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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本 书 以 作 者 在 2021 年 至
2022 年挂职四川省绵阳市北川
羌族自治县期间的亲身经历、深
入观察、深刻思考为主，通过细
腻的笔触和翔实的记录，从个体
的独特体悟出发，融合了人类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全方
位、生动地描绘了北川的历史人
文底蕴、珍贵的民族记忆、波澜
壮阔的地理变迁、别具特色的风
物传统以及日新月异的现实发
展。

《去北川》
刘大先 著

本书以多线叙事书写了四代
人的纠葛、情感和跌宕的命运。
1922 年，潮汕人林汉先、陈洪
礼为了家族振兴一起过番。在泰
国，他们参与华文学校的开办和
潮菜酒楼的运营，私下协助侨领
羽先生投入抗日斗争，自此卷入
时代洪流。多年后，陈家第四代
陈乔峰以及侨四代黄博琳、李启
铭等年轻人，在潮汕老民居相
逢……青年作家陈崇正用饱含深
情的笔墨，讲述家乡潮汕的百年
沧桑，表达了潮汕人深厚的家国
情怀。

《归潮》
陈崇正 著

《芙蓉花开》是陈蔚文创作
的首部少女成长小说，也是“小
白鹤”江西作家书系重点推出的
首部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意蕴丰
富，书写了成长带来的烦恼、美
好，呈现了一幅丰富立体的青春
心灵成长图景。书名为《芙蓉花
开》，书中为铺设芙蓉花香也费
尽心思，使得该作品弥散着淡淡
的芙蓉花香，有着颇为美好的艺
术质地。

《芙蓉花开》
陈蔚文 著

《绣虎少年》 是著名儿童文
学 作 家 汤 素 兰 的 全 新 长 篇 力
作，也是中国首部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湘绣为题材的长
篇儿童成长小说。该书将湘绣
世家的兴衰、长沙文夕大火和
抗战沦陷等历史背景，以人物
回忆的方式穿插在小说中，讲
述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少年的
成长故事。

《绣虎少年》
汤素兰 著

《京西故事集》 是一部小说
集，充满了诗意和哲理。凸凹先
生用他独特的语言，将京西的风
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巧妙地融合在
一起，呈现出一幅幅生动而感人
的画面。这部作品集宛如一幅流
动的画卷，细腻地勾勒出了京西
的风情与韵味。在凸凹的笔下，
京西不再只是地理的标识，而是
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和情感的
精神家园。

《京西故事集》
凸 凹 著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妈妈的剪影》由画家、剪
纸艺术家刘雪纯和图画书作家
弯弯共同创作，是她们母女二
人跨越 30 年完成的一部剪纸图
画书。作品用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剪纸的表现手法，刻画了
一位喜欢弹琴、刺绣、裁衣的
姑娘成长为一位快乐的妈妈，
并和丈夫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

《妈妈的剪影》
刘雪纯 弯 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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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静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翻修老屋时发

现了一本破旧的书。这本书虽然封面已经
看不清楚，但书页中透出的那种古朴和沉
静深深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
与书为伴的生活。

童年的我，大多数时间陶醉在书中那
些五彩斑斓的世界里。我曾跟随海尔兄弟
一起探险，陪伴丑小鸭感受成长的烦恼，
还见证了灰姑娘的幸福结局。这些故事让
我学会了勇敢、善良和坚持，也让我对阅
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安徒生童
话》里感受悲悯与美好，在《格林童话》
中汲取智慧力量……这些经典童话故事，
犹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幼小的心灵。

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接触更多书
籍。从文学名著到科普读物，再到历史传
记，我沉浸在书海中，尽情享受着知识的
熏陶。每一本书都像一扇窗，让我看到了

不同的世界，也为我带来了无尽思考，如
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巴
金的《家》等。我在中外文学作品中畅
游，充分领略文字的魅力，更加坚定了我
对文学的热爱。

我记得读《简·爱》的时候，简爱的
坚韧和独立性格深深震撼了我，让我沉浸
书中欲罢不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让
我深刻体会到人性与爱情的伟大；狄更斯
的《双城记》使我懂得了历史的沧桑与命
运的无常。再后来，我读 《百年孤独》
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让我大开眼
界，那种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和深邃的哲理
让我深深着迷。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也开始尝试用更开阔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读书，对我而言，犹如漫步在百花盛
开的花园中。每一本书，都如同花园中的
一朵独特花朵，散发出不同芬芳。在我看
来，读书是一种生活必需，也是一种精神

寄托。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房间
时，我会拿起一本书，静静坐在窗边，感
受书中的文字和故事。那些文字如同晨
曦，温暖而充满希望，给我带来一天的力
量。美好读书时光如同一幅幅画卷，镌刻
在我心灵深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说：

“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不懈地读书。”这恰
恰说明了读书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只有通
过不断阅读，不断汲取智慧力量，我们才
能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

谈话。”在读书过程中，我渐渐领悟到了
人生的真谛。书中的智慧，让我学会了如
何面对生活的挫折与困难，学会了如何保
持平静心态。我懂得了珍惜当下，感恩生
活，也学会了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他
人。

书籍陪伴我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我深知，阅读不仅丰富了我的内心世
界，更塑造了我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与书为伴，书写
更多属于自己的读书故事。

在阅读中品味书香

■韩月琴
《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的一部长

篇小说，写了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

情经历。王琦瑶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弄堂
女，但她又是不普通的，因为她容颜清
丽、灿若桃花。被选上“上海小姐”
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从上海弄
堂女到某位官员的情人再到普通弄堂
女，40年间，她的命运波折不断。整
部小说笔调冷峻幽默，细腻动人。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它是否
塑造出了丰满、生动、不朽的人物形
象，是判断这篇小说价值大小、成就
高低的重要条件。由此看来，本部作
品里的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无疑是丰
满的、生动的。她像一朵美丽的白兰
花，在岁月的风雨里飘摇。小说中，
有这样一处描写：“白兰花盛开的季
节，满城的花香，每一扇白兰花树下
的门里，似乎都有着王琦瑶的身影，
结果又都不是。那木头刻的指甲大小
的茶壶茶盅也有的卖，用那茶壶茶盅
玩过家家的女孩都是小时候的王琦
瑶，长大就不见了的。”我很喜欢这几

句话。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一个白
兰花一样美丽的女子，倚门而立，笑
靥如花，摇曳生姿。

在王安忆的笔下，正值豆蔻年华
的王琦瑶不仅明艳如花，还聪明有心
计。“其实这一天王琦瑶并非有事，也
并非对片厂没兴趣，这只是她做人的
方式，越是有吸引力的事就越要保持
矜持的态度，是自我保护的意思，还
是欲擒故纵的意思？反正不会是没道
理。”可是，上天并不对谁格外优待，
白兰花一样的王琦瑶也不例外。与几
位男人的爱恨情仇像一根绳子，贯穿
她的一生，也束缚她的一生。她虽然
没有了青春时候的灿若桃花、明艳动
人，但是依然风韵犹存，一举手一投
足无不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韵味来，悄
悄地吸引着阿二、康明逊、程先生、
萨沙、“老克腊”等一众男人的目光。
而她自己，外表看似平静如水，内心
却是浪花朵朵，在默默地比较着、选

择着。但是事情并不会以她的意志为
转移，她视若生命的金条为她招来了
杀身之祸。至此，白兰花一样的王琦
瑶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纵观她的一生，犹如一朵美丽的
白兰花，经历了含苞待放、灿烂无
比、风韵犹存、凄惨凋落四个阶段，
虽说是人生的必然，但也不能不让人
扼腕叹息。我想，如果她在经历风雨
之后能够心如止水、平平静静地过日
子，像花朵一样在风中自然凋落，未
尝不是一种好的结局。可是，我是
我，她是她，她的结局自然符合她的
性格特点。

读书就是读人生，我们从书中不仅
能够学习作者驾驭语言的方法技巧，更
为重要的是能够从别人的故事里读到人
生哲学，感悟到做人处世的真谛，从而
帮助我们为自己的人生旅途清除杂草和
荆棘，避免掉入陷阱和深沟，让我们的
人生之路走得更顺畅。

一朵凋落的白兰花 ——王安忆《长恨歌》读后

■陈猛猛
在新疆，有一个名为阿勒泰的地

方。那里有连绵起伏的雪山、清澈透底
的湖泊、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热情奔
放的多个少数民族同胞。阿勒泰如同一

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静静躺在天山脚
下，等待着有人去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得主、当代作家
李娟，便是那位幸运揭幕者。她用细腻
笔触，将阿勒泰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一
一呈现在读者眼前，绘制了一幅幅鲜活
而富有诗意的风情画卷，充满了浓郁边
疆气息，读来不禁让人心襟荡漾，为之
神往。

“辽远世界的吟诵，阿勒泰精灵的
歌唱。”《我的阿勒泰》记录了作者在喀
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
面，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外
婆随牧民迁徙的日常。每一篇散文都如
同一颗璀璨明珠，串联起一个个动人故
事，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土地，与作
者一同感受那里的风、那里的雨、那里
的人。那里有草原森林、戈壁雪山，有
唱不完的歌、跳不完的舞，还有纯粹又
闹腾的伙伴、作者深爱的妈妈和外
婆……

在散文集 《我的阿勒泰》 中，阿
勒泰的山川河流、草原森林都充满生

命力。全书用生动文字描绘出草原的
辽阔、森林的繁茂、戈壁的苍茫和雪
山的巍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品
深入挖掘了这些自然景观背后的文化
内涵，让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那里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人文
气息。

除了自然景观的描绘，李娟在书中
还记录了许多与牧民们的交往经历。她
将那些陌生而又亲切的面孔一一刻画出
来，让我们感受到那里人们的淳朴、善
良和热情，展现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阿
勒泰。牧民们虽然生活艰苦，但依然保
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用勤劳和智慧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们同李
娟一样，通过养兔子、养马、坐摩托和
越野车等，与大自然建立起深厚友谊。
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对自然界有了深刻
理解和尊重，从而找到了日常生活里与
众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李娟写出了令人非常向
往的生存方式，使久居城市樊笼中的
人们看到阿勒泰荒野上另外一种人

生，令忙着赶夜路的人抬起头发现夜
空中的月亮真的很美。阿勒泰，分明
是作者灵魂的故乡，是其生命中无法
割舍的一部分。

李娟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泉，流入读
者心田。《我的阿勒泰》这本书中有很
多地方的描写触及人心中最柔软部分，
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强烈情感共鸣。比
如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真实人物和生活场
景，无论是当小裁缝、经营杂货店，还
是河边洗衣服的时光，作者都用简单不
造作的语言记录下来。这种真实气息让
读者感受到时光的质朴和纯粹，也使人
明白即使生活有时候充满艰辛，但都要
用保持热爱的方式去拥抱生活，活出属
于自己的别样人生。

“生活的全部意义便是心中那股至
死不渝的热爱，是希望，是等待，是寂
静，是爱。”《我的阿勒泰》是一部值得
一读再读的佳作。这本书告诉我们，无
论身处何地，只要用心去感受、去体
验、去记录，就能够发现普通日子里的
美好与温暖。

充满魅力的风情画卷
——李娟《我的阿勒泰》读后

■李伟锋
翻开杨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我

们仨》，我看到了她对家人的追忆、感
悟，看到了一个爱的家园。

《我们仨》实录了杨绛先生和女儿钱
瑗、丈夫钱钟书一家三口的故事。杨绛
先生是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在 《我们仨》 中，她举重若轻，用优
雅、克制、深邃的文字，表达了对丈夫
和女儿的深情。

一家三口，在静好里欢喜相聚，在
流离中相濡以沫。他们三餐四季，携手
并肩，不畏路遥跨越千山万水。岁月风
云，苦乐年华，庄子梦蝶，梁祝化蝶，
扇动烟火之外的翅膀。在杨绛先生的家
——这小小宇宙里，家人可亲，灯火温
馨，世人的愿景成了实景。这个家日日
有暖、有趣、有笑、有书香、有饭菜

香……这不就是世人眼中一个家的理想
模样吗？

一家三口，呈现了相处之美。“我们
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
纯。”这个家真是芝兰之室。钱钟书严谨
风趣，杨绛温和睿智，钱瑗活泼俏皮。
书中，钱钟书和杨绛心有灵犀，琴瑟和
鸣，彼此关照扶持。杨绛的理解包容，
给钱钟书带来安宁。钱钟书以深爱以才
华为这个家增添光芒，成了女儿最好的

“哥们儿”。梦里依稀慈母泪，杨绛对钱
瑗的爱与教育，使钱瑗独立自信。他们
正直、温情，是彼此的家人，还是彼此
的朋友。

一家三口，是三个独立个体。家里
三张书桌，一人一张，钱钟书读书写
作，杨绛读书翻译，钱瑗读书教学。这
真是黄金组合，是优秀和优秀的遇合。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
从容……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
系。”行者无疆，精进修行需不断规划、
提升、重建自我。“人虽然渺小，人生虽
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
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杨
绛、钱钟书、钱瑗三位学者确实这样。
他们仨锁定目标，在各自专业领域深耕
不辍，展现了非凡才华和敬业精神。

家人在，爱意在。杨绛一家三口
有情有趣，共同筑就了这样一个爱意
殷殷的家园。人们羡慕杨绛一家，羡
慕他们仨相处的融洽，羡慕他们仨满
腹的学识，羡慕他们仨彼此的牵挂，
更羡慕他们用爱筑就的家园。人们对
他们仨的这份羡慕，其实也是对亲情
的尊重、珍视，对自己家人和家庭的
情感投射。

爱的家园 ——读杨绛散文集《我们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