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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那海风再起》
秦 昊 著

《我偏爱这人间荒芜》
顾桥生 著

《风来自你的方向》
隔花人 著

《硬心肠》
庄雅婷 著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不理想的妻子》
王 欣 著

《青春手记》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这是秦昊的首部文集。他以
温柔又克制的语气将这十来年的
经历、生活和心事娓娓道来，有
迷茫亦有美好，有妥协亦有无
奈……字字情真、句句意切。从
他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
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本适合放
置孤独情绪的文集——在情绪难
以消解的夜晚静静翻阅，徜徉于
他温柔的文字中，是一种难得的
享受。

《我偏爱这人间荒芜》收录
了顾桥生221首落笔生花的原创
现代诗。顾桥生的文字中有自
然 风 景 、 大 地 山 河 、 人 间 至
爱 、 生 活 苦 难 ， 有 思 念 、 遗
憾、挣扎，以及对人生的渴求
和世间万物的眷恋。他写赤诚
热烈的爱，写内心的执着，写
倔强与坚忍，也写脑海中的无
边旷野。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
张力，富有灵性。

本书是一本超级治愈的诗
集。作者以小狗的视角描绘人
类世界。在小狗的眼里，这个
世 界 是 温 馨 且 美 好 的 。 无 论
周 围 的 人 和 事 是 好 是 坏 ， 小
狗 都 有 自 己 的 生 活 哲 学 ， 用
单 纯 善 意 的 态 度 看 待 和 接 纳
一 切 ， 乐 观 又 温 暖 。 阅 读 这
本书，你也能从另一个视角里
收获感动。

《硬心肠》是作家、资深媒
体人庄雅婷的随笔集，呈现了一
个普通人在浮浮沉沉的生活里的
所有心绪，一种与宏大叙事相对
应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现代人
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怎样
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自洽的生活
状态，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很重要
的课题。庄雅婷也借着这些文
字找到了一个解决路径，就是要
硬起心肠守护自己的柔软，进而
才能感受到世界的柔软。

这本小说里没有一位完美的
女性。她们各有各的华彩与高
光，也各有各的软肋与坎坷。最
初虽然怀抱着乐观与自信踏入精
英阶层居住、社交以及购物的圈
子，但几经风雨——有人断臂求
生，有人黯然退场，有人坦然前
行，有人放过自己……真实的生
活、细微的体察、犀利的文风，
一定能让读者产生共情。

■本报记者 陈思盈
“人到中年，孩子外出求学，我的时

间终于充裕了。然而，从忙碌的生活中解
脱出来，心中竟生出些许空虚。在这个短
视频蚕食注意力的时代，我常看着时钟惊
觉：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在指尖划走，收获
却空空如也。”近日，芬芳读书会的发起
人华文菲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读完一本
书，她都渴望与喜爱读书的人探讨一番，
于是心中便萌生了创建读书会的念头。

2024年11月上旬的一天，参加完漯
河日报社举办的采风活动后，文友程慧鸽
邀请华文菲和其他姐妹到家中小聚。书房
布置得温馨雅致，花瓶里的鲜花香气四
溢。华文菲把成立读书会的想法道出，大
家纷纷响应。经过商议，大家决定每周举
办一次读书会、每次共读一本书，相互交
流。每次活动结束前，大家一起确定下次
活动的共读书目；活动结束后，再把各自
的发言整理成文字，由华文菲整理后撰写
侧记，程慧鸽负责制作活动视频。因读书
会成员全是女性，都爱美、爱养花，且都
喜欢周瑄璞老师的小说《芬芳》，经过商
议，最终确定了芬芳读书会的名称。

从举办第一期活动至今，读书会已经
持续了五个月，组织活动十多期。活动开
展以来，成员收获颇多。大家一致认为，
带着任务读书不仅是逼自己一把，还能倾
听不同见解，提升阅读效率。

读书会成员目前共有5人，年龄都在
50岁左右。她们认为，中年是进步的新起
点。只要愿意，生活依然可以充满无限可
能。她们想用行动证明：中年女性的精神
世界应比少女时代更丰富、更动人。“人

到中年，我们愈发相信阅读是永不褪色的
灵魂远行，也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中年
女人更需要在某个周末下午，捧着茶盏与
同龄人聊聊马尔克斯的魔幻里藏着怎样的
现实隐喻，《百年孤独》的宿命感为何让
我们眼眶发热……”华文菲说，读书是她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认为，吃饭穿
衣滋养生命，读书滋养灵魂。若能将二者
完美融合，人生必将更有意义。

读书会成员程慧鸽说，参加读书会可
以得到很好的锻炼。最初，每次活动发言

时她都会紧张。现在，她感到越来越轻
松，体会到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幸福。

读书会成员韩月琴说，越忙碌越需要
为自己找一个出口。每读完一本书，她都
想找个人聊聊感受。读书会刚好解决了这
个问题。

举办第九期活动时临近春节，大家虽
忙着准备过节，但分享读书的热情依然不
减。由于天气寒冷不便出门，她们决定将
读书会改为线上。那次活动与众不同，大
家印象深刻。当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张

一曼的《白菜素面》。程慧鸽在活动随想
里写道：“一曼身上有一种沉静、独特的
气质。这种气质吸引了我，感觉我们内心
深处有某种相似之处。果然，读完她的书
我明白了，我们都内心敏感，不太善于交
流。其实我们的内心是柔软且热情的，并
深爱着身边的一切。”

读书会成员刘洁说，人到中年，容颜
衰老、体力不支等曾让她一度陷入焦虑。
读书会成了她放松、思考和交流的空间。
交流中，她学会了倾听与表达，重新找回
了阅读的乐趣，感受到了成长的力量。

读书会成员王艳敏喜欢做饭、读书和
写作。她说，要把读书当成一味调味料融
入生活这顿大餐，希望做出不一样的美味
佳肴。她非常喜欢读书会轻松愉悦的氛围。
目前，她还在学习怎样拍视频和剪辑视频，
以此记录生活。

读书会不仅是学习知识的课堂，还是
读书“搭子”的灵魂相遇。目前，读书会
成员共读了刘亮程的系列作品、李娟的系
列作品、王剑冰的系列作品及《一句顶一
万句》《人间草木》《额尔古纳河右岸》
《白菜素面》《一路繁花》《情怀乡间》《岁
月的歌谣》等。每个举办读书会的日子，
她们在飘着茶香、花香和书香的午后相
遇，在小而美的环境里让每个生命都能被
温柔承接。程慧鸽说：“愿这里成为一面
镜子，让我们在《活着》中照见坚忍，在
《瓦尔登湖》里觅得从容，用文字的温度
熨平岁月的褶皱。”

“从第十三期起，我们在每期活动最
后又增加了一个环节——读经典，以弘扬
传统文化、扩大阅读面。”华文菲说。

芬芳读书会：用文字熨平岁月的褶皱

■本报记者 孙 震
4月1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源汇

区中等专业学校、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
读书会主办的朱超小说集《扶摇记》新
书分享会在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举行。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源汇区教育局、源
汇区中等专业学校相关负责人及二十余
名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 《扶摇

记》的创作初心、阅读感受等展开热烈
讨论。

朱超是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2009年开始小说创作。其小说集《扶摇
记》共14万多字，收入《美学故事》《怒
火中烧的年代》《河对岸的婚礼》等19篇
中、短篇小说。“创作，就像我们在生活
的湖面上照见自己的影子。其实很多作
者都有一个共识——写作归根结底都是
在写自己。不是作品的内容和情节照搬
现实生活，而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投入
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朱超分享了写作经
验以及《扶摇记》出版背后的故事。

源汇区教育局三级主任科员耿保良
表示，小说集《扶摇记》的出版不仅是
朱超个人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还展现
了源汇区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文化
素养。希望源汇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做
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文学
创作和文化活动中，不断提升文化素养
和综合素质。

源汇区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股股
长张航利认为，朱超的文字功底深厚，
语言优美且富有诗意，描写自然风光时
瞬间将读者拉至空灵之境；叙事节奏张
弛有度，情感的抒发如涓涓细流，在快
与慢的切换中牢牢把控读者心绪。更为
难得的是，《扶摇记》蕴含着对人性、命
运与成长的深度叩问，常能让人在不经

意间收获触动心灵的人生启迪。
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郜秀峰表示，文学创作是校园文化
建设重要的一环。该校鼓励师生在文学
的海洋中探索，通过文字记录生活、表
达情感、展现才华。朱超作为学校的优
秀教师，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
绩。他的小说集《扶摇记》不仅是个人
文学素养的体现，更为校园文化注入了
活力。

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工会主席李冬
梅说，朱超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坚持
文学创作，用文字记录生活，用故事传
递温暖。他坚持读书创作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希望通过这次分享会，能够激
发更多老师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热情，不
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吴继红
说，《扶摇记》的语言很有特色。在阅读
过程中，她觉得朱超的小说语言情绪饱
满、准确且流动性很强，有一泻千里之
感，让整本小说都很灵动。她说，小说
之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
的意思，而在暗示了多少内容、传达了
多少信息。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副刊特约撰
稿人穆丹表示，朱超的小说可谓雅俗共
赏。“俗”在小说开篇简洁明快，叙事节
奏不急不缓、张弛有度，悬念设置精妙

绝伦，还有恰到好处的幽默，巧妙推动
剧情发展；“雅”在注重背景描写与气氛
渲染，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善于
将感官体验通过新颖别致的文字表达出
来。

召陵区作协主席宋守业说，朱超小
说的特点一是素材涉猎广泛，既有农村
又有城市、既有北方又有南方、既有大
学又有职场、既有过去又有当代。二是
生活气息浓郁。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
片段好似我们经历的生活。三是作品构
思奇妙，不落俗套。四是人物塑造丰
满、各具特点。五是情节引人入胜，在
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较为成熟。六是环境
描写优美，散文性的语言增强了小说的
语境美感。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副刊特约撰
稿人张一曼说，《扶摇记》里的叙事没有
刻意渲染，读来让人意犹未尽。《扶摇
记》拥有饱满的情怀，透出作者对生命
的珍视。这份情怀还体现在对女性的刻
画上，读起来让人感受到浓浓暖意。

朱超说，感谢学校领导给予大力支
持，让他能在忙碌的教学之余静下心来
构思、书写那些奇幻瑰丽的故事。是学
校这片沃土滋养了 《扶摇记》的种子，
使其得以生根发芽。他也感谢丛书编辑
和各位文友的鼓励和支持，会带着祝福
坚定地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

立足乡镇校园 守望精神苍穹
——朱超小说集《扶摇记》新书分享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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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 赢
“我从小学就热爱读书。那时候课外

书很少，只有作文书和小人书。从那时
起，我便爱上了阅读，也爱上了阅读给我
带来的内心的宁静。”3月19日，漯河市
中心医院西城分院心理咨询师郎新华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郎新华出生于1977年。从小受父亲
“读书改变命运”观念的影响，加上性格

文静，读书成了她最好的消遣方式。上小
学三年级后，随着识字渐多，作文书和小
人书成了她的启蒙读物。后来，《水浒
传》《红楼梦》 等名著让她初识文学魅
力。初中时，身边的同学大都痴迷琼瑶小
说，郎新华却独爱《简·爱》《复活》等
作品。这些书也为她打开了认知世界的窗
口。读中专时，她在学习之余还大量阅读
茅盾文学奖系列作品，让自己的文学积淀

更加丰富。
中专毕业后，郎新华顺利进入职场，

工作之余仍保持着阅读习惯。或借阅或
购买，她都选择有品质的书籍进行阅
读，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她告诉记
者，读的书多了，她的写作能力也大大
提升，工作和人生都有了新变化。后
来，她通过自学汉语言文学大专、本
科，不断地提升自我，阅读也成为贯穿她
生活的主线。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郎新
华逐渐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阅
读相关书籍。2000年之后，她先后在学校
和私企工作。由于长期坚持阅读，她顺利
考取了教师资格证，这为她日后职业道路
的转变奠定了基础。2019年，郎新华成为
一名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2021年，她入
职漯河市中心医院西城分院，成为一名心
理咨询师。这些职业发展都与她长期阅读
密不可分。

阅读不仅提升了郎新华的职业技能，
更赋予了她应对生活挑战的力量。“读书
让我学会了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跳出狭窄认
知，站在更高的维度去面对。”在家庭生
活中，她从阅读中汲取能量，以积极的态

度经营婚姻。她通过阅读了解婚姻的本
质，参透人生的幸福。同时，她以身作
则，用实际行动为孩子树立终身学习的榜
样，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每当拿到一本书，郎新华都会迫不及
待地认真阅读。遇到精彩段落，她更是反
复研读，思考书中传达的思想、语言组织
方式，并琢磨是否存在更优的表达方式。
文学、哲学、心理学、艺术类书籍，都是
她爱阅读的。

时至今日，郎新华依然保持着对阅读
的热爱，年均阅读量不少于20本。她还热
心地向身边人推荐好书，鼓励大家在书中
汲取知识的养分。工作之余，她潜心写
作，在报刊和自己注册的公众号上累计发
表文章60多篇。近年来，郎新华积极参加
我市举办的各类读书分享活动，结识许多
文朋诗友的同时也拓宽了视野。

郎新华十分喜爱《飘》的结尾处斯嘉
丽的独白：“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阅读，让郎新华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
期许——“阅读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无可替代。手机里的世界很精彩，可它不
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喜悦。那份知晓真理
时的喜悦，只有阅读能给。”

郎新华：阅读赠予我平静和幸福

《青春手记》是法国当代思
想家、文学家西蒙娜·德·波
伏瓦 1926 年至 1930 年间的私人
记 录 ， 包 括 日 记 、 笔 记 、 摘
抄、信件底稿、生活和学习计
划等，共分 7 卷。《青春手记》
忠实记录了她的迷茫和思考、
希冀和悲伤、友谊和爱情，展
现了一名生于 20 世纪初的少女
如何从懵懂、惶惑一步步走向
成熟，成为一名自由、独立、
清醒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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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超所著《扶摇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