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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
梁晓声 著

本书是当代著名作家、茅盾
文学奖得主、“知青文学”代表
人物梁晓声首度回忆自己少年时
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成长是一
个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也是一
个逐渐明白责任的过程。大多数
情况下，自我纠错并非愉快之
事，故每个人都必须面对那些

“成长的烦恼”。平凡的是日子，
不平凡的是成长中的那些烦恼。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作者梁晓声的

“成长的烦恼”。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
理。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
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
力、支撑力，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
动能和构筑国家新优势提供了重要
指引。本书作者——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黄群慧教授基于多年研究成果，
从系统论视角，以“要素—结构—
功能”为基本分析框架，围绕科技
创新、新型工业化、产业链布局、

新型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议题，深度阐述了新
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路径，为读者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抢抓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参考。

《读懂新质生产力》
黄群慧 著

作者冷成金以智论史、以史
说智，通过生动有趣的历史典
故、人物故事说解历史中的大智
慧，分别有深刻的儒家智慧、圆
融的道家智慧、超脱的佛家智
慧、严苛的法家智慧、纵横家的
博弈智慧、兵家的战略智慧、阴
阳家的自然哲理智慧……全书将
历史的治乱兴衰、人物的成败得
失淋漓展现，引领读者领悟传统
文化中的智慧和真谛。

《读史有智慧》
冷成金 著

蜿蜒的澜沧河、茂密的原始
森林见证着各族人民世代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故事。小说以诗意、
优美的笔触全面展现了云南神奇
的热带雨林生态景观、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
颂了为保护大象、建设生态文明
无私奉献的人们，凸显了“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
理念，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宏伟愿景、不懈努力和丰硕成果。

《大象》
杨志军 著

《食南之徒》封面。 资料图片
张欣首度将书写背景设置

于民国时期的广州，描写了岭
南特色的风土人情，刻画了三
名平凡女性的命运遭际和自我
成长，细致展现二十世纪三四
十年代独有的岭南美学、世相
百态，更是从人物命运与时代
命运的纠缠之中准确提炼出岭
南文化之魂：低调、隐忍、力
道，如风中玉佩，既有风之凌
厉，又有玉之圆润。

《如风似璧》
张 欣 著

《珊瑚在歌唱》
王 棵 著

这是一部海洋题材的儿童文
学新作。作者以“种珊瑚”为主
线，将读者的视野引向广阔的海
域和神秘的海底世界，在富有诗
意的讲述中书写了海洋生态保护
的大主题。作品描写了四种颜色
的歌：蔚蓝色的海洋之歌、火红
色的科学之歌、金黄色的理想之
歌以及嫩绿色的生命与大爱之
歌。作品严谨、科学，有助于精
准引导孩子掌握科学知识，树立
生态保护意识。

韩月琴：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见习记者 张 赢

“我出生在农村家庭，从小就喜欢
读书。”近日，召陵区万祥街小学教师
韩月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读书
改变了她的命运。

小学五年级时，韩月琴在《小学生
学习报》 上发表了一篇作品，赚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虽然只有三块
钱，但使她更加坚定了要终身坚持读
书、影响带动更多人读书的信念。初
中毕业后，韩月琴考入师范院校。求
学期间，她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并
发表一些作品。毕业后，韩月琴成为
一名人民教师。工作之余，她坚持大
量阅读，并不断撰写读书心得，先后
在《奔流》《河南工人日报》《漯河日
报》《盐城晚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十多
万字。

读书能带给人什么？韩月琴说：
“读书能足不出户而卧游千山万水、与
人素不相识可促膝谈心。”

“通过读书，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
合的文友。大家由陌生到熟悉，相处
得如同亲人。闲暇时，我常常以书会
友，其乐无穷。”谈及读书的收获，韩
月琴说，年少时，她经常因为一些小
事与亲友发生矛盾，读书让她性情日
益温和。“读书的过程也是自我修行的
过程。持续阅读，可以增长见识，看
见更大的世界，体会不同的人生。”韩
月琴笑着说。

韩月琴是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经
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读书活动。

在她的带动下，两个儿子都养成了爱
读书的好习惯。现在大儿子远在湖南
上大学，经常与妈妈通过微信交流读
书心得以及文学写作方面的话题。二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经常利用课余时
间安静读书，每天晚上完成作业后还
要认认真真看几页书才满足。韩月琴
说，这些都得益于孩子爱读书的良好
习惯。

在学校，韩月琴既是老师，也是学
生读书的领路人。她告诉同学们，书
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并经常和
孩子们聊与课文内容相关的书籍、聊
作者的逸闻趣事，培养他们的阅读兴
趣。孩子们也总想与她分享自己读过
的有意思的书。作为一名语文老师，
大量阅读让韩月琴在教育教学中更加
游刃有余。一批又一批学生在她的引
导下，文学素养得到逐步提升。“我每
天书不离手。很多学生受我影响爱上
了读书和写作，变得更加自信和阳

光。”韩月琴说，这让她深感欣慰。
带动了家人、带动了学生，韩月琴

并不满足，同事和朋友也被她拉进了
读书会，和她一起参加读书活动。每
次有新的活动预告，她都会第一时间
在办公室和朋友圈“宣传”，带动更多
的人去读书并分享读书心得。

韩月琴告诉记者，她刚读完《最美
是云南》。虽然没有去过云南，但她通
过读书领略了云南独特的风光，了解
了当地别具一格的风俗。最近，她在
读冯杰的 《闲逛荡》，打算去开封一
趟，感受一下书中的生活。

三毛在《送你一匹马》里说：“读
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
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
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也可
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这是韩月琴
最喜欢的一句话。读书让她的内心更
加丰盈，渐渐成就更好的自己。

一酱系江山
——马伯庸《食南之徒》读后

■七南
读罢马伯庸的《食南之徒》，我有

通体酣畅之感，如尝书中蜀枸酱，“辣
意醇厚，冲劲十足，如同一只白鹿跃
过密林间隙”。这正是此书魅力所在。
我迫不及待地推荐给身边人：“马伯庸
的书太好看了！你不但要看《长安的
荔枝》，也要看 《太白金星有点烦》，
还要看《长安十二时辰》……更要看
这本新近出版的《食南之徒》。”

所谓食南之徒，即大汉使者唐

蒙。他本是一名小小县丞，因贪吃阴
差阳错成了出使南越国的使节。小说
讲述的正是他出使南越的传奇经历。
贪吃的人来到了最会吃的南越，如同
掉入福窝！然而在美食背后，却是南
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
兴废等复杂的政治斗争。唐蒙凭借对
美食的热爱和执着侦破离奇命案，也
因一罐蜀枸酱改写了大汉和南越的国
运，甚至大汉的江山版图。

这是一本美食小说。男主唐蒙是
个地道的“吃货”。小说开篇描写的就
是野外烧烤：“张嘴一咬，口腔内顿时
汁水四溅。这腰子烤得外焦里嫩、腥
鲜交替，一股极致的脂香从口腔直冲
头顶，有飘然欲仙之感。”这样的描述
让人垂涎三尺。除此之外，书中还有
仙草膏、嘉鱼、杂炖、胥余果、五敛
子、乌橄榄、裹蒸糕等岭南特色美食
的描写。

这是一本侦探小说。唐蒙是美食
家，更是破案高手，擅长拨云见日、
抽丝剥茧——凭仙草膏识破敌将身
份，探得闽越与南越的机密；凭嘉鱼
探得南越王室秘闻；凭与八角类似的
莽草果推断出任延寿的死因；凭一碗
壶枣睡菜粥推断出武王之死非意外而
是谋杀……他对案情的细节把握极其
精准，让我想到幼时看的电视剧《少
年包青天》。书中中原胖子的形象与额
生月牙的包拯常常重叠，耳中不时回
荡电视剧的主题曲。读小说自带配
乐，这种感受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本励志小说。唐蒙为践约

守诺，甘心用22年的时间，在瘴气弥
漫、峰峦重叠的崇山峻岭之间开辟一
条从长安取道夜郎直通南越的道路。
此非常人可为，堪称奇迹。在法国作
家让·乔诺的《植树的男人》中，一
个孤独的牧羊人用一生的时间种树千
万，让荒芜贫瘠的土地变成充满生机
的乐园。唐蒙不正是汉朝版“植树的
男人”吗？

这是一本爱情小说。书中南越土
人甘叶与中原客商卓长生相爱，后因
转运政策被迫终身分离、隔江相望。
如果把长江水换成牂牁江，李之仪写
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便是甘叶
和卓长生的爱情故事，“我住牂牁头，
君住牂牁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
牂牁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纵
使政治风云波谲云诡，两人坚贞不
渝，足以在冰冷的历史大潮中涌起一
朵温暖的浪花。

小说里的唐蒙贪吃懒散、其貌不
扬又胸无大志，和辞赋大家庄忌之
子、年纪轻轻就被皇帝拔擢为中大夫
的俊美少年庄助相比更显暗淡无光，
然而他却靠实力征服了我，尤其他对
南越武王赵佗之死的分析入情入理。
一位老人夜夜食粥，无非希冀从粥里
找回一点点家乡的记忆，得到一丝慰
藉。唐蒙以此推断出赵佗临终前的政
治倾向，避免了大汉与南越的干戈，
从而圆满完成使命。所谓“不战而屈
人之兵”就是如此吧。这样的唐蒙让
我不得不爱。

人生旅途因读书而有趣
■曹 敏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村里来了十

多名知青。3名带着书和口琴的男知
青分派到了我家。后来，3名女知青
被我们村的学校聘为教师，不仅教我
们知识，还教我们唱歌、跳舞等。我
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一下子热闹
起来，文明的曙光也照了进来。知青
成了我的偶像。我从他们那里寻到了
《西沙儿女》剧本和《沙家浜》《红灯
记》 等书，书中的人、景、事牵着我
的心。我沉醉其中，尽情在想象的世
界里驰骋。那是多么有趣、丰富的大
千世界，比起半温饱的现实生活美好
很多。当时，我偶尔会在作文的结尾
加几句顺口溜，唱歌时也会即兴改歌
词。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我诗歌的启
蒙期，灵感缘于那些我看过的书。

我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但是，农村
孩子能读到的书很有限。五年级时，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生产队轮流干
活，我心心念念的却是读书。于是，
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 《欧阳海之
歌》。那扣人心弦的情节、感人至深的
故事情节让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让我去菜园
刨地。我带上工具，也带着那本书，

结果沉醉其中忘了刨地。父亲大发雷
霆，说如果下次再这样就烧了我的
书。虽然知道父亲是吓唬我，可我还
是感到惭愧——因为农村的孩子从小就
要帮家里减轻负担，父亲对我的劳动
要求不算高，对我读书也是大力支持
的。

后来，我用平时积攒的零钱买了
第一本小说《闪闪的红星》，看得如痴
如醉。我看完书就给身边的玩伴讲
解，讲完还想看新的书。可当时连温
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哪有钱买那么多
书？于是，我萌发一个念头：好好学
习，以后去书店工作，那样就可以不
花钱读很多书。这就是一个穷孩子的
初心——与书结缘，快乐阅读。

转眼到了高中。繁重的课业之余，
我省吃俭用，订阅了《少年文艺》《辽

宁青年》 杂志。高考落榜后，我决定
复读，忙里偷闲借阅同学的课外书，
其中有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和
散文集 《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
等。因为阅读内容广泛，我的作文水
平明显提高。

进入师范院校后，除了完成老师规
定的阅读书目，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自
由诗，摘抄了很多好的诗句。诗歌读
多了，就有了写诗的冲动。每次灵感
来了，就放下正读的书即兴作诗。在
学校一次活动中，我写的 《黄河魂》
被展示，并收到不错的反响。这使我
多读书、读好书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读书也更加用心了。

除了诗歌，我读小说更多。因高中
时代的阅读情结，我最先读的是冰心
的小说集，光读书笔记就写了一本。

我前期的作品深受其影响。
几年的大学时光飞逝而去，读书已

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毕业后，我走进校园教书，从此每日
与书结伴，妙不可言。我把一半工资
都用来买书、订杂志。《星星》诗刊、
《文艺报》、《随笔》等订阅多年。虽不
在书店工作，儿时的愿望也算实现
了。语文老师的教学能力与多读书、
读好书成正比。书读得多了，我的教
学工作自然游刃有余，荣获优质课大
赛一等奖。读书也使我的写作水平不
断提升——毕业第二年，我发表了处女
作《困惑》，并在一些杂志上陆续发表
诗歌和散文。

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对读书
的要求也有了变化。我努力扩大阅读
范围，国学、历史、哲学均有涉猎。
2008 年，我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后，
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季节故事》、诗集
《青色的迷茫》。生命不息，读书不
停，写作不止。读书让我的写作之路
更宽更广。

一路走来，读书让我的精神世界丰
盈而富足，也让我的人生旅途变得生
动而有趣——我看到了更多的景致，也
体会了多样的人生况味。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
水韵沙澧读书会品牌活动“文艺小
方桌”将于4月21日上午8点30分
举办一期特别活动——品书香、谈
感悟、话人生。活动邀请我市爱读
书、善读书的读书达人畅谈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的魅力及读后感悟。
如果您愿意抽出时间提升自己，请
关注以下信息，以便报名参加活动：

■活动时间：2024年4月21日
上午8点30分准时开始

■活动地点：李雪书馆二楼
（市区人民路与泰山路交叉口东100
米路北）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 报 名 微 信 ： siying_

289169909
本次活动为纯公益活动，参加

活动人员请提前20分钟到场。

文艺小方桌
活动预告

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