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聪
年少时的梦，像一朵永不凋零的

花。记忆中，小时候每个月最快乐的
事情，就是和妹妹一起去两里路以外
的镇上买一本叫《海燕》的杂志。我
们常常是早上就去，蹲在人家的书摊
旁，把手在衣服上擦上好几遍，蹑手
蹑脚地取下那白色的木夹子，摩挲着
光滑的封面，如饥似渴地把能翻的书
都翻上一遍。太阳越升越高了，我们
还是舍不得离开。偷偷地瞥了摊主一
眼，看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温和的，我
心想：那就再读会儿吧！快中午了，
我们恋恋不舍地向家的方向走去。怀
揣着心爱的《海燕》，我觉得心里有
一团火在燃烧。

读师范的第一个寒假，我借到了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那是一本破
烂得近乎让人不忍直视的书。我用
胶带把破烂处一一粘好。这一读，
便再也放不下。它像一块磁石，让
我的脉搏与作者的脉搏一起跳动。
我喜欢书中的少安、秀莲、少平、
润叶，他们像我身边的人一样可亲
可爱。一遍遍，我与喜爱的人物同
呼吸、共命运，一起笑、一起哭。
我的心在宁静的暗夜数次回到梦中
的双水村、原西城。书中的一字一句
仿佛把我拉到了那个时代，体会着生
活的艰苦、农民的质朴和爱情的纯
粹。那个假期，我热切盼望着开学，

几乎是数着日子望眼欲穿。
这本书中有段话让我感受很深：

“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
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
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
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
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
地投入生活吧！即使是痛苦，也应
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
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部
分呢！”这段话时时激励着我，在我
学习消沉时、工作受挫时、人生低
迷时给予我力量。正是这破烂的
书，让我第一次领略了长篇小说的
魅力。随后，我或买或借，去读我
梦寐以求的书籍。我喜欢上了每一部
茅盾文学奖作品，每读一部，眼前便
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

师范三年，学校的图书馆是我经
常去的地方。忆起午后阅览室里那

“沙沙”的翻书声，回看一本本摘抄
本、一篇篇稚嫩真挚的随笔，我有一
种嘴角上扬的幸福。真的，青葱岁月
里，只要打开一本书读，一个美好的
世界就会在眼前展开。在书中，我们
可以见识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
活、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感悟。

褪去年轻时的青涩，先为人师，
后为人母。我特别感谢自己读过的
书，可以让我和学生在课堂上思想碰
撞，可以和他们聊文学、聊生活、谈

感悟，每一次课堂上收获的幸福和惊
喜都令我深深感动。

每个暑假，送完孩子去艺术班，
我总会走进书店，在书海中遨游。那
些读过的、想读的书，看一看、翻一
翻就觉得心安。甚至，有时我会莫名
地对一本书的封面感兴趣，因为它时
刻提醒我走在这美好的人间。

每年的世界读书日，我总要盘点
一下这些年读过的书。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发现有很多书明明读过，却
只留下了一个书名的印象。那些在
读的过程中觉得受益匪浅的内容，
不知不觉已经被遗忘了。曾经有人
问：大部分读过的书最后都会忘
掉，那读书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
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小的时候我吃
了很多东西，其中的大部分我已记不
清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们已经成了
我现在的骨和肉。

我一直喜欢三毛的这句话：读书
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
己可能以为看过的许多书籍都成了过
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
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
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
字里。

与书同行，便可拥有一个精神富
足的小宇宙，给人带来无尽的慰藉与
愉悦；与书同行，便能在岁月里绽放
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一步一个春天。

与书同行

■主讲人：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赵永胜

■主讲题目：《与漯河相关的历史人
物故事》

■内容要点：历史上，漯河这片沃土
出现了一大批清官贤令、志士乡贤。从本
期起，文艺小方桌邀请我市知名专家学者
对这些历史名人进行系列讲述。欢迎参
加。

■活动时间：2024年6月22日（星
期六）上午9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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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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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爱读书的冯艳平。

霍林河畔，一块从未被书
写过的处女地，贫瘠而荒凉。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却孕育着
一个关于坚持、选择和爱的故
事。作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起笔，以胡来早为主人公、其
他三个姑娘为衬托，通过描述
其家庭变化、个人磨难、情感
经历、村庄变迁，展现出乡村
女性在逆境中的坚强与勇敢、
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同
时，也表达了霍林河畔人民对
盐碱地改良、建设新时代新农

村的坚持和勇气。这部作品东北气息浓重、视角独特、人物众多，
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也是吉林西部人
民真实生活的写照，更是一部展现中国农村巨变和乡村振兴的叙事
长诗。

《望海潮》 是实力派作家
萧耳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小
说由上卷 《朵小姐》、下卷

《去海边》 和番外 《蟋蟀记》
组成，讲述了出生于浙江三门
农村的女主人公何朵朵一路成
长的故事。这是一部女性从迷
失自我到重建自我的个人精神
成长史，也是一幅地方百姓生
活图景的呈现。所谓“望海
潮”，就是只有经历风暴后，
才能获得生活的饱满与宁静。

《草木志》 是著名作家老
藤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
长篇小说。本书围绕由清代驿
站演变而来的村庄——墟里村
的振兴发展，讲述了“我”、
邵震天等人在乡村振兴战略引
导下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的故事。他们大力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驿站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

“ 驿 路 · 遇 见 ” 文 旅 融 合 项
目，终于让该村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并走上了富裕之路。小
说具有浓郁的东北边陲地域特

色，在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中探求艺术新质、更新叙事经验，体现
出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这是著名作家杨少衡潜心多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全书以
悬疑推理的叙述方式精彩讲述了
祖孙两代共产党人接力建设国家
的奋斗故事：祖父庄翔深入敌
营，潜伏多年，出生入死，只为
获取情报，守护新中国的和平与
稳定；孙辈庄承章心有信仰，不
计个人得失，只为民族复兴大
业，助力新时代发展建设。百
年变局风起云涌，人生命运跌
宕起伏。深蓝海水下蕴含着暗
流奔涌的历史秘密，也藏有推
动海洋产业发展的蓬勃力量。

作品紧扣理想信仰，还原历史现场，用扣人心弦的情节和老到精深
的笔力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与绝对忠诚，讴歌了中华儿
女在民族复兴路上的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

《凤凰飞》 讲述了老区人
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立足
农业资源多样性优势，培育特
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建设
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故事，塑
造了一批背景不同、性格迥异
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乡
村大地上的喜怒哀乐和勃勃生
机。年关将至，凤凰村“两
委”和驻村工作队广发“英雄
帖”，号召在外打拼的家乡儿
女回村参与建设。柳家三姐妹
和严庆瑞、严亚宁、张孝哲等
人积极响应，纷纷投身开发热

潮。这些人在各自的人生轨道面临着不同的生活难题，却在乡村振
兴的共同舞台上相互帮衬、携手并进。日复一日，他们不仅获得了
物质上的回报，感情也找到了归宿。

《凤凰飞》
温燕霞 著

《望海潮》
萧 耳 著

《草木志》
老 藤 著

《深蓝》
杨少衡 著

《霍林河的女人》
翟 研 著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说起读书，冯艳平说她要感谢的是

孩子。以前她读书全凭爱好，可以说是
“好读书，不求甚解”。从成为妈妈那天
起，她就开始阅读养育幼儿方面的书
籍。“如果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就和
他一起读书。”近日，冯艳平接受记者
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冯艳平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
2018 年以来，她每年阅读的书籍都
在 60 本左右，起初大多读的是文学
类书籍。她喜欢的作家有张爱玲、迟
子建、大冰、东野圭吾、克莱儿·麦
克福尔……那时她总感觉很多书读过
之后收获不大。困惑、反思后，她觉
得走得快不如走得稳，于是放慢了脚
步。“读书就像用竹篮子打水，看似
没有打回一滴水，竹篮子却在一次次
打水中被洗得干干净净……”一天，
她在读到这句话时，突然醍醐灌顶。

她认为读书就是在涤荡自己的灵魂。
这也是她在读书路上能够坚持下去的
原因。

班里的孩子跟着她也没少读书。
课堂上，为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她
总忍不住分享一些好的文章。带领学
生诵读小说时，读到精彩之处，她故
意戛然而止，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
力，让他们猜测故事的结局。家人也在
她的带动下读起书来——后来，在装修
房子的时候，她唯一的要求是家中必须
装两个大书架。

随着龙凤胎儿女的慢慢长大，周
末她总带孩子到书店读书。陪伴孩子
的同时，冯艳平也有计划地阅读。孩
子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她开始大
量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如 《幸福
从接纳开始》《我的情绪我做主》《爱
的五种语言》等。她说：“读书学习最
先受益的是自己。”通过读书，她学到

了很多沟通技巧，最重要的是幸福感
增强了。读书让她多了平静与包容、
接纳和幸福。

曾有人问她：“孩子要上初中了，
你是怎么做到不焦虑的？”她说：“每晚
睡前读会儿书就可以了。”心情好的时
候，坐在阳台上读书能让她快乐一天；
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学习古人的智慧
沉浸书海，书中的情节会吸引她、感情
会打动她，一切都烟消云散，归于平
静。

冯艳平说，一次，儿子生气的时候
无处发泄，便随手拿起沙发上的一本书
开始读，不一会儿竟哈哈大笑起来。后
来儿子幽默地说：“书是灭火器，能灭
掉心中的怒火，让我快乐起来。”

“努力不一定有收获，不努力一定
没有收获。”生活如此，读书也是这
样。冯艳平说，明白了这个道理，读书
也就变得很有乐趣了。

冯艳平：读书让生活更快乐

■朱世华
平凡的生活中，一本好书就如同

一位智者，让我们找到一处宁静的角
落。我遇到的这本书是《静下来，一
切都会变好》。

《静下来，一切都会变好》就像一
股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心田。这本书
如同一位哲人，从静心的角度出发，
讲述了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保持内
心的平静。它告诉我，静心不是逃
避，而是面对；不是放弃，而是选
择。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
适时地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倾听内心
的声音、感受生活的美好。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置身
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作者用细腻的
笔触和丰富的情感将我带入一个个生
动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

“静”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书中描述
了一个年轻人在职场遭遇挫折后并没
有选择逃避或放弃，而是选择静下心
来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他通过静心
思考逐渐找到了人生方向。这个故事让
我明白，在面对困境时，我们不能逃
避，要勇敢面对。

作者还巧妙地运用各种情境和场

景，展示了静心在不同状态下的重要
性。当愤怒如烈火燃烧时，静心如同一
场及时雨，能让我们冷静地面对问题、
避免冲动，能让我们学会和风细雨地化
解矛盾、避免冲突；当疲惫如潮水般涌

来时，静心则如同一剂良药，能让我们
缓解疲惫、积蓄能量，能让我们在失落
时找到一丝慰藉、充满信心；当取得些
许成绩得意忘形时，静心如同一面镜
子，能让我们看清自己、保持谦逊；当
失意沮丧时，静心则如同一盏明灯，照
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除了职场中的故事，书中还涉及许
多关于家庭、情感、健康等方面的内
容。作者用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情感
展示了如何在这些方面实现内心的平
静。在家庭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沟通和
理解，尊重彼此的感受和需求，营造和
谐美满的家庭氛围；在情感世界里，我
们要学会放下包袱，珍惜眼前人，爱护
真挚而美好的感情；在科学养生上，我
们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拥有
健康而强壮的身体。这些建议不仅具有
实用性，还能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人
和事，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和温暖。

“静心，你会发现生活的另一面正
阳光灿烂、繁花似锦。”这句话宛如一
道光，瞬间照亮了我的内心。让我们学
会静心，让心灵归于宁静，在繁忙的生
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倾听内
心的声音。

遇见更好的自己
——《静下来，一切都会变好》读后

■马 文
最近读了南豫见的长篇历史小说《包青

天》，耳目一新。
南豫见是个高产作家。他以前的作品大

都是对近现代进行深刻反思。他在古稀之年
突然推出一部笔触新颖的通俗历史小说，确
有“吐作春风百种花，吹散濒湖数峰雪”之
雅境！

该小说成功塑造了包拯铁面无私、爱民
如子、大义凛然的形象。从书中可以看出南
豫见对创作艺术规律了如指掌，其在动笔之
前已经意在笔先。据我了解，他为了收集创
作素材，几乎看遍了有关包拯的作品和历史
资料，深刻地挖掘了包拯所处的历史背景，
又探讨了小说的立意，由表及里、由此及
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谋篇布局，不因
袭他人之足迹而独辟蹊径，让包拯血肉丰
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他每天都
与史料为伴。在包拯资料基本满足的情况
下，他并未着急下笔，而是反复研究了多
年：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现这样清明廉洁的
人物？如何将包拯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当
厚重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发生交融和碰撞时，
他由此生发了艺术构思，遂“激动不已、猛
扑上去，紧紧抱住一个鲜活的形象不放”。于
是，一位崭新的包青天向我们缓缓走来。

清代文学评论家袁枚曾指出：“作史三
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南豫见的这部历史长
篇小说足以证明他驾驭史学的深厚功底。

读此书时，我先粗读一遍，再细细品味
琢磨，每次都有不同收获。此外，我还认真
研究了《包青天》的写作方法、人物塑造和
创作技巧，对自己写作水平的提升也大有裨
益。《包青天》具有影视剧改编潜质，笔者建
议将其改编成影视作品，更好地塑造包拯形
象。

让人耳目一新
——南豫见《包青天》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