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期）

2024年8月19日 星期一 电子信箱：llrbzhjb@163.com 3

好书推荐

《我们仨》
杨绛 著
推荐理由：此书是钱钟书夫人

杨 绛 撰 写 的 家 庭 生 活 回 忆 录 。

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

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

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

去四年后，杨绛在 92 岁高龄的时

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

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人间滋味，温暖可期》
李敬白 著
推荐理由：本书作者凭借对

维扬文化的特有偏爱和研究感

悟，对地方饮食进行了细致梳理，

用韵味无穷的笔触带领读者去寻

找温暖和美好。当美食遇上文

字，我们不仅可以全面感知饮食

的色、香、味，还可以努力地去探

寻美食的艺术价值和人文积淀。

《边城》
沈从文 著
推荐理由：青山碧水间悠悠

来去的渡船、天真烂漫的少女、淳

朴一如世外桃源的小城，小说在

此背景上悠悠讲述了爱别离、求

不得、生死两隔、相思不相见的故

事。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将全文

精巧的结构概括为：“这不是长

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罗布泊的孩子》
徐鲁 著
推荐理由：该书以孩子的视

角，讲述“两弹”元勋鲜为人知的传

奇故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科

学家们在罗布泊沙漠深处，为新中

国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忘我工作，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终于成功研制

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祖国上

空升起了震惊世界的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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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读书我心目中的读书

□□ 梁镇川梁镇川

多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读好书
□□ 王雅妮王雅妮

我喜欢读书吗？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

还没等想出个确切答案，思绪却不由自主地跑到了

一位姑娘那里。她是高三时住在我下铺的一位室友，也

是一个读书的狂热分子。狂热到哪种程度呢？距离高

中毕业整整十年了，提起她，我最先想到的不是她的名

字，不是她的样子，而是她关于读书的一些“糗事”。因

为在自习课上看课本以外的书，被老师没收了好几次之

后，晚上的被窝又成了她读书的新阵地。每当宿管阿姨

查寝结束，她总要钻进量身打造的“小天地”里看会儿

“闲书”，名著、杂志、言情小说，她什么都爱看。就这样，

一支手电筒照亮了白雪少年浇不灭的读书热情。

后来，我也见过许多爱读书的，有整日泡在图书馆

的同学、朋友，也有走进书店偶然发现的陌生人，虽无

心花时间琢磨他人，但其在地上一坐几个小时专注读

书的身影实在明媚动人……

在他们面前说自己喜欢读书，我多少有点儿惭

愧。即使暂且不想打着手电筒看书对眼睛的伤害，那

可是睡眠极度紧缺的高三时期，学不会的数学题都舍

不得占用睡觉时间，更别提课外书了。

本科到硕士的七年，文学成了我学习的专业，与之

前零零散散的闲读相比，这时候的读书多了一分酣畅

淋漓和情非得已。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

读书上，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小说、戏剧、

诗歌，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好多人不免投来羡慕的目

光，读书人是世间的幸福人，时至今日我仍为当初选择

汉语言文学专业而暗自庆幸，是它让我稍稍体会到读

书人内心世界的浩瀚充盈。

回想自己读过的作品，大部分故事、情节已淹没于

时光的巨大沙漏中，但看书过程中某一刻的心灵触动

却历久弥新。我记得读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对安娜

悲剧结局的长久共鸣，像她那样炙热勇敢、孤身反抗时

代的女性，卧轨或许是无可更改的命运。读《霍乱时期

的爱情》，我感受到主人公五十多年的惦念是真，七十

多岁的心动也是真，却一直不能理解为何在如此伟大

的爱情里，爱与背叛会同时发生？我还记得在图书馆

读《寻找母亲》《云边有个小卖部》时忍不住泛红的眼

圈，总是习惯把至亲的陪伴和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等突

然有一天失去了方知永远，于平凡的细微处学会珍惜

身边人，才是生活给我们预设的答案……

随心所欲式的阅读往往让人乐在其中，然而当读书

遇上写论文、求学位，还是不得不感叹一句：自由与约束

相辅相成，就像精装的书籍下同样少不了“毛坯”的人

生。研究生的课堂六七个人，两三个小时，大家共同探讨

一本书、一个作家、一个时代，发言交流自己的想法成了

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每个人还能轮上两三回，谁课下

不好好读书，课上必定尴尬。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书，为了

面子也得硬着头皮往下读，有时候越勉强自己越痛苦。

如此看来，对读书，我既做不到甘之如饴，又做不到

废寝忘食，那怎么能称得上热爱呢？热爱应是不受外界

因素干扰的纯精神享受，读之前不会想它能给你带来什

么，只要翻开书便能获得满足。与这种超然的读书境界

相比，我的阅读状态不免显得本末倒置。迫于学业压力

也好，打发闲暇时间也罢，这些年我认认真真地读过一

些好书，切实体会到了它们公平给予每个人的精神滋养

和向上力量，这正是我所需要和渴望拥有的，也恰是因

为每一次的用心阅读都能得到书籍的馈赠和礼物，我对

它的依恋程度才得以在不知不觉中与日俱增。

现在逃离了课堂的束缚，没有了老师的鞭策，我依

然会时不时地买书、看书、写读书笔记。偶尔品读经典，

偶尔跟风阅读，虽做不到每天读书，但若隔几天不读就

会觉得心里少点什么。谈到这里，总算对开头抛出的问

题有了眉目，原来读书于我而言，无关热爱，它已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纵然琐碎常有、诱惑不断，但我却习惯了捧

起一本书，寻找内心的从容坚定和一方净土。

热爱与否，无关紧要，保持一颗想读书的心，再加

些实际行动，想来就是不错的。

要多读书还是读好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两者

并没有什么孰轻孰重，而是相辅相成的。

换句话说，多读书是基础，而读好书是提升，二者

并不矛盾。

读很多书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的意义在

于，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广泛的视野和更多的信息，有

助于构建起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可以让我们接触到

不同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有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

力。但也有人发出质疑：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

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过平凡的人生，

何苦折腾。读书的功效不在一时，而在于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正如锻炼与不锻炼的人的差别，不在于一朝

一夕。多读书与少读书的区别也一样，在于日积月

累。从来就没有白读的书，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浏览

过的每一段文字，都会融入我们的思想中，终有一日，

它会在某一个场合帮助我们表现得更出色。书读得越

多，心胸越大，视野也就越宽。所谓“腹有诗书气自

华”，正是这个道理。

而读好书，则强调对某一领域或主题深入理解，

通过高质量的书籍获取更为深刻的知识和见解。一

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选择“读好书”也就意

味着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那些被广泛认可的经典之

作或者对个人成长最有帮助的书籍，让我们成为更

好的自己，也就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

思想。

读书是一件很好的事。尽量多读一些书，要读一

些好的、有用的书。一方面要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书

籍，只有涉猎广泛，能读的书多读一些，才能不断丰富

我们的知识库，无论是增加谈资，还是提升专业素养，

以及指导写作，都有积极的意义和诸多好处；另一方面

也要有选择地读一些经典和高质量的好书，以确保自

己获取的信息是有价值的。这样既能保证知识的深度

也能兼顾广度。

总之，读书到底有多好，读书的人才能体会到，才

有发言权。多读书，读好书，与朋友们共勉。

无关热爱无关热爱
□□ 焦晓宇焦晓宇

梁镇川，男，1943 年
生，山西省孝义市人。山
西大学中文系毕业，主任
记者职称，中国戏剧家协
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
会员，荣获“吕梁人民艺
术家”称号。编创的戏剧
作品有《杏花酒翁》《深宫
怨》《山溪之歌》《牡丹情》
《阴差阳错》《如此亲人》
《风 流 三 部 曲》（与 人 合
作）等，多次荣获国家、省
级奖励。出版著作有《这
方土地这方人》《风流三
部曲》《红枣赋》《亦凡斋
戏稿》《鉴古察今录》等十
余部。古诗、词、曲、赋作
品，入选《中华诗词十家
诗选》《吕梁作家文丛诗
歌卷》，主编《当代吕梁英
雄传》《吕梁地区 50 年优
秀文学艺术作品选》，主
撰《吕梁文学艺术大系总
论》。

应该说，我马马虎虎也算得上是个“读书人”。虽然

没有读出个“所以然”，也没有读出什么大的名堂来，但

终归是“书”陪伴着我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苦乐人生；不是

读书，怎能列入作家、艺术家、剧作家、文化人之列呢？

从幼年认字始，经小学、中学、大学毕业，都是一门

心思地读课文、看书藉，青灯黄卷，寒窗苦学走过来的；

从学校到机关的三十多年，也基本是从事文秘、新闻、

宣传、文化工作，成年累日与书籍、文字打交道，可谓结

下了不解之缘；退休二十多年来，更是别无它务，办杂

志，写文章，编戏文，咏诗词，研究孝义文化，出版有关

著作，整天舞文弄墨，乐此不疲。说我是个“书迷”、“文

痴”，真也当之无愧！

凡说到读书，人们往往会和“书呆子”、“百无一用

是书生”联系起来。我却不以为然。就我的读书人生、

文化人生、戏剧人生看来，还真是读书而不呆，读书派

上了大用场哩！

一

读书，是人生道路上走出困境、平步青云的“云梯”。

人生的道路，总是布满荆棘、遍地坎坷的，而披荆

斩棘、化坎坷为平途的“万能工具”是读书：是靠读书积

蓄的智力和能力，是靠读书凝铸的基力和厚力，是靠读

书修炼的耐力和恒力，走出困境，犹如攀登高山的“云

梯”，平步青云，级级登峰。

当我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刚刚毕业，在滹沱河滩泥

里水里种水稻的时候，是一则刊登在《河北日报》头版

头条的新闻特稿，使我从风吹日晒的“广阔天地”，进入

解放军团部机关，成为“大学生再教育办公室”的学生

干事 。

当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埋没在左云县深山沟七

年制学校里当工分加补贴教师的时候，是读书积累文

化知识，是读书练就的写作能力，是读书修养的应变能

力，使我崭露头角，小有名气，而进入左云县委机关，从

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一名普通干事，到左云

县委新闻科长，到孝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以至吕梁地

委宣传部副部长、吕梁行署文化局局长，每一步提拔

重用，都是靠读书所凝铸的“真本事”换来的。即以从

孝义县委上调吕梁地委来说，是一部电视剧《山溪之

歌》，使我进入了时任吕梁地委书记的视野。为组建吕

梁地委通讯组（新闻办公室），他三令五申，执意要调我

上吕梁山。想想，没有《山溪之歌》的小有名气，哪有提

拔一说？而不读书，写不出电视剧来，又哪有《山溪之

歌》的轰动一时呢？

二

读书，是人生道路上纵横驰骋、卓有建树的“基

石”。

人的一生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没有

博览群书的扎实积累，恰如建筑高楼一样，要不就是

破砖烂瓦，不是高层建筑的材料；要不就是只建三两

层，便因根基不牢固而停顿，很难直耸云天，成就—幢

巍峨的大厦。

为什么有的人平平淡淡、庸庸碌碌了此一生；为

什么有的人走着走着便裹足不前，难以为继；为什么有

的人写着写着便江郎才尽、偃旗息鼓；为什么有的人家

财万贯，却为富不仁、身败名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没有读好书、没有多读书或没有继续读书，是一条

根本原因。

世事是纷繁复杂的，工作是困难百出的，事业是非

知识技能不可成就的，成功是智慧和勤奋凝成的。不

读书，没知识，没有“一万个小时”的修炼，何以应对？

就拿我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来说，不读书，不与时

俱进地学习，不适应各行各业地学习，根本难以胜任，

难以驾驭。新闻记者，既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政策理

论水平、社会活动能力；还得熟悉工农商学兵各行各

业，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得具有敏感的洞察力，能

在诸多事件中敏锐地发现新闻，能在平凡琐碎的工作

中发现闪光点；更为苛求的是，新闻稿件必须以独特的

角度、新颖的观点、简洁流畅的文字、最快的速度写出

来，才有可能见诸报端。谈何容易！如此难以胜任的

工作，我却一干就是二十年，而且报纸、电台、电视台

连篇累牍地发表，屡屡受奖获誉，每每因此而得到认可

重用，原因何在？读书积累，勤学苦练使然也！

三

读书，是人生道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

在人一生的工作生活中，读书不是浅尝辄止、蜻

蜓点水式的浮躁行为；也不是一蹴而就、敷衍了事式

的间断行为；而应该是手不释卷、久久为功的持续行

为，心领神会、深钻细研的积累行为。“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日积月累，方

是人生广鉴的源头活水，方能鉴映出天光云影、多姿多

彩的人生画卷。

我是一个编剧写戏匠人，始终牢记着清代大戏剧

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的：“能于浅显处见才，方为

文章高手。”然而，如何才能使文辞达到“于浅显处见

才”，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境界呢？捷径没有，多读

书，多学习，勤学苦练，融会贯通，熔炉凝练，出神入化，

才是语出惊人的唯一途径。正如李渔大师说的，“若论

填词家（即剧作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

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

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

之中。至于形诸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亦偶

有用着成语之处、点出旧事之时，妙在信手拈来，无心

巧合，竟似古人寻我，而非我觅古人。此等造诣非可言

传，只宜多购元曲，寝食其中，自能为其所化。”真是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信手拈来，无心巧合，为其所化的金

科玉律，经验之谈啊！

当然，李渔在这里只说到向书本学习。其实，要

成为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除

了向书本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读好社会人生这本书，

向火热的生活学习，向民情风俗学习，向人民群众学

习，向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学习，甚至向三教九流学

习，像蜜蜂采得百花酿成蜜，像熔炉熔化诸多矿石炼

成钢，像老牛吃进百草挤出奶那样，勤学苦练，淘金

选玉，方能点石成金，出神入化，练就“出其锦心，扬

为绣口”的语言文字，写出家弦户诵、洛阳纸贵的传

世佳作来。

三四十年来，编剧写戏，有十几出大戏、小戏赴省

晋京演出，得到戏剧专家、广大观众的认可，荣获国家、

省级的奖励，有十几部个人专著得以正式出版，都是读

书修炼的丰硕成果。

四

读书对于我来说，犹如良师、益友、恋人一样，寝

食相陪，终身相伴。我的《快活年·书缘四首》是这样描

绘的 。

叹今生巧遇良缘，恰情投意欢。柔言蜜语润心田，

顾盼花容艳，妖冶神缱绻，陶醉俺。

幼童直至老经年，相亲犹志坚。青灯陋室伴侬眠，

寒暑晨昏念，风雨沧桑恋，陪伴俺。

良师挚友似源泉，温温如圣言。陪游瀚海共登攀，

处世为人鉴，智勇才能炼，滋润俺。

惜时光彼此长谈，古今中外谙。酸甜苦辣著新篇，

儿女情长怨。美丑忠奸辨，神助俺。

“陶醉俺”、“陪伴俺”、“滋润俺”、“神助俺”，便是我

读书七十多年的收获和感悟。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书，不仅

是人生精神美食，而且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精神生活

的神灯，可以照亮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北大教

授、美学家张世英说：“人生有四种境界，欲求境界、

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高境界。”

读书，不仅将四种境界囊括其中，而且是达到审美最

高境界的唯一途径。读史书，可以看成败、鉴得失、

知兴替；读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读诗

文，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我们读书，就是

要领悟中华美学意境，传承中华美学基因，展现中华

美学风范，弘扬中华美学气派。“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我们通过读书，具备了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审美

灵气的时候，便会亲吻着无限，便会“抱着善意去敲

门，必见乐意来开门”，即使“生活以痛吻我”，我也会

“回报以歌”。

热爱与否，无关紧要，保持一颗想
读书的心，再加些实际行动，想来就是
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