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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圆圈正义》
罗翔 著
推荐理由：作者在该书中运用

特有的坦诚、自省而尖锐的笔调，

探讨了法律、正义、道德、权力的理

念与现实、分析了如张扣扣案、莫

某纵火案等社会热点案件、分享了

自身求学经验和对人生的思考。

该书不仅启蒙读者法律意识和法

治观念，更在于帮助读者理解法律

背后更深层次的价值基础。

《时间是绝对的妙药》
蔡澜 著
推荐理由：作者为人幽默风

雅，以鲜活、生动的文字讲述他的

所 见 所 闻 ，与 读 者 分 享 他 的 识

见。他说：“为了喜欢写而写，才

是一个真正的开端。除了文字之

功，还要够真、够坦白。”一篇篇的

小品文，真切动人，令人感到趣味

盎然，惭惭地，便会感受到一点一

滴的生活哲学从文字中渗出来。

《养月亮的小孩》
李学武 著
推荐理由：此书是在 21 世纪

背景下，对以“月球”为题材的科

幻叙事的新探索。书名“养月亮

的小孩”以“月亮”和“小孩”为核

心 意 象 ，传 递 出 迷 人 的 童 话 气

息。月亮被“养”，且被“小孩”所

养，既有悬疑之感，也有反思之

力。

《文学的味道》
石华鹏 著
推荐理由：作者在序言中表

示，合格的文学编辑当是合格的读

者、理想的读者。他日日读，月月

读，与古、今、中、外的作品相遇，与

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作品打交

道，读多了读久了便生发出一些想

法，他把这些想法毫无保留地用自

认朴素、准确的话语表达出来，便

成了所谓的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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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好看的小说，首先想起《西游记》，一方面是因

为孙悟空太过令人喜欢了，另一方面，也实在是这部小

说真得很好看。

严格说起来，我说的好看的《西游记》是少儿版。

第一次读的时候，是在小学二年级。这个少儿版，高手

改编，文字插图内容都相当有质量。书中那个金光灿

烂的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足踏步云履，身披黄金甲，

手持金箍棒，站在花果山上，面对十万天兵天将，仰天

大笑的样子，是大圣给我最初的印象，也是最终的。这

个画面，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忍不住咧嘴大笑，心头畅

快无比。长大以后，断断续续地看了三五遍原版，却觉

得书中的孙悟空不是自己小时候认识的齐天大圣。

与《西游记》类似的，有本《封神演义》，情节单调，

人物刻板僵化，比起《西游记》自然差了一大截。但是

书中奇思妙想甚多，那千奇百怪的法宝、坐骑，是一大

大的亮点，看起来很是热闹。

我读这书的时候，念小学四年级，每天沉浸在书中，

与小伙伴们比较混元金斗、定海神珠、诛仙剑等哪个法宝

最厉害，五色神牛、风烟兽、大黑虎等哪匹坐骑最威风；津

津乐道雷震子的翅膀，杨任的眼睛，土行孙的地行术，杨

戬的七十二般变化，哼哈二将的哼哈奇功，魔家四兄弟的

四件宝物等等；更要拉开阵势，比较一番十绝阵、万仙阵、

诛仙阵等阵法的优劣。每日里谈来论去，乐在其中。

初一年级，接触到凡尔纳的幻想小说。第一本看的

是《气球上的五星期》，第二本是《八十天环游地球》，而后

一发不可收拾，把当时国内翻译过来的都看遍了。最喜

欢《神秘岛》《海底两万里》《格林特船长的儿女们》这三部

曲。凡尔纳在一百多年前写的小说，其中很多事物在当

时全部算是幻想，一百多年后，当年的幻想不少成了事

实，比如说潜水艇、比如说登月、比如说无线电等等。

高中的时候，喜欢看《简爱》和《呼啸山庄》。《简爱》

对我影响之巨，一言难尽。而《呼啸山庄》，内容记不大

全了，但读完这本小说时候的心绪现在还能清楚地呈

现在眼前。那是六月的一个傍晚，我在教室最后一排，

看完最后一页，合上书，靠在墙壁上，阳光斜斜地照在

书的封面上。希斯克利夫无望的爱情和近乎变态的报

复，令我，在初夏的夕阳间，感到阵阵悲凉。

还有两本外国小说，也是好看得不得了。一本是

《教父》，同名电影大名鼎鼎，是经典中的经典。实际

上，小说写得更精彩，翻译的也好。每隔一段日子，我

总会有意无意地拿它出来，从头到尾看一遍，每一次都

是一字不落地看完，每一次看完，似乎都能得到一种力

量，心境也能沉稳下来。黑手党教父的故事，带来的全

是正能量，这真是奇怪的阅读体验。

另一本是《三怪客泛舟记》，从来没有一部小说，能

带给我那么多的快乐。这部小说，让我从头笑到尾。

常常是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笑上半天，才能

继续看下去。这本快乐的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竟

然没有买到。一直到网上购书成为潮流，才在亚马逊

上找到了电子版，购买到手，迫不及待地浏览了一遍，

虽然开心依旧，却没有了当年的开怀大笑。那一刻，竟

然有些遗憾，好像一个珍宝失掉了。

再后来，看到阿西莫夫的《基地》，被他笔下恢弘浩

瀚的银河帝国所震撼。看完《基地》系列全套 7 部，根

本不过瘾。想方设法将它的姊妹篇《钢穴》系列、《机器

人》系列也收罗在手，废寝忘食地看完后，又找出《基

地》重温。厚厚的十几本小说，一口气又看了一遍，依

旧意犹未尽。真希望阿西莫夫复生，继续讲述银河帝

国的故事。

因为，实在是好看极了！

“希望同学们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多给生活‘留

一点白’，抽出时间多读点‘无用之书’。”日前，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 2024 年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该校校长的

一段讲话引发关注和深思。

所谓的“无用之书”，通常指那些在短期内看似与

实用技能或专业知识获取无直接关联的书籍。很难在

短期内带来技能上的提升和经济上的改善，也很难解

决当下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难题。“无用之书”包括文

学类、史书类、生活类、励志类、自然类、历史类、地理类

等等。看似与专业无关，却是人生修养的必需，视野扩

展的必需，思维开拓的必需，知识沉淀的必需。文学艺

术，让你灵秀，敏感，永葆对生活的热爱热情；历史地

理，让你对山岳河流心生敬畏，谨言慎行；人文哲学，让

你富于思辨，考虑事情日趋周密严谨；自然科学，让你

融类旁通，研析人与自然相处之道…… 无数伟大的科

学家艺术家，无不是全才通才巨才，为我们树立博古通

今，学贯中西，卓尔不群的典范。世上本无“无用之

书”，一切人类智慧的结晶，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令

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阅读与学习，如若以有用与无用划分，则未免狭隘

短视得多。丰厚的文学、历史、地理、民俗等知识，丰富

你的精神世界，加深你的人生体验，使你的专业边界越

来越宽广明朗，你的专业深度越来越探微知著，收获自

然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无用”之识助力“有用”之长，让

“有用”卓有成效明效大验。一个眼界不广的人，看不

长远走不长久；一个心胸不宽的人，贪小失大舍本逐

末；一个见识浅薄的人，抽襟见肘难以为继；一个浮而

不实的人，基础不牢难以精进。以前有信奉“读书无

用”论者，不学无术浑浑噩噩，其结果自然是被时代所

淘汰；现在有遵从“与专业无关”论者，走不出小圈圈小

天地，结局难免事倍功半。

“腹有诗书气自华”。“无用之书”看似无实用功效，

但日积月累，你会发现，你的独立人格，你的独特思维，

你的独树一帜，你的匠心独运，正来源于你的博览群书

学富五车、满腹经纶。

所谓“无用”实则大用特用长用久用也。

好看的小说好看的小说
□□ 李牧李牧

李峰，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汾阳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汾阳诗歌协会主席。
2018年被评为“汾阳人民
作家”。曾任中共汾阳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汾阳
市广播电视台台长。主
要著作有：《李峰文集》、
诗集《一种比疼还痛的闷
热》《装在陶罐里的春天》
《李峰诗抄》《我是我的仇
人》、《月季庐诗草》、《你
成 了 我 心 中 的 一 个 符
号》，散文集《白菜花》《西
河走笔》，艺文集《窥艺小
稿》及中短篇小说集《湿
热的风》。作品《黑色三
月》等三首被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评为一等奖，作
品《春天的抗击》被全国
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中国新闻社评为二等奖，
作品《鹤壁（组诗）》在第
六届“中国诗河·鹤壁”全
国诗歌大赛中荣获优秀
奖。

如果从大学读书时期算起，迄今已经四十多年过

去了。这么多年间，书、读书，应该说，就是我生命的一

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的生命中剥离出

去，包括快乐、痛苦、疾病。一路走来，不离不弃。

高中之前的读书，主要以课本为主。那个时候，看

别的书，老师和家长都会说成是“看闲书”，不务正业。

高中之前，我是不看这些“闲书”的，1978 年读到高中

后，由于我酷爱文学，便开始读《谁是最可爱的人》《白

杨礼赞》《团泊洼的秋天》《我爱这土地》，还有碧野的一

些精短散文。诗歌主要是《唐诗三百首》中李白、杜甫、

白居易、岑参、王之焕等的一些唐诗。现在看来，这些

都不能算是“闲书”，而是课外读物。对我后期大量写

作散文和诗歌，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我利用早晚课

间时间，捧着书，就在校园里，一个人背诵这些散文和

诗歌。记得有一次，学校在图书馆组织全校学生背诵

比赛。每个参赛的学生，把自己背会的诗文，列个目录

出来，交给组织者，然后，由组织者随机抽背。我记得

我列了 20 余篇散文和 100 余首诗歌，供组织者抽背。

那次比赛，我得了第一名。那时，对“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而且，至今我

也认为，在高中之前的读书，必要的“死记硬背”，是一

定需要的。那是一个读书的启蒙和基础阶段，熟背一

些经典诗文，大有好处。

在山西大学，我念的是中文系。这个时期的读书，

刚好与高中相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本里的东西，

仅仅是一些提纲性的内容，更多的需要大量的课外阅

读。这期间，图书馆借阅，是一个方面，而有一些更新

更前沿的书籍，要不断地在新华书店购买。那时，每到

快放假，我就列出一批图书，提前到图书馆借出来，装

到一个很结实的绿帆布大提包中，带回老家，供假期阅

读，收假时，再提回学校，还给图书馆。平常在学校，我

就隔三岔五跑新华书店，挑自己感兴趣的书，去购买。

那个年代，我每月的助学金是 12 元，父母从家里再寄

20 元补贴。因此，要买很多的书籍，就必须省吃俭

用。现在，每每看到那时候买的那些书籍，就有一股说

不出来的滋味。有时候，为了省从山西大学到五一广

场的往返电车费 3 角钱，我从早上七点，就开始步行，

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书，来回 30 多公里，买到一两本

自己喜欢的书时，再苦再累，也就无所谓了。

那时候，我喜欢的书，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文学

书籍，包括文学名著，文学理论与批评；另一类是美术

方面的。这是由于我从小就喜欢绘画的缘故。至今，

我的书柜中，还藏有早年的很多《美术》《连环画》杂志，

也有李若禅、徐悲鸿、王式廓等的不少画集。平时，随

手翻一翻，还能想起我背着画夹，画速写、画素描的情

景。因为喜欢绘画，便酷爱艺术。大三时，我的选修课

是美学。这门课既是中文系的课程，也是美术的近

邻。因此，在这方面，我买了朱光潜、李泽厚、宗白华等

美学大师的很多书籍，现在读来，仍很受用。工作之

后，由于我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自然对文化方面的

书籍，也就情有独钟。这些年间，也买了不少文化，包

括民俗、非遗等方面的书，用来研究和指导我所从事的

工作。

我买书，除了到当地的新华书店买之外，每次出

差，只要有时间，都要在机场、动车站的等候区，寻找书

店、书屋，这些地方的图书，比较新，而且，大多能引起

人们快速阅读的欲望。很多大家的随笔、散文集，比

如，贾平凹、冯骥才、丰子恺、汪曾祺的，我都是在这些

地方买的。买来之后，立即拆封，边等候边阅读，登机

或坐上动车后，继续读。有时候，到下机或下车时，一

本书就读完了。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个

大城市，一定要寻找一两个大型书城，一逛就是一个上

午。有一次在杭州一个书城，挑了很多喜欢的书，实在

提不动了，便让书城工作人员，给我快递回去。我出差

人还没回去，书就已到家了。西安有个言几又书城，因

我在西安居住时间比较久，便在言几又书城，办了个会

员卡，并充了一些钱。这个书城豪华气派，我看见，有

不少年轻人，还在里边拍婚纱照。最关键的是，在言几

又，有一个很大的诗歌读物专区，我每次来，都要搬来

一个木头梯子，从上看到下，从中国诗歌看到外国诗

歌。可惜，那个豪华的言几又关闭了，而我的充值卡里

还有些书钱。关于买书，就像淘古物，有的时候，也得

淘。在北京，我就常去潘家园，在那里淘自己喜欢的书

籍，还有一些文人手稿、信札。在我眼里，能淘到一本

好书，远比买那些瓶瓶罐罐要更有兴趣，更高兴得多。

有时候，我也在地摊上淘书，只要是地摊上卖书，我都

要蹲下去，看很久。有一次趁女儿在西京医院候产，我

便溜出去，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地摊上，淘的一本《启功

给你讲书法》，2折价，很划算。还有一次，在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门口，淘的一本研究生读过的书，美

国拉塞尔.H.康威尔的《羊皮卷》，或许它的主人是看过

不需要了，或许是要回老家，要把旧书卖点钱。这本书

里，在许多文字的地方还划了很多横线，空白处，还写

了眉批。这让我很欣喜，一来，我买了它，就为这个研

究生，把旧书变了现；二来，我还可以，从这些划横线的

地方，和眉批中，看看现在的研究生在关注什么，他们

的观点是什么。当然，也有淘走眼的时候，比如，盗版

书。不过，无妨，既是盗版，说明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

价值，摘主要的看看也可以。盗版书也是书，肯定不是

毒草。

书是越买越多，越看越舍不得丢弃。书需要管

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学着学校图书馆的做法，用口

取纸，给它们编了号，分开大的类型。每一本书上，都

有标志、编号，并且，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做了索引，俨

然像一个小小的图书室。需要时，按图索骥，从书柜中

取出来，然后，用完再放回原处。我的大学同窗好友张

琰光先生，还为我专门刻了一枚“李峰藏书”的专用章，

我把每本书上都摁了一个章子。一来是证明这本书是

我的；二来呢，如果有人借阅了，一看扉页的章子，也能

记得还给我；第三，我把管理这些图书，也看做是一件

雅事。一个文人有什么呢，不就是那些书嘛。再后来，

书太多太杂人也太忙，事也太多了，给书编号、摁章子

的事，也就没坚持下去。这个也好，凡事留有余地，引

出个道道就可以了。书还要买，等藏的更多的时候，等

我更老的时候，此事自然有人续上。

书房是文人的精神客厅。就像人要有居所一样，

书籍也要有它的安身立命之地。二十多岁刚结婚的时

候，为方便夜间读书，我就把床头上，做了一个小书橱，

大概能放下四五十本书。睡觉前，取两本读，夜间醒

来，也方便取书看。另处，还有一个小书柜，立在沙发

旁。之后的这么多年间，书越买越多，当然，也有文友

赠送的。没有地方放的情况下，我就只能把它们分别

装在几个纸箱子里，塞在床底下。用的时候，再拖出来

找，很麻烦。直到 2000年，我在政府分得一套 150平方

米的小二楼后，才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小

书房，大概也就是十个平方左右。小书房建成后，我把

那些床底的书，都捣腾出来，装到书柜里。从此以后，

我的那些书，就算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心也就踏实下

来。之后，女儿出嫁了，又腾出了一间房子。我就把女

儿的那间房子，彻底改成了一间单独的书房。我把书

房换了断桥窗户，铺了木地板，又花了 4.8万元新买了

一套红木书柜、书桌。这样，在我的小二楼上，就有了

两间书房，一间主要藏书；另一间既有书柜，又有书桌，

主要供我看书、写文章、喝茶。这么多年间，我把我的

藏书，全部分了类，分别装进了不同的书柜里，透过

书柜上的玻璃，一看便一目了然。同时，我还专门

辟出了一支书柜，专门摆放我自己的著作、我自己

发表过的诗文的杂志和报纸。看着我写下的那么

多的诗歌和散文等文字，我想，这些小成绩与我的

书、书房是分不开的。这些书，就是我的另一个生

命，书房一定是我的精神客厅。每天清晨，我会泡上

一杯龙井茶，坐在我的书桌前，摊开一叠稿纸，书房窗

台上的文竹、兰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推开窗，能听到

布谷鸟的鸣叫。唯有此时，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干净，

我的文思，是那么的敏捷。真的，只有端坐书房，我的

眼前，才是一片美好。

不读书使人面目可憎，这话说的有些极端，但，我

一直很喜欢。现在，如果和我这个又老又丑的文人，谈

一点气质的话，也只有读书这件事了。为了不至于生

活得太面目可憎，我还得继续独拥书房，读书、写书。

二0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月季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