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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畅想书畅想

书语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延伸阅读 第一季度中文小说佳作

读书的话题，是一个人人都能谈却很少有人能谈好的话题。
说起读书，即使是不读书之人也能谈上几句，但正因为大家都略知
一二，所以谈好、谈深刻、谈的吸引人，就特别的难。我于读书颇为
偏好，大凡与读书有关的文章愿意写，与读书有关的节目愿意去，
与码文有关的事儿愿意做，因为读书就像自己的朋友、知己和伴
侣，一时半会的都少不得、缺不了，所以于读书说了三句话：好读
书、读好书、读书好，也就是说要喜欢读书，读就读好书，读了才知
读书好。

钱穆先生于学问尤其是中华文化钻研颇深、著述甚丰，他推荐
国人必读的9本书广为人知。这9本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窃以为基本
可涵盖儒释道三家，于中华文化传统有个基本了解和把握，自然值
得。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于读书特别钟爱，属于手不释卷的那种
人。他推荐的自己每日必读的马可·奥勒留的《随想录》和十分喜
欢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值得读，要反复读，于人生修养和启
迪心智都特别有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喜欢、一直重视读书，尤
其是善于思考，于读书多有心得。他曾经开出过一串长长的书单，
涉及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各个门类，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示范、当
标杆。可以说，读书不仅是成就、成功人士的所好，而且也是努力、
上进人群的所爱，是人生的良师益友，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始终。

开始听说朱熹讲“读书变化气质”这句名言，还有点不太以为
然，毕竟内存还不足以领会大家的体会。当我读完钱穆推荐的9本
书和他的系列著作，读完南怀瑾、梁漱溟的系列著作，读完蒋勋的
系列著作，还有诸如此类的中外学术、思想、文化著作和作品时，由
里而外洋溢着一种充实自如的感觉，总是流淌着不断码文字的灵
感，激发着抚琴、好摄、太极的自觉，就连压力辛苦的工作都变得快
乐而富有诗意，这种情绪和气场不断弥漫和发散出去，传递着人生
智慧，演绎着智慧人生，至于是不是“读书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但
却是真真切切地于我身心发生了变化。

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一生刻苦读书，历经挫折，方才走上仕
途、成就大业，而且读书不止、惠及后代。他谈读书的体会，就是一
个字：傻。这个傻，就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读书读书再读
书。他说每读一本书，开弓没有回头箭，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
点不偷懒、不含糊，读过的书认真理解、反复琢磨，读了还要再读、
反复读。从曾先生的奏折、家书以及遗留的著述中，时时处处可见
其读书钻研的傻劲。当我们赞赏佩服曾国藩的成就以及富贵及后
代的现实时，的确是体会了不仅读书改变命运，而且作为基因传承
惠及后代，满满的都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意味深长和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幸福获得。
读书是件幸福的事，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与圣贤对话，“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事上磨炼”“拔本塞源”“知行合一”致良
知；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温故而知新”，享受骑青牛西去的老子哲
学、鲲鹏展翅的庄子逍遥和棒喝一声的禅机智慧；我们不仅可以读
纸质书，还可读无字之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把
顶天立地的这本社会大书读好。我想，只要我们真读好了书，读书
之好就一定会向我们招手。让我们喜欢读书，多读好书，尽情享受
读书之好！

读书之好读书之好
□ 汪立夏

那年，我不过十岁，初识闰土，他正年少，“项带银圈，手捏钢
叉，在碧绿的西瓜地里，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因为闰土的引领，
我喜欢上了鲁迅先生的文字。

于是，十岁的我读了《朝花夕拾》文集；于是，我很小就知晓了
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知晓了阿长，知晓了庸医误人，知晓了五猖会；
于是，我就铭记着，一定要去看看先生的故乡——绍兴。

江南的春刚刚缱绻转身，绍兴的清晨还很凉，我们已踩着寒露
走进了鲁迅故里。乌篷船早已在石拱桥下等候，远处还有两三只，
在橹夫的唱喝声中拐入了弯弯的窄巷。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寿镜吾先生的家
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三
味书屋。”这就是先生自十二岁时，师从寿老先生学习的学堂——

“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出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

如醯醢”的古语。三味书屋原是寿家的书房，后来设为私塾，寿老
先生治学严厉之名，响遍绍兴城，鲁瑞夫人遵循严师出高徒之旧
道，把儿子周樟寿（鲁迅）送入了寿家私塾。

先生说，寿老先生是位渊博的宿儒：“寿镜吾老先生高瘦，须发
花白，戴着大眼镜，是绍兴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当年威严
可畏的寿老先生可曾料想，寿家私塾走出了一位大文豪，因周樟
寿，寿家那小书房得以名震天下。

绍兴旧式私塾规定学生要自备书桌，鲁瑞夫人寄厚望于儿子，
备了名贵的海南黄花梨木书桌，希望儿子金榜题名，仕途平坦，拥
有尊贵的身份。

然而，一个不平坦的年代何来平坦的仕途，先生清醒觉悟，为
旧社会的贫苦人民执笔，斗争了一生，奔波劳苦了一生。至今，先
生的书桌还在三味书屋北墙角，书桌右角那个“早”字的悲苦仍令
人心酸。

我从《父亲的病》读到了先生年少的艰苦，父亲长年卧病，身为
长子，先生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一天，因上学迟到自感惭愧，
默默地刻下了一个影响中国好几代人的“早”字。

十七岁那年，先生别了家乡外出求学，这一别，应了贺知章那
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别就是二十余年。

我读《故乡》，除了失落再就是悲伤。二十余年后，先生回到阔
别多年的故乡，闰土闻讯赶来相见，此时的闰土已是六个孩子的父
亲。在旧社会凋敝的乡村时光里，他被磨成了一个愁苦不堪，神情
漠然的中年男人，那位见识丰富、活泼可爱的农村少年已一去不
返。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天下不太
平，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
卖，又只能烂掉。”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
匪，官，绅，苦得他成了木偶人。

闰土，在先生作品里出现不多，但他在先生笔下是中国旧社会
农民的典型代表。那位机灵爽朗的少年，经历了一次次的饥荒、兵
灾及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压迫，迅速老去，木讷无神，借助闰土，先生
笔伐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

从三味书屋出来，感慨颇多，但有一点很确定，也很庆幸，我们
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年代，在这块繁荣而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我
们虽未最富足，但很知足；虽未最强大，但不弱小。先生，尚安！

别了别了，，闰土闰土
□ 陈仁红

年轻时读汪曾祺的散文真没觉
出好来。全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从头
到尾也不见一句值得抄录的妙词好
句，实在提不起兴趣。后来，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淀，以及对文字
感受能力的提升，才知道汪老的文字
原来是一杯有回甘的绿茶，越品越有
味道。

最近细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集
《家常酒菜》，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
博识广的老人聊天，像咀嚼他文字里
的菜肴，虽说通篇大白话，但有趣好玩

“好吃”。《家常酒菜》收录了汪曾祺先
生写美食的全部篇目（共 40篇），分为

《故乡的食物》《昆明的吃食》《四方食
事》《五味》《吃食和文学》五章。在《昆

明的吃食》里，聊起一道皂角仁做的甜
品，有个老兄吃了后闹肚子，连上洗手
间都来不及，因为“皂角仁太滑了，到
了肠子会飞流直下。”虽有点不雅，但
贴切，让人忍俊不禁；在《家常酒菜》
里，汪老聊到自己首创的一道菜叫“塞
馅回锅油条”。将油条切成寸半长小
段，把提前拌好的肉馅塞入中空的油
条，然后下油锅炸。说此菜“嚼之酥
脆，声震千里，比炸春卷味道好”。老
人自嘲，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
的。读来颇有趣味。

汪老的文章让人总慌慌着看结
尾，就像勾芡收汤，用一两句话那么

“一收”，就将一道菜肴上升到艺术和
人生的层面，味道和韵致就全出来

了。先生笔下，连菜肴都有文化味，
让人觉得前面那些琐碎的铺垫，看似
不经意的闲聊，实则是有意的安排。

在《吃食和文学》里先生这样结
尾：“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
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
广一点。”《苦瓜是瓜吗》中，老先生最
后“端上来”的立意也和写文章有关：

“应该承认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
能把苦从五味里开除出去。我希望评
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
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
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对于苦
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
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
见仁见智。”

《葵·薤》也是这样，“我劝大家口
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
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
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
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
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
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
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
是也都很爱吃了么？许多东西，乍一
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
吃，就吃出味儿来了。”细琢磨，倒像是
说我呢。如何看待汪老的文章，许多
人一如当年我一样，少年太懵懂，不知
是大师。年少不识汪曾祺，这是有眼
无珠啊。

依我看，用心才能至美。
至美之物，永不凋零。

葛亮的小说，是学者的小
说，有着和陶土特有的细腻与
气味，像烧得透了，用得久了，
有了冷暖的陶器，所呈现于平
静中见波澜，于波澜中复平
静。这是小说留给我的第一
印象。

生命须臾短暂，能留下的
东西太少。更何况世事沧桑，
即便是盛行的，信奉的，也不
见得经久不衰。而那些带着
记忆的陶与书等器物，在饱
经沧桑以后，依然依稀记得
当年的模样。在有着非凡嗅
觉的作家葛亮看来，物都是
有记忆的。

《瓦猫》就是如此，葛亮用
文字以小说的名义，像个考古
的学者，剥茧抽丝，将历史挖
掘并还原了当年。

如果没有这些“物”，何以
知道当年的景象。

我很喜欢。这包括小说

中的匠人，也包括葛亮，也是
不可多得的匠人。

我不想说小说中的爱情
故事，也不想说飞发父子间的
微妙且复杂情感纠结，更没有
资格谈论小说的技法。我只
想说，小说呈现的生活意义。
我们读小说，并非知识，而是

心灵的获得。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手

艺人的高尚情操。《书匠》中的
简与老董都是这样的人物。
他们修复旧书籍，可谓“焕然
一旧”。

书与人的沧桑，形成鲜明
对照，好像爱护一本书，如同
爱护一个生命一样，又好像每
一本书的经历，也如同简与老
董的不凡经历一样。他们倔
强，但执着，可以为了心爱的
事业，执着用心一辈子，哪怕
生命悄无声息。

生活中这种精神甚是缺
乏。我们别抱怨生活的不公
不平，多对照自己，多问问心
里，你执着了吗？你用心了
吗？就像书中有句话说得好：
不是真有心学，什么也学不
好。那些匠人都有着同样的
孤注一掷的用心。

《飞发》写得颇具悲剧色
彩。因为那个老孔雀的不务
正业，就已经奠定了他日后的

归处。儿子也没有学习他的
“飞发”手艺，相反，以一个敌
人的姿态跟了别人学习理发，
父亲如同受了奇耻大辱。在
这种纠结与斗争中，父亲最
终败下阵来。父亲应该是儿
子的榜样，也难说，父子成敌
也是有的。真正的匠人，不
只在技艺，他的言行，他的品
德，他的为人，足以暴露一个
匠人的优劣高下。这很值得
我们反思。

小说《瓦猫》较《书匠》和
《飞发》来说，似乎更胜一筹，
我更喜欢。

说万变不离其宗，可葛亮
说往往看的是“变”，这就很微
妙，很值得品嚼了。

老猫王带着小猫王云游，
看的就是“变”。他教她“知己
知彼，百战不殆”。可人终归
是人，即便学富五车，也有着
欣赏的局限，哪里懂得那些看
在眼里的“丑”，却是别人眼中
的光鲜，别人的艳羡，是别人

看不透的宗与根本。
人世间真是这样，往往都

是看着别人的好，没想到，自
己也是别人眼中的“好”。你
羡慕别人，别人也一样羡慕
你。这好像诗人卞之琳的《断
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
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
的梦。

要懂得“变”，才能守得住
内心的核。做足自己才是本，
才是宗，才是内心的核。这才
是匠人的真正智慧。

看了葛亮的《瓦猫》，每个
人都想成为匠人也是不现实
的，匠人需要机遇、知识、天
赋，更需要后天孜孜不断的努
力，先天与后天不断磨合锤
炼，才能渐成匠人。

我们要学习他们身上执
着用心的精神，任凭世事风雨
变迁，初心不变，痴心不改，守
护好自己的手艺，人生就别有
洞天，大有不同了。

书关注书关注

至美之物至美之物，，不凋零不凋零

长篇

■《受命》
止 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止庵的首部
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致敬
《史记·伍子胥列传》和
《哈姆雷特》的小说。作
者在小说中，除了讲述了
一个关乎记忆、爱情和复
仇的故事，更通过对花
木、商品、交通、服饰、饮
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
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
充分勾画出 20世纪 80年
代的北京城。

■《滨线女儿》
王聪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王聪威为其母
亲的家乡——高雄鼓山的
滨线地区——书写的乡土
志。小说透过不同年龄、
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角色
的视角展开，讲述了太平
洋战争前后这片土地上所
发生的故事。作者在书中
实验了文白夹杂的行文，对
一些闽南语词汇的保留捕捉
了滨线最生动的过往时光。

■《钦天监》
西 西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西西
的长篇新作，讲述了明末
清初，周若闳子承父业，进
入钦天监学习，作者通过
东方占星术、周易、史学与

西方天文学、几何、数学、
地理学等思维方式的交流
与碰撞，巧妙穿插历史文
献，从一个人，一个家，进
而描述出一个东西文化交
锋、人们思维发生大转折
的大时代。

■《有生》
胡学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胡学文潜心 8
年 完 成 的 一 部 鸿 篇 巨
制。作者讲述了一个起
始于接“生”的故事——
以接生了超过万人的祖
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
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
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
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小
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
当下，时间跨度逾百年，
堪称一部有着宏阔格局
和叙事雄心的史诗。

■《野猪渡河》
张贵兴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者张
贵兴停笔 17 年后重出文
坛的长篇佳作，囊括包括
红楼梦奖在内的众多文
学大奖。本书继承了作
者强烈的文字风格，讲述
南洋华人在二战期间遭
受日军侵略屠杀的一段
痛史，带领读者进入当年
那个地狱一般的血腥暴
烈时空，呈现出一个由瑰
丽、绚烂、血腥的文字所
编织的历史寓言。

□ 朱宜尧

▲《瓦猫》
葛 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短篇

■《面孔》
东 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入的四篇小说均有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特点，叙
事志人，只寥寥几笔，却风神能见。面呈异相的人、行为怪诞
的人、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人、默默无闻的诗人……作者如
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以古雅的汉语白描俗世众生相，既蕴
含着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也体现出独特的先锋精神。

■《永隔一江水》
邓安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青年作家邓安庆最新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仍围绕
作者熟悉的湖北家乡邓垸展开，描摹真实质朴的人物和动人
亲切的故事。本书体例上虽属短篇小说集，但7个短篇故事
中的人物和事件勾连紧密，彼此融会贯通，又可当作一部行
文流畅，人物鲜明、真实反映社会议题的长篇作品来读。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
邓一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邓一光的深圳故事集。12幅“深圳写
生图”，12种不同身份，12段奇遇人生，探索着这个城市独
特的灵魂与质感，也挖掘出当下城市写作的深邃与宽广。
问题学生、高级厨师、厂妹厂仔、程序员……这座崭新的城
市，包蕴着众多新移民和异乡人的梦想。

■《伊春》
赵 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继《抚顺故事集》《积木书》《隐》等广受好评作品
之后，赵松推出的又一部充分体现其精湛叙事技艺和深邃
洞察力的全新力作。书中 10篇小说仿佛可以彼此渗透融
合，无论是貌似写实，还是梦境穿插和意识的流动，都体现
出作者超强的整体掌控力，进而产生出一种强烈而独特的
沉浸式体验。

■《恶魔师》
杨 典 著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杨典继《鹅笼记》之后的又一部短篇小说集，收
录了几十篇短札，内容涉及轻功、大异密、心猿、妖怪、逃犯、
被往事之罪困扰的人或唐代诗人等……与之前的写作相
比，作者力图在过去的思维冲锋与观想折叠中，再次升级，
甚至摆脱一切小说传统，以期达到某种无序的意外。

年少不识汪曾祺
□ 杨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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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这些年不断引起各界热议的话题是这些年不断引起各界热议的话题，，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甚甚
而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而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葛亮的最新小说葛亮的最新小说《《瓦猫瓦猫》，》，也是对这一话题非也是对这一话题非
常好的延展常好的延展。。

《《瓦猫瓦猫》》一书事关手艺一书事关手艺，，三段人生故事讲述一唱三叹的人物命运三段人生故事讲述一唱三叹的人物命运，，其中涉及古籍修复师其中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理发
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气象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气象。。此次以此次以““匠人匠人””为故事之引为故事之引，葛亮寻葛亮寻
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着与信仰执着与信仰，，时代开阖变迁之际时代开阖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人的遭遇与变革，，一鳞一焰一鳞一焰，，是为匠传是为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