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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单位退下来那会儿，几乎和所有退休老人一样，心里
一下空落落的，寂寞如影随形，每天除了吃饭，散步，睡觉，都不
知道干些啥，慢慢地像年轻人一样整天手机不离手，沉迷于短
视频的缤纷世界，陶醉在电视剧的情节中，日子就这样在指尖
流逝。

见我无所事事，老伴便数落我以前喜欢看书和写作，但碍
于工作忙，没空读，现在有时间了，却整天抱着个手机玩不停。

老伴的埋怨点醒了我，于是我放下手机，开始逛起书店读
书。后来干脆直接从书店买书回家进行阅读。余华的长篇小
说《活着》是我开启阅读之旅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以其深沉而
真实的笔触，讲述了福贵饱经沧桑的一生，面对身边的亲人逐
一离去，而他依然坚强地活着。在福贵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
的坚韧与无奈，也深刻地理解了“活着”这两个字的沉重内涵。
读完《活着》，我感慨万分，它让我明白，无论生活给予我们怎样
的打击，我们都要勇敢地活下去，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书中描绘了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的孤独与寻找。“一个人的孤
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
的孤独。”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对话，背后隐藏着人们内心深处
对理解和陪伴的渴望。它让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非
易事，有时候，一句贴心的话真的能胜过千言万语。这本书让
我反思自己在过往的人生中，与他人的交流是否足够真诚和深
入，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能够与我心灵相通的朋友和亲人。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则为我展现了一幅别样的画
卷。她用细腻而生动的文字，描绘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风光和
淳朴民风。“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

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在她的
笔下，那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溪流、善良的牧民都仿佛活灵活现
地呈现在我眼前。读着她的文字，我仿佛也置身于那片美丽的
土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力量。李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细节的敏锐观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周围的世界，发现原来生
活中处处都有美好，只是我们常常在匆忙中忽略了它们。

徐若英的诗词解读《枕上诗书》，带领我走进了古典诗词的
美妙世界。那些曾经在课本上出现过的诗词，在徐若英的解读
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魅力。“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
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从李白的豪放飘逸
到杜甫的沉郁顿挫，从王维的诗情画意到李清照的婉约细腻，
每一首诗词都承载着诗人的情感和思想。通过阅读这本书，我
不仅领略了诗词的艺术之美，更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它让我在闲暇时光里，能够与古人对话，品味他们的喜怒
哀乐，感受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韵味。

扈学秋的随笔集《光明对面》，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
考，引发了我对人生的诸多思考。书中的文字既有对生活的热
爱，也有对人性的洞察；既有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也有对困难挫
折的坦然面对。“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
不回头。”它让我明白，人生总是充满了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
望，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总能在黑暗中找到光
明，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在这一本本精彩的书籍中，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充实而美
好的时光。退休后的生活，因为有了书籍的陪伴，也不再单调
和无聊。相反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

读书，让我开阔了视野，不再局限于自己狭小的生活圈

子。通过书籍，我了解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生经历，仿佛经
历了无数次别样的人生。这种体验让我变得更加宽容和豁达，
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

读书，也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不断地思考、分析、总结，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同时，书籍
中的智慧和观点也不断地启发着我，让我对生活中的问题有了
新的认识和解决方法，并尝试着写些读书笔记，把读书后的所
感所悟记录下来变成文字。

此外，读书还成为了我与他人交流的重要话题。在与朋友
的聚会中，分享一些自己最近读过的好书，交流彼此的感悟和
体会。这种交流不仅增进了感情，也让我从他人的视角中获得
了更多的收获。

我相信，只要我还能拿起书，我的生活就会一直充满阳光
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与书为伴，不断探索未知
的世界，让这份老有所乐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享受与书为伴的幸福时光
□罗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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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纷扰尘世中寻找一片清静之地，是无数人
心中的向往。当代散文大家梁衡的散文精选集

《心闲天地宽》，仿佛为现代人铺设了一条通往内
心深处的幽径，以其独特魅力，引领读者在纷繁
复杂的生活中找到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淡然。

封面上的那句“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
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
坦”，仿佛是作者对读者最温柔的劝慰，也是整本
书的灵魂所在。这句话如同晨曦初照时分的一
缕清风，轻轻拂过心田，带走浮世的尘埃，留下无
尽释然。同时，它以极简笔触，勾勒出生活的本
质——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内心的平和与自在才
是人最应追求的境界。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背景下，学会
以闲雅之心去拥抱生活，便如同掌握了一把开启

幸福之门的钥匙，让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都沐浴在
阳光之下。而当我们真正拥有了闲雅之心，便会
发现，那些曾经觉得沉重的负担，在心态的调整
下也显得轻盈起来。于这样的心境下，生活仿佛
被重新着色，每一刻都充满了新的意义和色彩。
春日里的一缕清风，夏日里的一片树荫，秋日里
的一抹金黄，冬日里的一缕暖阳，都能成为触动
心灵的美好瞬间。

《心闲天地宽》整部书，恰似“清风徐来，水波
不兴”的幽静景致，又如同一幅清新脱俗的山水
画，将生活的智慧与哲理娓娓道来。这本书共分
为“把栏杆拍遍、不如静对一院秋、我们为什么要
阅读、什么是美”四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承载着作
者深沉的思考与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全书共三
十七篇作品，篇篇珠玑，使读者在阅读中收获启
迪，如同漫步于心灵的桃花源。

“把栏杆拍遍”这一章节包括《武侯祠，一千
七百年的沉思》《读韩愈》《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徐霞客的丛林》等，宛若是对古代文人墨客心境
的再现，他们在仕途不顺、人生坎坷之际，往往寄
情于山水之间，以诗词歌赋抒发胸中之块垒。书
中文字，亦如那些历史长河中的智者，引导读者
面对生活的挫折与困境时，不妨暂时放下执念，
站在人生的栏杆旁，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自己内
心与周遭世界。在这里，每一次“拍遍栏杆”都是
对自我认知的一次深化，对生命意义的一次重新
探索。

第二章节“不如静对一院秋”，是对闲雅之心
最直接的诠释。作者用细腻笔触描绘了一幅幅
秋日的静美图景，无论是落叶满地的小径，还是
月色下的庭院，都充满了安宁与祥和。书中文字
仿佛在告诉世人，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那些看
似平凡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瞬间。当静下心来，细
细品味这些瞬间时便会发现，原来幸福与满足并
不遥远，它们就藏在身边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之中。

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在“我们为什么要阅
读”章节中，作者以深邃视角探讨了阅读的意义
与价值。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似乎成了一种奢
侈。然而，梁衡却告诉读者，阅读是对灵魂的滋
养。通过阅读，可以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智
者对话；可以拓宽视野，理解不同文化与思想；更
可以丰富内心，让精神世界变得无比丰盈与深
邃。因此，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应该保持阅读
的习惯，使心灵在文字的海洋中自由翱翔。

“美”字轻启，如晨曦初露，温柔地揭开世间
万物神秘面纱。全书最后一个章节“什么是美”
中，作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而是引导读者从

《什么是美》《线条之美》《山水为什么有美感》这
些文章中去感受、去体验。美，无处不在，需以心
观之。无论是自然界的壮丽景色，还是人与人之
间的温情互动，只要用心去体会，都能发现其中
蕴含的美。作者还引导读者去观察生活中的美，
欣赏平凡中的不平凡，从而提升审美情趣和生活
品质。

更为难得的是，这本书还是提升精神境界的
良师益友。它不仅教会人如何发现美，还使读者
在潜移默化中感悟生活点滴里关于美的意蕴。
作品文字宛若山间细流，清澈而悠扬，悄无声息
地渗透进每一寸心田，让读者在忙碌生活中找到
片刻安静，体会到那份悠然自得的快乐。在这里
读者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缚与包袱，以最真实的自
我，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静水深流映日月，哲理深邃润心田。”《心
闲天地宽》以其独特视角和优美文笔，呈现了一
个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通过阅读这本书，使
人学会了如何在忙碌中寻找内心的安宁与治
愈；如何在喧嚣中品味生活的美好与雅致；如何
在阅读中丰富精神世界以及如何在感受中领悟
美的真谛。愿我们都能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
拥有一颗闲雅之心，去拥抱这个宽广而充满善
意的世界。

以闲雅之心拥抱生活
读《心闲天地宽》

□陈猛猛

乡愁，中国文化的永恒主题。离开那片生养
了我们的土地之时，故土就成为了一种带着梦幻
色彩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一切远离都
只不过是暂别——叶落终须归根，对于乡愁的集
体记忆，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

《暂别》，“80后”作家邓安庆的散文集，“一个
游子的质朴家信，远乡亲眷的深情遥望。”邓安庆
以一种坦然的态度，去书写自己的乡愁，他以细

腻的笔触，写自己的家庭，写自己长江岸边的故
乡，写自己的记忆与告别。

坦然是需要勇气的，正如作者所言，“不存在
对或者不对，只有真实，这是最真实的自己。”作者
将生活中那些不美好的小细节揭示给了读者——
对父母的疏于了解，偶尔产生的不耐烦，对于现实
生活的逃避……种种细节，真实而可贵。作者写
道：“我与父母就这样相互牵绊着，直到终有一天，
有人起身离去。”我想，这大概也是一个典型的中
国家庭中，游子与父母的关系。

作者写下这本书，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段记
录，在定居苏州以来，他往返于苏州的新家与湖
北邓垸的老家之间，如一只候鸟。苏州的新家，
有他的事业，他的未来，他所积攒起的财富；而湖
北的老家，有他的家人，他的过去，他所遗留的记
忆。四年的时间，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乡，与亲
人留下散碎的回忆，然后又匆匆地离去。书中很
少写及道别，却又字字离不开家人间的彼此牵
挂。这种散碎化的文字所反映的是最真实的生
活。作者力图用真实激发读者的共鸣。

作为一本散文集，书中的各个章节似乎毫无
联系，却又被一条名为乡愁的看不见的丝线所牵
连，一次次与家乡的重聚，一次次踏上漂泊的旅
程。作者写下的，已不止是他一人的故事，而是
一种集体化的梦呓，一种对于“家”的集体追寻与
共鸣。

“家”在何处？当作者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以编辑的身份展开全新的人生时，他以为自己不
会再回到苏州，彼时的他，对于苏州是没有好印

象的——他在苏州生活的两年半时间，一直在工
业城中从事着他不喜欢的工作。可是，十年以
后，当他决定离开北京，安家定居之时，他最终又
选择了“回家”，回到这座他曾经熟悉的城市。当
他回到苏州以后，亲人所在的那座边缘小城，又
成为了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家。

或许，“家”不过是一个概念，一个承载了
人们对于回不到的过去的美好幻想的概念，在
都市化的洪流之中，“家”的概念像是一座灯
塔，承载了人们对于避风港的渴望。人们总是
往美好的事物上堆砌想象，“家”被赋予了太多
的意涵。

然而，作者却以真实细致的笔触回答了这
样一个问题：当“家”的概念被剥离了那些溢美
之词以后，你是否仍然爱着这个家？作者没有
作出正面回应，而是去写母亲黑瘦干枯的手，去
写蜷缩在椅子中笑着的父亲，去写父母第一次
到达苏州的新家时那股兴奋与不适应——这是
可以理解的，对于他们而言，亲情的纽带牵扯着
他们来到这陌生的城市，而乡土的情结又在另
一端牵扯着他们归去，两种对于“家”的不同诠
释吸引着他们，也吸引着作者，而这种吸引的本
质是爱。

我想，作者所想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对于
乡愁的描述，这种与“家”的暂别，前往另一个

“家”的过程。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不是已经有
苏州那个家了吗？可只要父母还在，那个家还
不完全是自己的家。”或许，只有叶落归根的那
一天，我们才真正选定了自己的那个“家”。

一个游子的质朴家信
读散文集《暂别》

□赵昱华

《暂别》/邓安庆/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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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至今，哲学研究的主
题、方法和研究模式都经历了重大的转
变。在哲学领域宣称“范式革命”或“范
式变革”者大有人在，他们提出了各种哲
学范式变革的方案，但仍没有取得一致
意见。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版图，仍然呈
现出各自为战、“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局
面，令人莫衷一是。这种局面虽然没有
出现“定于一尊”的哲学范式，但从另一
个角度看，也代表着哲学的“生机”，代表
着新哲学范式仍然大有希望。

在这种局面下，国内的哲学界也经
历了大转型和大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

“激活”了哲学界的自我反思，出现了以
“实践”为核心概念的哲学变革，再通过
文化思想上的“返本开新”，发挥出了前
所未有的活力。新的哲学吸收古今中外
一切理论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经
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变化，出现了蓬勃发
展的哲学范式变革运动，并取得了丰硕
的理论成果。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就是
这种范式变革的重要表现。

赵海峰的专著《实践与文化：现代哲
学范式革命的多维视野》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了国内学界几十年来范式变革的足
迹。作者 1994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
学系，亲历了当时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
义和实践哲学的讨论，然后负笈燕园，获
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亲
身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复兴热”，后来又
回到母校黑龙江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以关于西方马克思
主义代表人物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思想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亲身
参与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热潮。作者
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实践哲
学和文化哲学，并以此为视角进行国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
究。这部专著就是作者在实践哲学和文
化哲学研究中的若干成果的结晶。

可以说，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和
本书所说的范式变革有着直接关系。作
者“转益多师”的经历使得他的学术视野
宏大，可以观照到不同的学术领域之间
的互通和互补关系。通过中国哲学和西
方哲学的文化比较，作者提炼出了“人的
二重性存在方式和中西哲学的层面差
异”这一学术主题。通过西方实践哲学
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比较研究，作
者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特有的

“实事求是和批判否定”二要素。通过对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观的研究，作者
认为，要走出技术理性批判困境，必须坚
持实践二元论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
法，而不能陷入抽象批判。作者的学术
视野还涉及到俄国哲学、经济哲学、哲学
教育、文化软实力等多方面，但是这些方
面的研究基本都从属于实践哲学和文化
哲学这个不变的主线。

在作者看来，实践哲学不仅仅是马
克思主义的主题，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
主题之一，其最大特点就是离开了以黑
格尔为代表的理论哲学和精神哲学传
统，也离开了“见物不见人”的传统教科
书体系，而是以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
为指归。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
在新时代的进展，内在精神都是和实践
哲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文化哲学
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展开方式、“出场”方
式，它是以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
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人的现实生存方
式作为基点的一种哲学形态。文化哲学
和实践哲学在精神上可以说有一致的一
方面，只是文化哲学在视角上显得更为

“微观”和“具体”。
作者的思路更加具有现实关怀的地方

表现在通过“文化整合”来融汇各种不同的
文化精神。他认为，不仅仅中国文化、西方
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进行文化整合，文
化进步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也有着整合的
基础和可能性。这种大胆的理论探索表明
了作者的理论勇气，也表明了“两个结合”
在理论上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课题。希望
赵海峰在未来能够更好地把实践哲学和文
化哲学研究推向深入，在学术上再创辉煌，
不辜负我们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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