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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四时吉祥·春节》
吴敬 著绘
推荐理由：春联福字贴窗花，财神门神年

画娃，饺子年糕和汤圆，还有鞭炮放烟花……

这些承载了满满年味的元素，都被有条不紊

地装进了这本书里，每一个画面都包含了很

多与传统习俗有关的事件、形象、物品，以丰

富的细节、大胆的撞色展现古老又时尚的中

国，蕴含着浓郁的中国特色。

《我们的除夕》
何捷 著 青葫芦 绘
推荐理由：本书通过机智勇敢的小娃娃

“年”自愿请命收服作恶多端的怪兽“夕”的

故事，讲述了“除夕”和“新年”的由来，解答

了小读者对过春节为什么要拜年、放爆竹、

贴对联的种种疑问，把古代传说演绎得生动

有趣。

《十二生肖的故事》
赖马 著绘
推荐理由：本书中作者以一场别开生面

的渡河比赛为主线，巧妙编织了一系列趣味

横生的小故事，讲述了十二生肖的由来、排序

以及选拔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奇遇，书后另附

“生肖年谱对照表”。

《闲话中国年》
王封臣 著
推荐理由：本书根据王封臣同名贺岁民

俗评书《闲话中国年》整理而成，全书三十多

万字，以说书讲故事的方式，生动、活泼地讲

述了中国传统广义上的春节，即从每年的腊

月初八开始一直延续到来年的二月初二，每

一天蕴含着的哪些有趣的民俗、掌故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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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

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所以，读书，是通

往高贵的最低门槛。有人说：《了凡四训》是一

部“东方第一励志宝典”“改变命运的智慧之

书”“天下第一善书”。翻开《了凡四训》，我会

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袁了凡先生用他奇特的

一生，去探寻命运的深层文化，用躬身实践后

的笔触，为自己的一生完成此书。

随袁了凡先生的描写踏上了“逆袭”这条

道路，感受着中国五千年传统家风文化的厚

重，隔离喧嚣与困顿，在书香中明智启心。

《了凡四训》全书共四个章节，袁了凡先生

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

事例，引导儿子通过立命、改过、积善、谦德之

法改造命运。开篇即为“立命之学”，讲述了袁

了凡对待命运的态度转变，以及他是如何改造

命运，不被命运所束的。起初，袁了凡对“进退

有命，迟速有时”深信不疑，认为人的一生一切

都是命中注定。经过云谷禅师的开示，其态度

转变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化被动为主动，

变消极为积极。一个人的生命太短，短的不足

以撑起走完所有的旅程，时间弥足珍贵，每个

心跳的节奏都铿锵有力，心中有大爱、有追求、

有信仰，就不会“躺平”和懈怠，更不能“悠悠放

任”无所作为。大到国家的前途，小到个人的

命运，唯有积极燃烧，才能关山飞度，穿山破

壁。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清醒认识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道

理，自觉将“过则勿惮改”视为能力、真知和勇

气，实为人生的一大智慧。了凡先生认为，改

过是立命的基础。那么如何改，了凡先生指出

要从治心入手，需发“三心”，即羞耻心、敬畏

心、勇猛心，具体从事上改、理上改、心上改，知

行合一，获得福报，此乃“改过之方”。细细忖

度，甚是有理。生命本是一场自我雕琢的修

行，唯有时时观心自照、审时度势，及时进行自

我更新，才能在反思中得警醒、明方向、谋大

业，奔向自己想要的人生。

改过是减少存量，积善则是提高增量。

善良是一种美德，积善，能让我们的生命更

加有意义。然而，行善有原则、有内涵、有方

法。那么什么是真“善”？了凡先生积善成

德的理论及方法给了我们启示，《了凡四训》

“积善篇”中了凡先生从八个角度讲述了善

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

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

所以为善要明理，否则不仅无益，还可能造

业。《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虽然

善行无穷，不能尽述，“积善篇”中，从与人为

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

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

长、爱惜物命这行善的十方中，不仅能让我

们找到为善的下手处，如果真能够由此十事

而推广之，则万德可以具备矣。《了凡四训》

中的“积善之方”，有例可感，有理可思，有路

可走，所举甚多而不拖沓，所思严密而不虚

空，所指明确而不难为，以此之理，观吾辈之

言行，当深思远虑。

《了凡四训》最后以“谦德之效”收尾，是因

为“谦德”是“立命”的重要保证。“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可见立德的重要

性。“满招损，谦受益。”这古老的智慧在“谦德

之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凡四训》

中，了凡先生如是说“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

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

地……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

者所必不可少者也。”修德之功日深，命数自然

能够好转，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君子比

德于玉、比德于琴，温柔敦厚而不乡愿，在极平

淡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此间深意，已是半部中

国思想史。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

脉，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坚定

文化自信，关键是将优秀文化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每一本国学经典不

仅是一本书、一种精神，更是经历了历史沉淀

后留下的精华，正是因为有此，我们扎根于这

种文化的灵魂之中，汲取营养，在苦难的路途

中，坎坷却依然向上生长着。

读读《《了凡四训了凡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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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我而言，是亲切而又神圣的。亲切，

是由于书香气息伴随着人生、镌刻着成长；神

圣，是源自心灵深处对书的敬畏与热爱。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我在玩耍中把书

随意扔到地上，父亲严厉地让我捡起来，拂去

书上的灰尘语重心长道：“这是书，不能这样！”

由此，我明白了书的非凡意义。

幼年时期，父亲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便是

全家的栖身之所。在那略显逼仄的环境里，两

支庞大的木制书柜突兀而又醒目，每当父亲缓

缓推开柜门，吱呀声仿若开启了一扇通往神秘

世界的大门，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仰起头，目光

顺着那一排排书籍游走。它们整齐而威严地

排列着，书脊上的文字虽大多晦涩难懂，却似

有一种无形的魔力。父亲见状，总会耐心地一

一介绍：“这几本你三四年级就能看，那几本需

得上了中学，最边上的几本厚书，你要考上大

学才能看懂……”彼时，懵懂的我对这些话语

似懂非懂，却在心底种下了对书籍的渴望。

慢慢长大，读书渐渐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乐趣。从《成语故事三百篇》到《东周列国

志》再到《上下五千年》，小学三年级时,我勇敢

地拿起了文言文版的原著《西游记》，每日读完

后，到学校向同学们讲述书中的奇妙故事，在

大家眼中闪烁着的“仰慕”光芒中，小小的虚荣

心得到了满足。

那时候，所谓的书店在我们小县城仅特指

新华书店，离我家的距离也就三五百米，并不

远。记得墨绿色的双扇木门高大而又沉重，透

过玻璃就能看到里面高高的柜台，柜台后面是

靠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店内静谧安详、处

处飘散着油墨的芳香，那是知识的芬芳，沁人

心脾。售货员阿姨就站在柜台后面，想要看哪

本书还需要请她帮忙取来，多取几次不买的话

就会不高兴。

那个年代人们收入不高，书店我去得不

少，但真正买的书却并不算多。记忆最深的一

次是我放暑假后独自一个人去北川河摸鱼，手

拿着玻璃瓶在河坝上滑倒，摔碎的玻璃碴将手

掌多处割伤鲜血直流。我号啕大哭一路走到

母亲学校，她带着我清洗包扎完伤口，在回家

的路上为了抚慰我，去书店花一元二角买了一

本“小人书”。

初中那些年，是我最为顽皮的阶段，彼时

武侠小说如同一股强大的磁流将我深深吸

引。县城老街上的那家租书店成了我每日必

去的“江湖圣地”。只需五角钱，便能租得一本

武侠小说，开启一场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江

湖之旅。金庸笔下的侠义世界、古龙塑造的浪

子情怀、卧龙生描绘的奇情江湖，让我的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全然不

顾头顶的烈日，双手捧着小说，畅游书中不觉

时长，往往一眨眼的工夫便到家了。幸运的是

从来没有因为沉迷看书撞到过电线杆，不得不

说是一个奇迹。2018 年听闻金庸先生去世，

我百感交集在网上购买了一整套《金庸作品

集》，也算是圆了年少时的梦。

终于，我踏入了大学的校门，迎来了独立

生活的新篇章，手头有了可供支配的生活费，

本以为能尽情购书，却无奈发现书价远超我的

预期，买书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更大的发

现，是在校园书店里能蹭书阅读。那时，《读

者》刊物风靡一时，不定期我都会去餐厅地下

一层书店，在书架间漫步一番，看一阵喜欢的

书，抽空将新一期的杂志读完，每次出门的时

候，浑身便充斥着莫大的快感。大四时，我买

了一本《风雨考研路》，里面是众多学霸分享自

己励精图治、废寝忘食的考研故事，原想以此

激励自己拼搏一把，总归难有毅力而作罢。

大学时光匆匆而逝，如今想来，最大的遗

憾便是没能早些邂逅太原的德一书店。直至

大四临近毕业的某一天，我才在机缘巧合之下

来到德一，顿时如获至宝，原来还有能将新书

卖这么便宜的好地方啊！可惜相识恨晚、毕业

在即，但那天总算收获甚丰、满载而归，成为我

大学时光中一抹温暖而又略带遗憾的色彩。

毕业后，我回到吕梁工作，一直写写画画

没有离开书卷。然而，当我试图寻找曾经在书

店中感受到的那份宁静与激情时，却屡屡失望

而归。吕梁的书店太少了，除了中小学门前充

斥着教辅和少儿读物的小店，便只剩下新华书

店。可即便是新华书店，其书籍种类也大多面

向青少年，适合成年人阅读的书籍不仅数量稀

少，而且大多老旧。顾客稀稀落落，店员面色

不善，总让人兴趣索然。二十年来，家乡山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愈发宽阔平坦，

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派繁华热

闹的景象。然而，书店这个行业仍是不够景

气，总归让人唏嘘。

不知从何时起，我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不再频繁地踏入实体书店，转而投身于网络购

书的怀抱。每当打开“当当”“亚马逊”等购书

网站，感觉就如同走进了一家无边无际的超级

书店。这里没有旁人的干扰，一本本书静静地

陈列在虚拟的书架上等待着被挑选。我尽可

以随心所欲地翻阅书籍简介目录，自由比较不

同版本价格，而后任性地将心仪的书籍加入购

物车。即便平日里忙碌于工作与生活，无暇静

下心来阅读，我也会时常购买几本喜爱的书，

放进书架慢慢欣赏。

三年前家里换了大一些的房子，我终于有

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不同于整家的现代风格，

我给书房配置了纯木书柜、大板条桌，再挂上

书画卷轴，打扮得古色古香。三只书柜被装得

满满当当占据了一整面墙，蔚为壮观，我的那

些爱书也终于有了栖息之处。闲暇时，看着那

一排排书籍，心中便会涌起一种满足感，仿佛

它们是我在这个喧嚣世界中为自己构筑的一

座精神家园。

为什么要读书？总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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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一个平凡的

家庭，何苦折腾”，身边的同龄人在生活的洪流

中匆忙奔波，为生计忙碌，读书似乎已成为一

种被遗忘的奢侈。当我试图与他们分享书中

的精彩故事时，收获的不再是曾经的“仰慕”目

光，取而代之的是惊愕、诧异，甚至鄙视。

小的时候，父母教导我们读书是为了“改

变命运”，从古代的科举选拔制度到今天的大

学、研究生考试，再到公考、国考，一样把学历

作为进入门槛。只有“十年寒窗无人问”，才能

“一举成名天下知”，从古至今因读书改变命运

的人，更是多如满天星辰。

参加工作之后我们又渐渐悟到，读书是为

了“经世济用”，只有不断学习，提高自我，才能

从学习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做好工作、干

好事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再然后，读书仿佛失掉了意义。社交媒体

上的信息碎片如雪花般纷至沓来，短视频的声

色光影消磨着闲暇时光，让人们难以再静下心

来，沉浸于书籍那需细嚼慢咽的深度世界。

还记得钱钟书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如果

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脚步丈量

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北京、西安、南京和洛

阳，少了学识的浸润，它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

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只是过眼就忘的旅游风

景。可是，在故宫的红墙黄瓦下，我的眼前飘

过的是《故宫六百年》中的刀光剑影，是主宰中

华文明命运轨迹的一个个身影、一件件大事，

我的心确实会激荡不已；在兵马俑博物馆，看

着一排排耸立的陶俑，我的耳边听到了秦王嬴

政奋六世之余烈的雄健呐喊、听到了百战秦军

的鼓角争鸣，振奋人心；还记得苏州旅游时，我

不顾时间紧张，执意前往寒山寺一观，只为了

体味那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船”，虽然现在的寒山寺规模并不大，但只为那

种“往来成古今”的情怀，值得。

读书的另一层意义，在于领略生活。《菜

根谭》中有一句很有气魄的话：“唯大英雄能

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人生须有情韵趣

味，养得生机盎然，精气神才可以历久不衰。

从小开始，我便对中国的古代史有着超乎寻

常的热爱，喜欢历史故事、诗词歌赋，进而痴

迷古人的文化生活、服饰礼仪。参加工作后，

曾针对魏晋南北朝这段掌握薄弱的历史进行

过恶补，买过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中国

制度史》《中国历史常识》《三国史话》，通读过

《曲院风荷》《美在意境》，再后来曾萌发过写

一篇“战国”小说的念头，钻研《先秦史》《战国

策》《大秦帝国》《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古代

军旅》《中国历史地图集》乐此不疲，却因其他

原因未能成书。尽管如此，中华传统文化的

基因已深入骨髓，五千年的金戈铁马、诗国情

韵，或博大、或清秀、或雄浑、或雅致，让我能

够领略不一样的风景，现实生活之外，体味丰

富斑斓的百样人生。

思绪至此，我脑海中浮现出八个字——“物

我两忘，心游万仞”。读书不是为让别人看，而

是为自己；不是为满足口舌躯体欲望，而是为心

灵之所需。想象一下，在静谧的夜晚，当世界渐

渐沉睡，点亮一盏台灯，翻开一本新书，让淡淡

的墨香在空气中弥漫，你读得如痴如醉，完全沉

浸在另一个世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只

剩下你和书中的故事。那时候你不再是你，而

是书中的将军、侠客、诗人、船长，抑或是一只

鸟、一条鱼，经历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你的心灵

仿佛插上了翅膀，可以在书中的世界里自由翱

翔，无论是高山之巅，还是深海之渊，只要你想，

就能瞬间到达。又宛如与某位智者促膝而坐，

听他将观点思想娓娓道来，把你引申到一个抽

象的、全新的境界里去，这时你会发现，好多困

惑疑问豁然开朗，原来混沌的大脑一下子清凉

舒适起来。那种感觉，是何等的曼妙。

也许，这便是读书的意义所在吧。时代再

变，可我仍然是我，悄悄地买书、静静地看书，

一如当初那个站在书柜前、眼中满是憧憬与渴

望的少年。

任良，男，1983 年 3 月生，中共党

员，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法学专业。

现任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专职副

主席。长期从事公文写作，撰写众多

新闻通讯、时政评论、散文诗歌，于文

学、摄影均有涉猎。

春节假期，正是读书好时机。

传统佳节，年味浓浓，我们在合家团聚、走

亲访友、外出游玩、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在

阅读中获取快乐。《礼记》里记载，古人春诵、夏

弦、秋学礼、冬读书，就是说岁末年初、冬春之

际，诸事消歇，心思宁静，适合读书。春节假期

恰恰处于这一时间点，正是一年中适合阅读的

时节。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在阅读中体会生

活、懂得欣赏，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文

徵明从 25 岁的青春年少，一直到 90 岁的白头

老朽，每年除夕夜，都会坐在床前的课桌椅

上，进行一场特殊的守岁仪式。鲁迅先生在

日 记 里 也 曾 不 止 一 次 提 到 过 年 的 情 境 ，从

1912 年 5 月赴教育部供职，到 1926 年 8 月南

下厦门大学教书，在北京的 14 个春节里，他

去琉璃厂购书多达 20 余次，写文章、逛书店，

全然不会因为过年而丢下书本。国学大师吴

宓也常在读书中过年，他在 1915 年 2 月 13 日

的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

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

购杂志数种而归。”

春节假期，多读读书，我们或许不会因“龙

行龘龘，前程朤朤”这类“新”词尴尬汗颜。为

满足春节期间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吸引游客

参与，吕梁全市各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两节”期间将免费开放，组

织开展阅读、爱国主义教育等相关活动。

过年读书、读书过年。把浓浓的年味儿与

淡淡的书香相连，或许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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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