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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读书札记

这本书的故事从 1978 年讲
起。在行驶的列车上，来来往
往的旅客都带着各自的故事，
有感人肺腑的友情和爱情，有
令人心碎的牺牲和离别，有让
人欢喜的团聚和成长。这列横
贯 40 年的列车“轰隆”疾驰，
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几代人的回
忆，更多的是时代变革、人生
百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冲
突和挣扎……

《南来北往》
高满堂 李 洲 著

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中
篇小说集，书写女性成长的艰
难、美好与疼痛。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故事，每个她都曾是天使，
但终要成为丰富多元、一言难尽
的自己。乔叶义无反顾地扎进生
活，不断探索，反复打量，捕捉
人物内心世界的潜流，写出人物
精神世界不动声色的冲突与波
澜。人生的逼仄与开阔、人性的
碰撞与博弈，在她的笔下缓缓展
开。

《她曾是天使》
乔 叶 著

韩松落以独特的笔触记录着
属于自己的时代故事。韩松落全
新创作的六篇小说中，有“出走的
李志亮”，有“南下逐梦乐坛的少
年”，有“身陷桎梏迫切逃离的雷
米杨”，有“父亲失踪”之后徘徊在
回声、空间、游戏纠葛“谜团”中的
儿女，有拐卖案背后背井离乡的
一林、内疚自责的母亲，有陌生女
人脑海里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和
肆意拨来的电话……

《晚春情话》
韩松落 著

这是一本记载北京生活的
小说集，由一系列描写北京百
姓生活的中篇组成，每篇由一
个北京建筑的名字引出一段故
事和情愫。书中的很多背景与
细节已经从我们的眼前消失，
但作者细腻而传神地记录了它
们，放在作者精心编就的一个
个故事里，它们也就是活着的
了。

《去年天气旧亭台》
叶广岑 著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本 书 由 郑 渊 洁 执 笔 、 其
子 郑 亚 旗 策 划 、 其 父 郑 洪 升
撰 写 后 记 ， 可 以 说 凝 聚 着 郑
家 三 代 人 的 心 血 和 智 慧 。 该
书共包含四单元 40 节课，每
节 课 围 绕 一 个 核 心 话 题 讲 述
他 的 家 庭 教 育 经 验 和 体 会 。
图 文 结 合 ， 不 仅 适 合 家 长 学
习 ， 也 适 合 亲 子 共 读 。 故 事
性强，富有趣味。

《郑渊洁家庭教育课》
郑渊洁 著

本书是青年作家、译者苏枕
书的 2024 全新书信体散文集，
收录了苏枕书在日本求学期间与
友人的 44 封书信。本书依照时
间顺序编排，作者以不疾不徐的
笔调展现日常滋味。开篇是岁
暮，结尾又入新春。读者可以跟
随作者的记录经历寒暑更迭，在
季节变化中感受时间的重量与温
度。

《念念平安》
苏枕书 著

这是一部探讨记忆与爱情的
作品。故事开端，一个 50 多岁
的女人程洁特意从广东来到北
京。因为程洁看到一则消息：北
京某剧院正首次排练某位过世剧
作家25年的遗作《令颜》。她才
临时起意来北京。她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 《令颜》 的排练过
程。因为她与这个剧本有着一段
秘密关系……

《令颜》
止 庵 著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妈妈坐在窗户旁边看书。窗外的阳光

落在妈妈安静的眉眼上，也落在她手中正
翻看的书上。此刻温暖的场景让我更加热
爱读书了。”3月10日，记者来到酷爱读书
的谷丽敏家采访，谷丽敏告诉记者，前段
时间，她读到二女儿萱萱作文里的这段话
时非常感动。

家住建赏小区的谷丽敏是郾城高级
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走进谷丽敏家，
仿佛进入了图书馆。放眼望去，从客厅
到卧室，整面墙壁都是书柜。如今，谷
丽敏已经结婚18年。当年结婚时她就用
书籍来装扮新房，并给书屋起了个好听
的名字——慢时光书吧。“我把客厅与餐
厅用书柜连接起来，三个卧室也做了整
体书柜。我又把买来的书分门别类放
置。比如，我设置了中文绘本阅读室、
英文绘本阅读室。”谷丽敏向记者介绍，
大女儿雯雯出生后，她就把小学读物摆
放在客厅。“雯雯从小在客厅读书，从启
蒙绘本读到厚厚的 《福尔摩斯探案集》

《少儿哲学丛书》《史记》 等。广泛的阅
读对她以后的各科学习有很大帮助。”谷
丽敏说。

看着满屋子的书籍，谷丽敏感觉自
己很幸福。每天除了忙工作和孩子外，
她剩余的时间都在与书为伴。书籍让她
的内心非常充实。“小时候家里穷，没有
钱买书，每次都是从同学那里借书读。
后来上了大学，我可以泡在学校图书馆
里看自己喜欢的书，仿佛也打开了通向
外面世界的大门——我看到门外的自己
阳光又自信。”谷丽敏向记者介绍时，一
脸满足。

后来，二女儿萱萱出生了。在谷丽敏
和大女儿的熏陶下，萱萱也成了小书迷。
萱萱上四年级时写出了让谷丽敏惊喜不已
的作文。这篇作文还被老师推荐在报纸上
发表。

谷丽敏说，读书对于她来说是生活里
的一道光，指引着她一路前行。因此，她
希望能一直陪伴孩子阅读，让读书成为照
亮孩子快乐成长的一道光。

读书是生活里的一道光

谷丽敏陪孩子阅读。

■安小悠
哈尔滨，这个近千万人口的省会城

市，冰雪世界、丁香遍野，一直是我心目
中的梦幻之城。当年高考第一志愿填报哈
工大，可惜没能如愿。我常遥想：若当年
我考上了，人生的轨迹会如何改写？带着
最初的向往和曾经的遗憾，我再次翻开了

迟子建的《烟火漫卷》。
迟子建在哈尔滨生活了30年。《烟火

漫卷》正是献给哈尔滨的书。在书里，迟
子建以细腻敏感、生动诗意的笔触为我们
点燃了哈尔滨这座自然与现代交织、东西
文化交融的冰雪之城的人间烟火。生活在
这座老城的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于人间烟
火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者借
助凌晨蔬菜批发市场的喧嚣让哈尔滨苏
醒。随后，经营早点的人、寻食的流浪猫
狗、晨曦初现时野鸟和鸽子的和鸣、公交
车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上班的工人、
快递员和送奶工、民工以及伏天的洒水
车、冬天的铲雪车……串起这个城市的烟
火生活。或许每个城市都大同小异，但又
各有悲喜。

在如此背景中，主人公刘建国登场。
他是爱心救护车司机，年轻时不慎弄丢好
友的儿子铜锤，终身背负心灵枷锁寻找孩
子，后遇黄娥及其子杂拌儿。刘建国寻

子，杂拌儿失父。黄娥便认刘建国做杂拌
儿的父亲。黄娥对丈夫卢木头之死抱愧，
安顿好杂拌儿后将赴死。黄娥母子被安置
在榆樱院，与翁子安相恋后逐渐打消寻死
的念头。翁子安即丢失的铜锤。小说结局
找回铜锤，刘建国卸下心灵枷锁，隐居密
山，完成心灵的救赎。

小说不紧不慢，如用慢火熬煮生活，
散发柔肠百结、气象万千的烟火气息。街
道巷陌的花香、食物的香及澡堂氤氲的
热气，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饭馆、礼
堂的二人转，古朴的建筑，旧货市场的
各种器物等，都是哈尔滨的城市符号，
充满烟火气。迟子建坦言，烟火气是普
通人对抗命运的安魂曲。小说人物在对抗
命运过程中都闪烁着人性光辉，如点点渔
火聚成闪亮银河，以此安抚着受伤的灵
魂。

在这些人物里，最让我感动的是黄
娥，这个有些放荡的女人却有着最深沉的
母爱。在永别的准备中，她用双脚丈量哈

尔滨的大街小巷，手绘哈尔滨地图，写下
“哈尔滨记事”，以日记形式记叙可能对杂
拌儿造成伤害的地方。这是一个母亲对孩
子最真挚的爱。读到这些篇章，我总想起
许飞的那首《父亲写的散文诗》……

迟子建笔下的寻常烟火充满灵性、诗
意。她眷恋哈尔滨的天光云影、万千生
灵；她爱哈尔滨的勃发，也爱它的凋零。
这种爱融入小说里，便是“漆黑的轮胎上
沾了花瓣，像滚动的花环”“圆润有花纹的
石子是岁月之河催生的花朵”“金黄的蒲公
英花，草地由它点缀，就是铺展在地上的
星星”……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是小
说，是散文，更是诗句，读之顿感一种难
言的疼痛。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三年前，如今再
读恍如幻梦，便更觉寻常烟火的可贵，
更应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样度过寻常的日子、度过漫长的
一生。小说会有结尾，但人间烟火依旧
漫卷如歌。

人间烟火 如歌漫卷
——再读迟子建《烟火漫卷》

■王俊强
儿子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漫画书。
家里有许多漫画书，都陈列在儿子

学习桌上面的书架上。比如，植物大战
僵尸系列之《恐龙漫画》、经典漫画《父
与子》等。我称这种书为“垃圾书”。因
为书里面的内容在我看来没有一丁点儿
营养，所以极力排斥。

我跟妻子交流看法时，妻子说儿子
喜欢看书就行，这花花绿绿的书也刚
好符合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
征。我心想也是。小孩子都是从他们
感兴趣的书开始读起，而整个小学阶
段是培养孩子良好阅读习惯的时期。
儿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说出的话
更加具体和充满了意味，有时还会蹦
出一些成语，这些都让我始料未及。

看到儿子的漫画书不断增多，我也
想起我小时候的读书情景。

上小学时，我特别喜欢看连环画。
当时的连环画是黑白的，我和伙伴们
拿着各自的连环画交换着看；有时没
连环画交换了，就拿自己最喜欢的玩
具和小伙伴交换连环画看。在那个年
代，这种书被称为“闲书”，在学校是
被老师明令禁止的，原因是怕耽误我
们学习。在家里，父母整天忙于劳
动，也懒得管那么多。即使这样，我
也不能明目张胆地看，总是躲到家里
的偏僻处看，也会晚上等父母睡着的
时候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有时看
着看着很晚了，早上就起不来，在父
母的呵斥声中极不情愿地起床。而起
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摸摸枕头下面
的连环画还在不在……

在课堂上，有时忍不住想看看连环
画，但又惧怕老师。时间久了，我就
在木课桌上用小刀挖上一个小洞，用

手托起连环画，对准小洞，用眼睛不
断地向洞口“扫描”。当时看得如痴如
醉，老师走过来我还没发现，结果连
环画就被老师无情地收走了。随后我
会挨上一顿批评，心里难受极了，心
想老师啥时候能把书还给我，我还没
看完呢！

所幸我遇到的老师是鼓励我看书
的。不久，老师就把连环画还给了我，
教育我看书是对的，只是在课堂上要认
真听讲。此后，我下课就很少出去玩
耍，一般情况下都是坐在座位上津津有
味地看连环画。

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老师让
我们写《我的××》，不会写的可以从
别处抄写别人的范文。我选择了自己
写，根据以往阅读时获得的相关知
识，写出了一篇作文《我的妈妈》。结
合现实中妈妈的形象，写出了她的辛

苦和勤劳。由于当时我上的是村小，
语文老师也是我们村的，他知道我母
亲的性格和为人。语文老师批改了我
的文章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这
篇作文除了一些标点符号使用不恰当
外，文章的语句和内容还是很不错
的，让我以后就这么写下去。上作文
课时，老师把这篇文章当成范文读给
全班同学，还让我谈谈写作经验。我
站在讲台上很害羞地说了句：“多看
连环画！”

现在连环画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
儿童漫画。我想这可能是时代的进步
吧！这样较之连环画更为时尚和深入儿
童的内心。

读书是快乐的，读自己喜欢的书
更是深入灵魂的快乐。以后，儿子读
漫画书我不会再干涉，让他自由欢喜
地阅读。

阅读从兴趣开始

■朱文婷
每次去图书馆，我都有种按捺不住

的兴奋，像是和久违的好友相见。
第一次去图书馆，看着里面幽静的

环境和别具一格的布局，我完全被震撼
了。这是图书馆吗？读者或窝在单人沙
发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或择一单人茶几
旁的高椅认真翻阅。我看着书桌旁静心
阅读或伏案疾书的人们，做一个深呼
吸，开始在书海中徜徉。书架上的书籍
排着整齐的队伍，像是随时接受检阅的
军人……

我喜欢散文类的书籍，每次都会精
心挑选一本心仪的散文集，选一僻静处
悄然坐下，先双眸轻轻掠过封面，再爱
不释手地翻开首页，双目微闭轻嗅扉页

文字的墨香，然后才开始如饥似渴、畅
快淋漓地阅读。

读完一本散文集一般要用两个小
时。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完全沉浸
在书中作者的世界。作者描述的世界好
像在我眼前发生，又像我们面对面坐
着，促膝谈心……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我因怕冬天
的寒冷减少了去图书馆的次数。现在春

光正好，正是读书好时节。
那天下午，沐浴着春光，我骑上

自行车向心仪的图书馆出发。好久没
去，心里有种激动的感觉，像是拜访
一位久违的好友，更像是和心中的偶
像会面。

经过近40分钟的骑行，我终于来
到朝思暮想的图书馆。我迫不及待地乘
电梯上楼。看着高大的图书架，看着陈

列整齐的图书，我的心一下子安静下
来。

经过筛选，我选出一本心仪的图
书。看着安静的阅览室，我轻轻来到一
个角落坐了下来，打开书的扉页，一场
心灵之旅即刻启程。

与书为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在河堤散步的时候，脚步匆匆，心灵
也随着脚步无法歇息；和朋友聚会的
时候，心情随着朋友的喜怒哀乐而变
化，也无法安静下来。只有在图书馆
心才能真正静下来，这样的感觉让人
舒适、让人放松。这种放松，像在外
漂泊的游子回到久违的家，那种踏实
的感觉扑面而来。

图书馆，我的心灵栖息地。

图书馆，我的心灵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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