数个胜利的强大力量，
显示了作家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

《万花筒》
陆 梅 著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获得比基尼大赛冠军、成功登顶珠

峰，很多人因为这些认识了话梅。其实
她还是一名青年作家。近日，话梅的新
书《何以为家》出版。该书被北岛、李
洱、虹影、梁鸿等著名作家鼎力推荐。7
月11日，记者采访了话梅，带广大读者
一起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分享她的多彩
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

话梅，原名宋学华，生活在南阳市
南召县皇后乡天桥村一个农民家庭，
2006年进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
系学习。毕业后，她进入我市一家房地
产企业工作。工作之余，她开始文学创
作，先后在网络上发表《爱人日记》《流
年安之若素》《因为爱情》《幕燕鼎鱼》
四部长篇小说。

2015年，话梅的原创小说《等不到
的冬天》出版。2019年5月，话梅报名

参加世界自然健身健美比基尼大赛，并
拿下UNWAY项目的冠军，三次登上健
身健美杂志《健与美》的封面。今年5
月，话梅成功登顶珠峰。在珠峰最高
处，她拿着自己的新书《何以为家》拍
照留念，让很多人对这本书充满了好
奇。

话梅告诉记者，《何以为家》是她的
首部非虚构作品集，由十三篇故事和一
篇后记组成。此书讲述了她和父亲母亲
以及故乡亲友的真实人生故事，细腻、
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喜怒与哀乐、挣扎
与希望。她用亲身经历回答了“当没有
可作为坐标的房屋、没有血脉之亲甚至
不全是温情记忆时，何以为家”的人生
问题。

《何以为家》出版后好评如潮。作家
虹影评论说：“话梅把对家庭的那种情与
义、羁绊与困惑、不安与危险一一呈

现；跨越了女性书写的区域，把时代中
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浓缩在了这本书里。
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作家田原
评论说：“作者以诚实的姿态、超出常人
的敏感和细腻，生动地还原了生命记忆
和事实真相，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有益
的思考。”作家李洱评论说：“天赋使她
骚动，意志使她平静；黑夜带给她悲
情，黎明带给她幸运。当话梅敞开心
扉，开始向你倾诉，你的生命体验也将
被唤起，百感交集。”

“‘曾经世外桃源好，如今故土百
草生。’这本书是为了我的故乡天桥村而
写的。我的梦想是回归故里，在我的老
家建一所房子，逢年过节能与家人一起
放鞭炮、吃饺子、过大年。”话梅说。谈
及近期的创作计划，她打算以攀登珠峰
的真实经历，创作一部可以搬上荧屏的
文学作品。

青年作家话梅谈新书《何以为家》

■韩华仁
话梅的《何以为家》这部作品集是用

小说的笔法写散文，也是用散文的笔法写
小说。也许作者并没有关注用什么写作手

法，不过是顺着本心，沿着过往的心灵小
路走进温暖的家园，在乡愁中寻找人生寄
托。

话梅从小在南召县皇后乡天桥村长
大。天桥村就在无边的林海之中，环境原
始、神秘，春花如海。山路修通后，观光
者络绎不绝，天桥也成了地标性景点。在
这个有着原始美的村落里，话梅的家庭构
成却不尽如人意——祖母脾气暴躁，母亲
是外地人，父亲不会说话，话梅又是抱养
的。她在贫穷、争吵、被欺侮中一天天
长大。然而，她却是个“另类”——不
仅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开办了健身馆，
还荣获世界自然健身健美比基尼大赛
UNWAY 项目的冠军。2020 年至 2022
年她在网上连续发表多部长篇小说，
2023年登上珠穆朗玛峰。没有背景、没
有资源，单枪匹马，她能从一个小山村
走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绩，只能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走进
她的新书《何以为家》，我好似聆听到了
她的心灵律动，一个超强的灵魂就隐藏
在文章背后。

《何以为家》讲的是作者在老家从小

到大的人生经历，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家庭
环境构成了这个让人颇感意外的故事。书
中穿透力极强的语言又让故事极富张力。
当我顺着作品的行文路线走进故事里，感
到作者并非只为讲故事，更是在表达不可
抑制的情感，诉说着为自己打上生命印记
的人物与事件。因此，那些过往的一切都
充满了色彩与温度，讲述就成了心灵的浅
吟低语。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强大的感受
力。

在我看来，文学艺术创作皆来自主观
性和感受力。主观性是思想与见解，靠的
是头脑清晰、见解非凡、步步为营、抽
丝剥茧，但往往缺少灵动与洒脱；而真
正的艺术佳作必然来自优越的心灵感
受。话梅作品中的枝蔓无不在感受中摇
曳生姿；那些与亲人、邻居的所有渗透
与互动，那些故事情节的延伸与跌宕，
都成为情感的枝蔓，因难忘而开花、因
感动而发芽。可以说，感受力就是话梅
作品的最大亮点，深刻的感受与独特的
故事相呼应，造就了作品的灵性与高
度。该书以情节取胜、以细节点睛，一
步一个台阶，最终构成了完整的故事。感

受是情感的根。有根，情感才有力量。读
她的作品，会让人沉浸在饱满的情感中，
很多情节都让人不禁热泪盈眶。这种寓情
于事的处理方式让情节成了感情的表述符
号，叙事在推进、情感在奔跑、文字在尖
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是我们
安置灵魂的地方。很多作家经常行走于故
乡，故乡自然也成了灵感生长的地方。话
梅还很年轻，离开天桥村也就十多年。因
为天桥村还有亲人，她常会回家看看，并
准备在被冲塌的房基上建造新房子。在外
地与老家的穿梭中，作者心中的那轮明月
已冉冉升起，笼罩故乡大地。话梅小时候
的经历是坎坷的，却也以希望的姿态顽强
成长着，去开创自己的新天地，最终长成
天桥村那一片山林的“深山俊鸟”。

《何以为家》之所以感人，还在于作
者坦荡的赤子之心。正是这样，她才写
出了有血有肉的亲人、活在作者心里的
亲人。故乡是话梅用真情构建起的精神故
乡，而这个故乡，将给她提供强大而持久
的精神动力，让她在广阔的天地越走越
远。

用真情构建起的精神故乡 ——《何以为家》读后

■张 艳
许多人虽知道读书有种种

益处，但就是无法把阅读这件
事情坚持下去。庆幸的是，我
始终保持着阅读的习惯。虽不
敢说自己至今已经读完了多少
本书、从书籍中汲取了多少营
养，但我确实做到了长期坚持
阅读，从不间断。如何让阅读
成为习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我是这样做的：

其一，如果条件允许，尽
量把自己融入一个读书组织或
一种读书氛围之中。我之所以
能养成阅读习惯，很大原因就
是高中时期遇到了一个善于阅
读的语文老师。在上高中之
前，我总是随心所欲地看小
说、写日记，生活在自己编织
的梦中，根本不在意成绩的好
坏，也没有人去引导我怎么读
书。幸运的是，高一时的语文
老师讲课时总会讲他是如何读
书学习的，并引导我们列出自
己的读书计划。这样的习惯在
以后的每节语文课中都延续了
下来，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逐渐
增强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
章布局能力。在这样的氛围中
耳濡目染，我渐渐培养了坚持
阅读以及与书友探讨的习惯。
因此，如果能找到一个有读书
氛围的组织或能分享阅读经验
的书友，经常交流对书籍的看
法，必然激发起一个人对阅读
的兴趣。在书友的鼓励、推荐
下，自己也能更快、更好地发
现和享受真正优秀的作品，借
以了解那些伟大的人格、充满
智慧的思想、广阔而妙趣横生
的世界等，让我们变得胸怀宽
广。

其二，读书要从感兴趣的
书籍开始。就阅读习惯的培养
来讲，我觉得要从自己喜欢读
的类型入手，再慢慢扩大阅读
范围，不断扩展读书种类和领
域。同时，应当看到的是，人
的兴趣点不会一成不变，会随
着时间、年龄、成长环境、视
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青少年
时期可能喜欢武侠、悬疑小
说，但只要保持了阅读的兴
趣，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兴趣点可能就转移到历史类、
社科类书籍上来了。因此，只
要保持阅读的兴趣，阅读的范
围必然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
长有所拓宽，而这也将让更广
泛、更深刻的阅读逐步融入个
人的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
分。

其三，要刻意培养阅读的
耐力。惰性是每个人身上固有
的，所以让一个人长期坚持一
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因此，为
了培养阅读习惯，必须刻意培
养自己的耐力——在一个时间
段里给自己设定读书的计划和
目标。长此以往，每天定时阅
读所形成的生物信息就会持续
不断地刻进你的身体。而当你
也有“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

无味、面目可憎”之时，阅读
就真正成为你的习惯和生活的
一部分了。

其四，找寻更有益的读书
方法。如果读书毫无目标、不
讲方法，完全由着自己的兴
致，东看一些、西瞧一点，经
年累月，表面看起来读书不
少，但最后可能对自我提升
非常有限。当我们培养出阅
读习惯、有了一定的阅读积
累后，就要“不一而足”。要
从泛读走向深读，即每次读
书找准一个方向、一个问题
后，不止于听一家之言，而
是连续多读、精读这个领域
的不同作品，然后在这些书
籍中互相对照、比较，寻找
观点、思维的不同之处以及
立论的依据，深度思考，得出
自己的结论。同时，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尽量不走弯路。因为
读书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而
书海又是浩瀚无涯的，我们要
挑选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
作品，从中汲取最有益的知识
和智慧，帮助我们成长。此
外，读书还要刻意地修炼“不
务正业”的本领，广泛阅读、
博览群书，“五谷杂粮”无所
不食，就能为自己塑造出一个
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其五，做到读书与写作的
互动与结合。在许多人看来，
被动输入式的阅读是轻松的，
但主动输出式的写作则是痛苦
的。其实在阅读时写读书笔
记或者在看完一本书后撰写
读书心得，才是一件更具意
义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写作
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整理读书
心得、表达自己所思所悟的
一个过程。它对提升自身的
思维空间、拓宽自己的认知
边界大有裨益。有时候想写
一篇有深度、有感染力的文
章，为了写得更饱满、更透
彻、更加令人信服，往往也
需要翻阅一些相关的书籍来
充实写作素材，这其实也在无
形中拓宽了自己的阅读面。

其六，不仅要读书，还要
践行。韩寒的电影《后悔无期
限》中有一句台词道出了许多
人的心声：“我听过许多道
理，但我依然过不好这一
生。”读书同样如此。许多人
觉得在书中获得了许多知识、
道理甚至是智慧，但依然没过
好这一生。为什么？我觉得，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未对所
理解的道理加以践行和验证。
因此，只有在工作、生活中对
书中领悟的知识和智慧加以实
践和验证，这书中的知识才有
可能是你自己的知识、书中的
智慧才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智
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通过读书实现修养的提高和人
格的升华。

如何保持阅读习惯

这是一部以上海城乡变革性
发展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
儿童小说。作品通过讲述两个
女孩的成长经历以及她们和父
辈 、 祖 辈 三 代 人 的 光 荣 与 梦
想，展现了上海弄堂里富有地
域色彩、烟火气息和文化韵味
的百姓生活。

话 梅 ，
原 名 宋 学
华，青年作
家，先后出
版了 《等不
到 的 冬 天》
和非虚构作
品集 《何以
为家》。她曾
获世 界 自 然
健身健美比

基 尼 大 赛 UN-
WAY 项 目 的 冠
军，是2023年珠

峰南坡成功登顶者，曾三次行走南美，熟悉
英语、西班牙语。写作之余，她还爱好健
身、潜水、滑雪、冲浪、攀岩等。

作家简介

话
梅
新
书
《
何
以
为
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