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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喜欢读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的。

在这个数字化阅读时代，读电子书已成为

很多人现在首选的最简便快速的读书方式。

在我的电子书架上，也“躺”着各式各样上百本

书，其中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都是与历史相关

的，比如《明朝那些事儿》《显微镜下的大明》

《趣说汉朝 407年》《太白金星有点烦》《半小时

漫画历史系列》《舍不得看完的中国史》《南京

大屠杀》等等。这些书，有的考据严谨，为我们

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学术著作；有的文风幽默，

把枯燥乏味的历史写成趣味横生的故事；有的

文笔沉重，用无声的文字为我们讲述震耳欲聋

的历史。在手指的不断滑动间，一部部电子书

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翻阅完了。

但说起来，还是纸质书更有“味道”。有

时候，为了追求点儿“高雅的情趣”，我会在闲

暇时逛逛图书馆、书店或书摊，偏爱看的书籍

也是历史类的，有时会买三两本带回家，趁着

新鲜，一回家便迫不及待“啃食”起来。就着

灯光，翻阅着纸张，闻着墨香，听着翻书时书

页的响声，就仿佛真正触摸到了历史。

我喜欢读历史书，除了对历史有着天然

的兴趣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总能从

这些书里窥见到某个“小人物”的成长蜕变，

仿佛现实中的我与书里的他在某个时刻产生

了共鸣，在那个当下，我们同频共振，他，即是

我，我，亦是他。

我读过马伯庸先生的不少书。

他用现代的手法讲述历史，用天马行空

的想象和扎实的历史基础，重构与编织着历

史时空里的故事。他擅长在历史缝隙中寻找

小人物的蛛丝马迹，挖掘与捕捉历史细节，追

逐小人物身上的光辉，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

历史背后所隐藏的情绪。他认为，正是无数

小人物的心声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真正的

历史。

他的作品能做到既有类型文学的可读

性，又不乏纯文学的艺术性，读者既能读出真

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又能看到脑洞大

开的情节。在真实与虚构之间，马伯庸有自

己的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某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打开了一本

被标为“神作”的书——《长安的荔枝》，结果

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九万多字的杰作，真真儿

令人酣畅淋漓。

马伯庸从家喻户晓的诗句“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取材，写主人公李善

德是如何在三天内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送到

长安的故事。运送荔枝本就耗费国力民力，

加之故事背景设定在安史之乱爆发的那年，

也是唐代由盛转衰的那年，在这样的背景下，

李善德接下了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始

了向死而生的挣扎，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也就

此形成。

对于这个古代普通的“上班族”，一方面

我同情他，被上司和同事联手设局，甩给他这

个烫手山芋；一方面我佩服他，在时代的洪流

面前，在看尽官场现实、人心冷暖、世态炎凉

后，他却仍然保持初心，坚守良知。

马伯庸近年的小说，多从小人物视角窥

视时代兴衰，李善德是其中一个典型。中国

历史上有太多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为了自己的目标，贡献智

慧甚至骨血，书写着自己的历史。马伯庸借

用小人物的视角告诉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是

不同程度的李善德，每个人都有不得不去完

成的使命和任务，即使在摸爬滚打中无数次

挣扎，无数次尝试，无数次努力，无数次崩溃，

但仍应保持一颗温良向善的心，坚守自己的

良知。

历史小说无法让历史洪流转变方向，但

可以代替古人发出呐喊。

这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书如今在市

面上有很多。《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大

医》中的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漫长的余

生》中的王钟儿，《王氏之死》中的王氏等等，

作者们都以一个普通个体为切入点，关注历

史宏大叙事背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小”

事件，关心个体价值与个人追求，让广大读者

从小人物的情绪里读懂背后的人性与真实的

历史，与每个小人物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

我们读历史，除了读叱咤风云、万人敬仰

的英雄，除了读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谋臣，

也要眼光向下，打开这些被时代折叠的历史

故事，穿梭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间，触及历史

的微声，与素昧平生的他们产生跨越时空的

同频共振，以古鉴今，观照现实人生。

古人云：“开卷有益”，是指读书总是有好

处。常用以勉励人们勤奋好学，多读书就会有

得益。我觉得，确实如此，只要是书，翻开看看

总是会有收获的。

那么，开卷之“益”，益在何处？

开卷有益，益在广识。读书是获取知识的

最直接途径，书籍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描绘着文

学的魅力，传递着哲学的思考。我们从上学开

始便一直在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读书能够帮助

我们了解到很多未知领域的知识，从而丰富自

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逐渐构建起

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独特的见解和观点，以此

指导我们更好地处理复杂的问题和决策。

开卷有益，益在修身。我们在阅读不同书籍

时，可以接触到不同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得以汲

取前人的智慧与经验，从他们的历程中汲取教

训。伴随阅读带来的思考、自省，能够让我们不

断修正言行，改正不足，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

与有意义。通过研读经典名著、名人传记等佳

作，我们能够学习到诸如勇敢、诚实、勤奋、宽容

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将有助于我们在生活中

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提升自我修养，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开卷有益，益在明理。读书明理，这是千年

传统文化关于读书有何用的最朴实、最真挚的

回答，也是我们应当谨记于心的道理。古籍中

的道德典范，现代文学中的坚韧精神，都能以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准

则。每一本书承载着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对人

性的剖析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从书中我们可以

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教诲，领略现代科技的魅力，

激发我们的思考，拓宽我们的视野。

“开卷有益”，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

态度，一种传承。思索之暇，便拿起手头的书翻

一翻、读一读吧。

小人物小人物 大历史大历史
□□ 张宇薇张宇薇

经历世事沧桑，感觉读书就是一种修

行，修心修身修智，总的目的就是使自己变

得与众不同，既有书卷气又有烟火味。不必

居高临下，把读书视为少数人的专利，甚至

孤傲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必

鄙夷读书，妄言“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

是书生。”读书很自我，也很高贵。人生如

茶，甘苦自知。读书亦然。

一

受于家教严格，自小别无贪念，唯喜好

读书，每得一书必手不释卷，津津有味。大

略算来，读书先后经历了借书、听书、买书三

个阶段。早年家境困窘，想读书又无书可

读，便张口借书。周围小伙伴但凡有值得读

的书，便软磨硬泡非要借来不可。当然当时

所谓的书多以小人书、连环画为主，即使读

上好几遍也舍不得还人家。后来打听到村

图书室有藏书，便去借四大名著来读，利用

暑假割草喂羊之余，把《西游记》《三国演义》

《水浒传》《红楼梦》读了个遍。说是读，其实

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句子都挺多，但又何

妨呢？起码故事大概、个别情节，已深深烙

印在少年的心底，多少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再后来，又把听评书当作一条捷径，乐而不

疲。袁阔成的《封神演义》《薛刚反唐》，刘兰

芳的《岳飞传》《杨家将》，单田方的《隋唐演

义》《白眉大侠》等等，伴我度过无数美妙的

时光。每到中午十二点，心里便“突突”乱

跳，盼着老师别拖堂，回家先是抱起收音机

生怕别人抢走，连饭也顾不上吃。有时老师

拖了堂又不舍“且听下回分解”，便站在街头

的大喇叭水泥杆下，一动不动，自顾沉浸于

评书大家或高亢或雄浑或圆润的语言艺术

氛围中，耳畔也仿佛金戈铁马旌旗猎猎……

工作后有条件买自己喜欢的书了，为此在家

里还专设了书房，四周全是书柜，除书友赠

书外，基本都是自己从书店挑选的。有时书

店没有的就网购。近年来尤喜散文，便侧重

购置鲁迅、沈从文、汪曾祺、余秋雨等名家名

作，及冰心散文奖、百花文学奖等获奖作品，

时时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

读书一旦形成习惯，便如空气之于呼

吸，美酒之于肠胃，怡景之于心目。无论工

作多繁忙，应酬多庞杂，一日不读书就好像

一日白白流过，心生慌张乃至内疚。时至

今日，我一直保持着三个读书习惯：闲书常

翻，枕边书常看，好书常抄。“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没有广泛的知识，累积的经

验，灵活的头脑，还真不好解决基层实际问

题。多年的基层锻炼，养成了对各方面知

识的渴求和掌握，对书的阅读也就格外庞

杂，时事政治、天文地理、农事商贸、党建理

论、民情民俗等等无不有所涉猎，哪怕略知

皮毛，也对实际工作大有裨益。根本无法

区别专业与非专业，有用与无用，反而是看

似无用的东西学得越多，所谓的闲书读得

越多，越会融会贯通，游刃有余。至于枕边

书，则是指一些生活类情感类的书刊，诸如

《青年文摘》《读者文摘》《特别关注》等。劳

累一天，浏览些短小精悍、情感交融的文

章，既有助了怡情养志，又有助于消忧解

愁，耽迷于优美意境，很快消融焦虑而进入

甜蜜梦幻之中！而对读到的好文章，我始

终保持一种欣赏和热爱的态度，能摘抄的

摘抄，能剪贴的剪贴，能打印的打印，最后

装订成册，反复揣摩学习，每年都能装订好

几本，权当思想的收获和精神的财富。以

至 于 我 单 位 办 公 桌 和 家 里 书 桌 上 的“ 装

备”，除了纸笔必定少不了剪刀、固体胶、订

书机等。那一年中考临近，同学们都昼夜

鏖战，争取报考好的学校，我却意外借得一

本好书，因主人催要，才不管学业如何，秉

烛抄写书中的好章好句直至深夜。现在想

来，真有点不知轻重，但并不后悔。

三

梁实秋说：“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

永远不读强。”细细想来，我读书较早，且始

终如一，自我总结有几点粗浅的读书方法，

即囫囵吞枣法，死记硬背法，现用现学法，拿

来活用法。对一些信息类东西，大概略知一

二即可。每天单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杂志，大部分只读标

题，知道最近国内外、省内外发生了什么事

情就行了，匆匆一瞥，目过有痕足矣。然而

对一些必学知识，则万分用心，非死记硬背

不可。本人愚钝，没有过目不忘的灵慧，只

能取此笨办法。《唐诗三百首》等经典书籍，

好书不厌百回读，读了忘，忘了再读，不厌其

烦。一本《成语词典》，一天背十条，以此类

推，直至全部背完。当读中专的同学忙于恋

爱玩乐的时候，我却秉烛夜读，畅游词海世

界乐而忘返。中专三年的收获之一，便是积

累了相当多的意蕴深远的词藻语汇。后来

工作变动，辗转多个岗位，便抱定干一行爱

一行精一行的理念，不当外行人不说外行

话。到了市政部门，就学道排修路的知识；

到了科技部门，就学专利发明、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东西；到了组织部门，就学干部培

训、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业务；到了市场执

法部门，就学食药安全、产品质量、特种设备

方面的知识。虽说现用现学未免有些肤浅，

但只要能吃苦肯钻研，同样可以成为“行家

里手”。从事过公文写作，业余也搞些文学

创作。为了使文章、材料增色增彩，便提前

阅读相关资料、文献，引经据典，为我所用。

有时引用经典论述，有时引用名人名言，有

时引用古典诗词，只要引用恰当，自然天成，

往往会起到锦上添花的妙用。

四

读书的目的自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

有追逐功名者，有装点门面者，有延续家风

者，有奋发图强者。我则始终抱有率性而

为，顺其自然，与书为友的态度，求新知，求

乐趣，求真味。汉刘向曰：“书犹药也，可以

医愚。”以前不以为然，读书越多，越发现自

己的无知和缺陷。而且越是持之以恒地读

书，就越会发现自己与时俱进的脚步和变

化。与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另一个我，有

着天壤之别。求知会使容颜保持年轻，读书

会使灵魂永葆青春，而不会被岁月剥蚀。我

唯一自信的一点是，因为比别人读书多一

些，所犯错误也就少一些。清王永彬云：“自

得读书乐，不邀为善名。”读书之乐，就在于

读书的过程中发现美感受美。读汪曾祺的

美食文章，你会发现烟火人间的无穷美好；

读王维的诗画，你会热爱身边任何一条山川

溪流；读李白的壮怀激烈，你会消弥一切的

苦闷忧伤……读书越多，就是与无数先贤促

膝长谈，让你境界高远，让你思维超脱，让你

胸襟广阔，哪有私情羁绊？哪有小我禁锢？

宋苏轼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的样子

是最美的样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

是最有气度的人。芸芸众生，人生海海。“吾

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认为，人与人最大

的不同，不是看谁拥有的物质财富多，而是

看谁读的书多，谁对书领悟的多，谁最善于

学有所用的多。如果一定要以貌取人的话，

当一条“书虫”最为人称道。通过汲取书中

精华而使自己膘肥体壮，见多识广，是很值

得世人羡慕和钦佩的。

如此说来，读书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

事情，需要大家安静下来，以苦为乐，潜心修

行，方可成正道、结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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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国裕，现任汾阳政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多年公余兼顾，相得益彰，为公则履职尽
责，无愧良心，曾获优秀党员、“全国食品安全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闲则与书为友，陶冶情
操，偶有小作，为弘扬文化事业不遗余力。

好书推荐

《人活着》
梁晓声 著
推荐理由：该书从

鲜活事例到正能量的事

理，再到精湛的哲理，它

从尊严、体面、幸福、优

雅、明白五个层面，构建

了“人活着”的大体系，

写尽人生的方方面面，

在平凡之中发掘实用的

生活之道，给困惑的抑

或清醒的芸芸众生以警

醒。

《人生谁能无补丁》
梁衡 著
推荐理由：此书是

梁衡先生将半个世纪以

来亲历的故事与随想凝

集成的纪实性、思考性

散文集。作者以平实的

文风，将自己这一生经

历的一个个故事娓娓道

来，将“小我”与“大我”

结合起来，体现了个人

际遇与时代潮流的种种

碰撞、融合，表现了作者

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天真可抵岁月长》
季羡林 著
推荐理由：此书是

季羡林的生活散文集，

这本书收录了46篇经典

文章，涵盖了季老的人

生经历、处世哲学和生

活游记等主题。季老质

朴的文字中饱含深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季

老的“天真”，他始终坚

持不被俗世繁华裹挟，

回归生命的至真至纯，

活得通透而豁达。

《天地扬尘》
潘峰 著
推荐理由：此书跳出

了把技术当艺术的窠臼，

真挚地讲故事。小说以

老人的回忆讲述为起点，

场景回到讲述者的童年，

以“我”为视角的完整的

家族史徐徐展开。家族

的枯与荣取决于国运的

衰与兴，可以说，《天地扬

尘》既是一部家族史，也

是百年中国史的一个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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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这些被时代折叠的历史故
事，穿梭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间，触及
历史的微声，与素昧平生的他们产生
跨越时空的同频共振，以古鉴今，观照
现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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