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4

传承
与弘扬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于晓琳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read0451@163.com

——放下手机读会儿书 BOOK

文
旅
频
道
·
妙
赏
专
栏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公元 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此时，唐
朝已进入全面的繁荣时期。这一年，在文学和诗
歌的领域，更是一个奇迹频发之年。翻开《唐诗
光明顶》这本书，作者王晓磊说：这一年，山东泰
山迎来了一个青年游客，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另一位诗人带着他的酒和宝剑，醉醺醺
地来到了五岳中的另一座名山——嵩山，写下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本书从开元盛世写到“安史之乱”，串联所有

耳熟能详的盛唐诗人——冲出岭南、征服长安
的“小镇青年”张九龄；失意半生、终青云直上
撑起大唐一片天空的高适；徘徊在盛唐诗人圈
边缘，却逆袭成为时代最强代言的杜甫……他
们或昂扬或闲适或奔放或傲气，在盛世的诗酒
风流中兑现着天赋，写下最好的年华。而高峰
之所以为高峰，就是当遭遇从极盛的顶峰掉头
向下的失落时刻，他们的诗歌依然能照见幽微、
擦亮夜空。

张九龄，这位来自岭南的“小镇做题家”，以
自信和坚持为笔，在大唐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作为官员，可以纠结，可以挣扎，可以
保身避祸，但绝不蝇营狗苟、同流合污；作为诗
人，把诗歌当作功业一样去追求，一样可以成就
不朽。“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兰叶春葳蕤，
桂华秋皎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他

以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阔大的境界，用最简洁的
比喻传达最深远的意蕴。

即使出身平凡，只要有才华和努力，也能在
盛世中闯出一片天地。在荆州，张九龄与孟浩
然把臂言欢，完成了一次温暖的重逢，抒发了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的旷达心境。孟浩然自己的人设始终
是一位隐士，在一个人人都拼命追求荣华富贵
的盛世，孟浩然对自然的热爱与对官场的鄙夷，
显得如此可贵。“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
是李白的《赠孟浩然》，这是一个狂士对隐士的
颂歌。

王维，这位诗画双绝的才子，他的人生充满
了戏剧性的转折。“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
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写下此诗后不久的京兆
府试，他高中“解元”。可数月后却坐罪被贬。接
下来的十几年，王维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反转。曾
经在长安的繁华中崭露头角的他，最后在官场的
纷争中选择了隐遁山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们看到了他
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思考。

开元七年（719 年），蜀地。李白写下《访戴
天山道士不遇》后，转头对山下大吼一声：“我来
了，大唐！”天宝元年（742 年），年过四旬的李白
奉召进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

人。”然而李白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供皇室
消遣的弄臣。他昂着头离开京城，从此再也没有
去过长安。实际上，李白的内心始终持有一种古
代侠客的情怀。“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
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在今人看来，李白是真正活出了一种自由的
生命样式，就连他感喟的悲歌，也充满着不可一
世的青春傲气。生逢开元盛世，杜甫是幸运的，
又是不幸的。他有过短暂的幸福，“老妻画纸为
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生活常常陷于困窘。
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即将发生剧变。“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
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百姓的苦
难，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
感。

此书用通俗的语言和幽默的比喻，以诗带
史，书写了盛唐诗人的个人命运和情感，让我们
窥见唐诗黄金时期的盛况。这些千载留名的大
诗人，也不过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和你我一样，
要在具体的生活里艰难跋涉。在唐诗里，每个人
都能找到自己——那些世间的繁华真理，我们所
要经历的颠沛流离，早就被他们写在了诗里。读
读此书吧，让我们汲取诗人的智慧和力量，更好
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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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手机宛如一把双
刃剑。它虽便捷，却也悄然偷走我们的时光与专注
力。如今，是时候放下手机来读本书了。

书，是心灵的避风港。当我们的手指轻轻滑过
纸张，墨香萦绕鼻尖，那是一种沉浸于深度思考的愉
悦。读一本史书，可阅览古今兴衰；品一本文学经
典，能感受人生百态。在一本本书里，我们挣脱碎片
化信息的束缚，让想象力肆意驰骋，知识如涓涓细流
汇入心田，滋养灵魂，启迪智慧，寻回那份久违的宁
静与充实，开启一段奇妙的精神之旅。

书，是历史的回响，智慧的沉淀，心灵的寄托。
于书海遨游，仿若穿梭古今中外的时光隧道，与智者
对话，同勇者并肩，于墨香袅袅中探寻志向，磨砺心
性。

在书海之畔，我曾邂逅诸多仁人志士，他们的故
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心。读《论语》，仿佛与孔子及
其弟子们围坐论道，聆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的谆谆教诲，体悟君子以仁为本、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那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激励着我在求知与成长的道路上奋勇前
行，不畏艰难险阻，胸怀广阔，志存高远。

走进《史记》，司马迁笔下的那些英雄豪杰、帝王
将相跃然纸上。项羽兵败乌江，却不失英雄气概，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与悲壮令人动容；而越王
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成复国大业，他的坚韧
与毅力让我明白，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
能限也。这些历史人物的志向与命运，成为我心中
不朽的传奇，让我懂得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在顺境中
不忘初心。

文学的海洋里，更有无数作者以笔为剑，以墨为
锋，抒发着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读《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矗立
在眼前。他在战火纷飞中英勇无畏，在建设工地上
艰苦奋斗，即便遭受病痛折磨，依然凭借着顽强的意
志和坚定的信念，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努力。“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保
尔的这句名言，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时刻提醒我
珍惜时光，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拼搏。

书海漫漫，墨香悠悠，不仅给予我志向的启迪，
更磨砺着我的心性。读《老人与海》，老渔夫圣地亚
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在第八
十五天钓到一条大马林鱼，却在归途中遭遇鲨鱼袭
击，他奋力搏斗，最终带回鱼骨的故事让人动容。从
老人身上，我看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长时间
的空手而归，他没有丝毫气馁；与大马林鱼僵持时，
他不放弃；被鲨鱼围攻，他仍顽强抵抗。这种毅力深
深震撼着我，使我反思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
难时的轻易放弃。老人的乐观也令人钦佩，哪怕希
望渺茫，他也始终相信自己能钓到鱼，这种心态让他
在困境中保持积极的心态。书中的大海是生活的象
征，充满未知与挑战。老人的经历让我明白，生活虽
会带来苦难与挫折，但只要拥有坚定信念、顽强毅力
和乐观态度，就能像老人那样，即使在失败中也能成
为精神上的强者，永不被打倒。

一本好书就是一位老师，在无声中教导我谦逊、
宽容与坚韧。当我沉浸于书中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
情感时，我渐渐学会摒弃浮躁与虚荣，以一颗平和而
专注的心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在面对生活的挫折与
困难时，书中那些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屈的人物形象
便会浮现在脑海，给予我勇气与力量，让我能够以从
容的心态去迎接挑战，以坚定的信念去跨越障碍。

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书海之中亦有暗
流涌动。在手机上，碎片化的阅读、低俗化的作品如
过眼云烟，稍纵即逝，难以给予心灵真正的滋养。我
们需在茫茫书海中甄别筛选，远离那些空洞无物、哗
众取宠的书籍，去追寻经典之作的智慧光芒，在优秀
文化的熏陶下，让心灵得到净化与升华。

于书海中寻志，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心灵之旅；在
墨香里砺心，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让我们
以书为舟，以志为帆，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破浪，驶
向理想的彼岸。在墨香的萦绕中，砥砺前行，磨砺出
一颗坚定、勇敢、智慧的心，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人生篇章。朋友，请放下手机，加入到纸质阅读
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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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
读《唐诗光明顶》

□甘武进

奏响与读者心灵共鸣的二重奏
读诗集《打开天窗》

□杨维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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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郭富山的新书《打开天窗》，就必须“说
句亮话”——郭富山，这位生于黑土地的诗人，以
其深情的笔触抒写着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赞
美、对社会的审视以及对人类情感的思考，恰似
一把温柔的钥匙，悄然开启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
落，奏响与读者心灵共鸣的二重奏。

“法官写诗的并不多”，《中国诗歌的脸》主编
宋醉发见到我时说：“拍摄了千余位诗人，有公
安，但法官之前还没遇到。”能把法律的理性和诗
歌的感性完美融合与分离，实属不易，黑龙江高
院的郭富山便是其中之一。初识郭富山，时光回
溯至 2016 年 5 月，在项王故里江苏宿迁，我们参
加由最高法院《天平》杂志举办的首届“天平杯”
采风笔会。期间，这位成熟稳重的长者赠予我一
本诗集。读完，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他的诗恰
似黑土地上绽放的绚烂花朵，散发着浓郁醇厚的
乡土气息和深切的社会关切，如同一股清泉，给
人带来深刻的感触和无尽的回味。

如今再读他的诗集《打开天窗》，上述观点
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例如“那年中秋，风把树
叶扯得精光/也把父亲的布兜扯出惆怅”（《那
年月圆》），以“那年中秋”这一特定的时间节
点开篇，迅速将读者带入一个具有特定氛围的
情境之中，为整首诗奠定了情感基调。接着

“扯”字赋予风以强烈的动作感，让读者能够直
观地感受到风的力量和破坏力，营造出一种萧
索、凄凉的氛围，既与中秋团圆之意形成反衬，
也为后文父亲的惆怅埋下伏笔。从自然景象
巧妙地过渡到人物情感，此乃其诗歌技艺高超
的表现。

再如《归乡》这首诗以其深沉的情感、多元的
主题以及独特的表现手法，打动了读者的心灵，
引发了人们对故乡、亲情以及时光的深刻思考。
开篇“家的前面加上一个老字/游子已在外了”，
犹如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瞬间激起游子心中的
乡愁涟漪。将家、娘、房子、同学、邻居等与“老”
字相连，赋予了岁月流逝和思念的深沉厚重之
感。这种乡愁，不仅仅是对故乡的眷恋，更是对
逝去时光、亲人和熟悉事物的无尽怀念。通过反
复运用“老”字，展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结尾的
细节描写细腻而真实，描绘了归乡时的喜悦与感
动，如饺子、爆竹、父亲的酒杯等场景，表现出离

乡时的不舍与无奈。尤其是“离开的时候，速度
要尽量得快/越慢，娘亲在寒风中站得/就越久”，
速度的快慢与母亲在寒风中的等待形成鲜明对
比，突出了离乡的痛苦和对下次归期的期待，使
诗歌更具感染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郭富山的诗，更是一双洞察社会变迁的敏锐
眼睛。他密切关注社会现象，对城乡差异、现代
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进行了深刻剖析。在《乡
亲》中，他写道：“那些当年管我叫小嘎儿的/大小
伙子们，如今都变成了老人/他们步履蹒跚，衣着
简薄/遇见我时，眼里多了几分/陌生，几分疏
远”，诗人郭富山望见曾经无比熟悉的乡亲们，如
今皆已垂垂老矣，步履蹒跚，那眼眸中竟流露出
陌生与疏远。此情此景，诗人内心顿感无尽无
奈。这无奈，不单源于时间悄然带来的沧桑变
化，更是因身份的差异所可能造就的情感隔阂。

“他们/说我如今当了个官，不知/多大，在省里”，
诗人以细腻笔触描述自己为官之后与乡亲们之
间滋生的陌生感与疏远感，深刻地探讨了身份变
化对人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尽管“我真的好想告
诉他们/在偌大的城市，我的/境遇其实和他们一
样”，尽管诗人竭力强调自己在城市中的境遇与
乡亲们并无二致，然而，这种身份的差异，依旧在
一定程度上悄然改变了彼此间的关系。与此同
时，这种差异使得彼此之间的理解愈发艰难，但
诗人郭富山的内心深处，始终渴盼能与乡亲们维
系那份曾经的亲近。正是郭富山对社会现象的
这般敏锐洞察，使得他的诗歌具备了强烈而震撼
的现实意义。

此外，郭富山在诗歌的布局和韵律上都倾注
了大量心血，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
感和画面感。《与儿说》从对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思
考，到对儿子的期望和嘱托，再到对可能面临的
身后事的交代，逻辑结构层次分明，韵律节奏自
然流畅，诗句长短错落有致，读起来具有一定的
节奏感，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

整体而言，郭富山的诗聚焦于生活的细微之
处，借由对日常事物的悉心观察与深刻感悟，悄然
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敲响读者心中的二重奏乃至
多重奏，折射出自然之美、历史之迹、人性之光、社
会之眼，以质朴无华却又满含深情的语言，传递着
深邃如渊的情感。

《红高粱家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
代表作，小说围绕高密东北乡展开了个体生命和
乡土中国的文学想象，讲述了余占鳌、九儿等家
族人物的故事。他们在抗战时期，携手抗击日
寇，展示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读罢，那片火红的高粱地仿佛在我眼前燃
烧起来，那浓烈的色彩、奔放的生命力以及其中
蕴含的不屈精神，震撼人心。而这一切，更是让
身为武警部队一员的我引发了诸多感悟。

书中，单家父子去世，爷爷奶奶接管酒庄，中心
人物的易位，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他们恣意、昂
扬、洒脱，充满血性与豪迈之气。余占鳌身兼土匪领
袖与抗日司令两重身份，有着草莽英雄的气质。他
的反抗是那么直接和果敢，奋勇抗日，不畏惧封建礼
教，也不害怕侵略者的残暴；敢爱敢恨的戴凤莲身上
同样凝结了豪迈的生命诗意，“我奶奶一生‘大行不
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是
一以贯之。”“我爷爷”和“我奶奶”是高密东北乡旺盛
强悍的生命力的代表，他们的结合更是自由精神的
叠加与迸发，谱写了一曲高粱地里扣人心弦的生命

赞歌。
我们武警官兵更需要这样的血性，在执行

反恐任务时，我们要像余占鳌面对敌人时一样
勇敢无畏。每一次解救人质、每一次与恐怖分
子的对峙，都需要我们有这种敢于冲锋、不怕牺
牲的精神。记得有一次参加实战演练，面对模
拟的“恐怖分子”，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血，就
像余占鳌在战场上杀敌时的那种豪情，毫不犹
豫地冲向目标，因为我知道这正是我们军人的神
圣使命。

书中那片广袤无垠的红高粱地也是一种象
征，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红
高粱在那片土地上肆意生长，不管环境多么恶劣，
都有着一种野性的力量。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我们
军人如同红高粱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
是在艰苦的驻训环境中，还是在危险的任务面前，
我们都不会轻易被打倒。犹记得在进行野外驻训
时，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但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
坚守任务，就像红高粱一样在困境中拔节生长。

《红高粱家族》在面对日军侵略时所表现出
的团结和抗争精神最是令人动容。他们不分男

女老少，都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同样，在
部队里，团结是我们的核心力量。在执行抗洪
抢险任务时，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战友们
互相扶持，有的用身体在洪水中筑起人墙，有的
负责转移群众，大家各司其职，为了保护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努力。每一个战友都是这个
战斗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红高粱地
里的每一株高粱，生机勃勃，顽强生长。

从《红高粱家族》中，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对
自由和尊严的执着追求。红高粱在风中舞动，
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不容许任何侵略者和压
迫者践踏自己的尊严。我们武警部队守护的不
仅仅是国家的安全，更是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我们在边境线上巡逻，防止外敌入侵，就是在保
卫人民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们在城市中维护治
安，就是在守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和深刻的内涵，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
为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和担当。在红高粱精神
的感召下，我将奋力拼搏，全力以赴，奉献自己
的青春和热血。

唤醒心底的豪迈之气
读《红高粱家族》

□孟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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