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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实在是一种幸福。每个人对阅读的
意义理解不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人世间》作
者梁晓声在其经典散文集《读是一种幸福：梁晓
声谈读书与人生》中说道：“读，对于我这样一个
具体的，已养成了阅读习惯的人，确乎是一种幸
福。而且，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在当代作家中，梁晓声以透彻的社会洞察
力和扎实的文学功底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其散
文集《读是一种幸福：梁晓声谈读书与人生》是一
部关于读书感悟的随笔集，更是一本讨论阅读如
何对人的一生产生正向影响的作品。梁晓声认
为，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不仅仅是为
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在精神上获得成长和进
步。每一次读书都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使他能
够更好地理解人生、审视自我。

在这本书中，梁晓声通过分享自己的阅读
经历，将读书的过程和人生的感悟交织成了一
篇篇扣人心弦的美文。他告诉我们，读书是一
种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享受，每一个在普通日
子里挑选书籍、翻阅书页的时刻，都是对生活的
一种升华。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书中岁
月长”，主要讲述书籍对作者生命“底色”的影
响、读书的思考与写作的感悟。梁晓声回顾了
自己的读书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阅读如何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从幼年听故事、小学看小人书
开始，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每一步都与阅读密

不可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书籍
对人的影响是深远而深刻的。梁晓声说：“读书
之目的，不在于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而在
于，当你被厄运和挫折打入低谷，陷入悲观的泥
潭苦闷异常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
从容地去面对。”这或许就是读书的意义。作者
同时建议，孩子们从小要多读一些娱乐性的、快
乐的、好玩的、富有想象力的书，这是为了培养孩
子们的想象力。青年们要多读一点历史书籍，至
少要把近现代史读一读，从而了解父母甚至更老
一辈人生命的意义。中年人要多读诗和散文之
类的性情读物，少一些功利性。老年人要看一些
青少年甚至儿童读物，这样就可以和孩子们“做
隔代的交流、隔代的朋友”，孩子们也就不会感到
孤独了。

第二部分为“安顿好内心”，梁晓声深入探
讨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他用自己历
经磨难的经历告诉我们，“积极之人生，不妨做
减法”，要学会接受自己，减少精神内耗，只有内
心的平静与坚韧才是对抗生活困顿的关键。他
鼓励读者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寻找一片属于自
己的宁静之地。在他的人生困苦中，书中的知
识早已内化为无形的精神力量，帮助他净化心
灵，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如在《飘扬起你青春
的旗》一文中，作者借《悲惨世界》中小女孩珂赛
特夜晚到林中拎水时第一次遇到了冉·阿让时
的心情，来说明人性在孩提阶段所体现的诗性

成分，即人性的单纯。在《最合适的，便是最美
的》文中，作者用自己和铁凝帮助青年的例子，
来说明一些文学青年不能只为谈理想而忽略了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荀子说：“自知者不怨
人，知命者不怨天。”作者认为，只要是最适合自
己的，便是最好的，最美的。

第三部分为“情深人世间”，在这一篇章中，
梁晓声转而讨论人际关系的美好与重要性。他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家人、朋友之间的温情互
动，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他认为，人间烟火处，普通人的生活更值得热
爱，真正的幸福来源于对身边人的关爱与理解，
而读书则能增强这种情感的深度和广度。在

《我的父母·我的小学·我的中学》一文中，作者
讲述了自己坎坷的求学经历，在文学这条道路
上，母亲是他的第一位导师，给他打开了文学殿
堂的大门。小学语文老师是第二位导师，呵护
着他这一株“文学幼苗”健康成长。而亲近苏俄
文学的哥哥则直接影响了他。作者透过暖暖的
文字和动人的情节，串联起读书与人生的关系，
正是所有热爱阅读的人们之间的情感共鸣，使
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读完梁晓声的这本书，我对阅读也有了真
正的理解。真正的阅读不应该被局限于特定的
时间或空间之内，而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因为读书即人生，我们读的是书，读的
也是自己的人生。

在阅读中理解人生审视自我
读《读是一种幸福：梁晓声谈读书与人生》

□周丹

《读是一种幸福：梁
晓声谈读书与人生》/梁
晓声/商务印书馆/2023
年4月

我喜欢在冬天读书。记得儿时的冬夜，没有手机的我，反而更能沉浸
于一本纸质书的世界里。某日冬夜，我无意间看到姐姐在窗前读书，一盏
橘灯映照着窗外轻灵的飞雪，姐姐坐在书桌前，捧着一本《西游记》静静地
读着，窗外北风呼啸而过，屋内感觉到惬意的温暖，让我突然觉得冬天也
很美。

我喜欢读纸质书，家里有个书柜，里面存放了我喜欢的众多散文集。
记得曾经我迷恋上手机的短视频，抱着手机一路看下去，感觉看了很多的
东西，其实回想起来，大脑里反而是空空如也。等我再抬头望向书柜，那
些杨绛的《我们仨》，汪曾祺的《慢煮生活》，沈从文的《往事》等，都落满了
灰尘，灰蒙蒙的样子仿佛在控诉我的无情。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和这些
心爱的书籍走失了，那些我迷恋的书香和文字，都被我遗忘到生活的角
落里。

儿时的冬日，那些没有手机的日子，我喜欢走进书的海洋。冬日读
书，因为隔绝了外界的寒冷，又能打发无聊的时光，那些看似单调的冬日，
在我安静的读书中，悄然流走着。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冬季读书的习惯，
如今想想，我读过的众多书中，有很多都是在冬天读完的。那些看似单调
无趣的冬日，因为有书相伴，让我的人生旅程不觉得寒冷。

喜爱读书的我，对于冬季，有着莫名的期待和兴奋，我经常看书累了，
就趴在窗边，去看漫天飞舞的雪花，去看银装素裹的楼房和树木，去眺望

远山硬朗的轮廓。冬季，是读书的好季节，总感觉书中的文字，让我读出
雪中蕴藏的真挚、善良、可爱，没有复杂和世俗，一切都显得简单，能洗涤
繁杂染尘的心灵。

冬天，大地暗藏着希望，思想也在无声处萌芽。记得初冬时节，我无
意间读到唐代戴叔伦的《小雪》诗句：“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
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即使无雪的日子，我也仿佛看到
了晶莹的雪花片片飞来，为我带来无限的眷恋和怀念。

冬天，纵然外边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家中却依旧温暖如春。记得儿
时的家中，全家人围着诗意的炉火，我和姐姐一起倾听着爷爷讲故事。爷
爷的故事可真多，“武松打虎”“精忠报国”“桃园三结义”等，讲得深情大
义。更有“飞夺泸定桥”“智取威虎山”“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故事，听得
我们惊心动魄，感动不已。奶奶此刻会从炭火里取出烤得香甜软糯的红
薯，递给我们吃。儿时的冬天伴着炉火，让我们感受到故事的魅力。

长大后的我，喜欢坐在洒满冬日暖阳的书桌前，沏上一杯香茶，在茶
香氤氲中，去读古今中外的名著，让我的思绪穿越时空，跨越经纬，领略古
人笔下的刀光剑影，听战鼓争鸣的悲怆，体会仁人志士报效祖国的胸襟，
领悟人生价值。

冬日的诗意，是从一本诗集中获得的。守在炉火旁，读着唐诗宋词，
读着现代诗歌，那些饱含人生哲理的诗句，引领着我，走进遐想的空间，伴

着窗外飞舞的雪花，从文字到现实，涵养着我的内心，拨开我对生活的迷
茫，注入了人生的营养，拓宽了我的眼界。即使身处寒冷的冬日，依旧能
畅想江南美景和夏秋时光，漫步在高远清明的云水之间。

寒冷的冬夜，柔和的灯光荡漾着无限暖意，书中的文字像清泉般流淌
在心间，思绪滋生出万千蔓藤，带着淡泊、慰藉的心情，欣欣然沉入睡眠。
虽然冬日的思绪被禁锢在狭小的房屋里，但是读书之乐，在于读着读着，
心思就通透了，辽阔了，生出了新的认知，进入悠然开朗的境地。

逃离手机里的繁杂世界，躲避那些零碎的信息和视频打扰，当我沉浸
于一本纸质书籍的时候，我扭头发现，自己的女儿，也正悄悄地从我的书
柜上，取下一本沈复的《浮生六记》，轻轻地读出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的温暖。

“ 醉 ”美 冬 日 读 书 时
□宋小娟

心中有旷野 处处是青山
读阿来《去有风的旷野》

□汪恒

社会变迁中的坚韧力量
读《千峰秋叶丹》

□言者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
常常迷失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心
灵被喧嚣与浮躁所占据。阿来的

《去有风的旷野》如一股清新的风，
吹开人们心灵的迷雾，引领大家走
向那片广袤而宁静的旷野。

此书收录了十个把心交给旷野
的行走故事，如《莫格德哇行记》《稻
城亚丁行记》《再访米仓山三记》《大
凉山访杜鹃花记》《蔷薇科的两个春
天》等。从四川到云南，从贵州到甘
肃，阿来的脚步遍布西南大地。他
以细腻且独特的笔触，为我们描绘
出了一幅幅壮丽的自然画卷。无论
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
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都在他的
笔下熠熠生辉。这些地方不再仅仅
是地理上的坐标，更是阿来心灵的
栖息地，是他不断探索和追寻的精
神家园。

在书中，棘豆、风花菊、蝇子草
等植物仿佛是他的老朋友，他对它
们如数家珍。“这个时节如果还有花，
那一定是开着蓝色钟形花的龙胆
花，以及它的近亲，同样在深秋开出
蓝色花朵的肋柱花。”“我来到了一群
小鸭跖花前。它们七八朵三五朵一
群，紧贴着地面，已然开放……”他
爬上海拔 4000多米的高山，只为了
与这些美丽的生灵相遇，感受它们
的独特魅力。这种对植物的热爱和
痴迷，体现了阿来对自然的敬畏和
珍视，也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自然
的窗户。

透过阿来的文字，我们似乎看
到那些在高山上顽强生长的花朵，
闻到那清新的草木香气。“山道盘
旋，乘车上光雾山……渐渐地，山谷
深陷，峡底终不可见。树愈高大，林
愈浓密。”“风忽偃忽起，阳光忽强忽
弱，野樱桃树黄叶飘风，落在溪上，
落在光润的涧石之上……”类似的

文字，如一首激昂的交响乐，节奏起
伏，充满力量和美感，也打动了人的
心灵。阿来善于将宏大的自然景观
与细腻的情感表达相结合，让人感
受到大自然的雄浑与壮丽，体会到
生命的柔美与细腻。

“当年蜀道秦关，万里飘然往
还。酒病曾留西县，眼明初见南山。”
陆游所见南山，正是这苍莽米仓。书
中说，陆游在蜀道上写下过“远游无
处不消魂”的诗句，这段山道，也是他
曾经的消魂处吗？生命是一次山重
水复的旅程，当内心的时钟以万年为
单位，世界就变了模样。

在阿来笔下，旷野蕴含着深刻
的人生哲学与豁达的情怀。在米仓
山巅，时值红叶节却未见红叶，但他
并不失望，反而庆幸赏到了盛放的
杜鹃。“大可不必因为未见红叶，而
失望，而抱怨，不必非见一种规定性
的秋天。”在金川河谷，他看到因一
场战事造就的梨花的前世今生。“所
以，我看到了不同植物所植根的不
同地理与文化。所以，我看到了一
年之中，不同海拔高度上，蔷薇科植
物开出了两个春天。”这种对历史和
文化的思考，使他的作品更成为关
于人类与自然、历史与文化的深刻
反思之作。

水泥在生长，自然却在退缩，生
活里的拧巴和褶皱，寄存在高楼大
厦的方寸之间。阿来以其独特的视
角、精湛的文笔和深刻的思考，为我
们呈现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自
然世界。读来此书，我们的内心变
得清澈而明亮，对自己的人生也有
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放下
生活的烦恼和压力，跟随阿来的脚
步，走进那片有风的旷野吧。人生
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只
要我们心中自有旷野，无论身处
何地，都能处处青山。

长篇小说《千峰秋叶丹》如同
秋日里火红的枫叶，绚烂而炽热，
讲述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作者涂
朝晖以细腻的笔触，将读者带入了
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
农村世界，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
社会变迁与农民的生活图景。

故事从王贤良一家人的艰辛生
活拉开序幕。王贤良与沈秀兰夫妇
勤劳善良，但家境贫寒，因此屡遭挫
折。他们的三个女儿，在逆境中努
力成长。尤其是三女儿王美睿，不
仅聪明好学，还凭借坚韧不拔的精
神，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开篇的
情节紧凑而富有张力，迅速将读者
带入那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时代，
为作品奠定了积极向上的基调。

《千峰秋叶丹》中，王美睿的形
象尤为鲜明。她不仅聪明好学，更
有一颗勇于担当的心。在面对生活
的重重困难时，她从不轻言放弃，而
是选择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书中写
道：“王美睿咬着牙，暗自发誓，一定
要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这句誓言
不仅彰显了她的坚定信念，也深深
触动了读者的心弦。

《千峰秋叶丹》的文字质朴而
深刻。作者擅长通过细腻的描写
和真实的对话，将人物形象刻画得
入木三分。在描述王贤良夫妇的
辛勤劳动时，作者写道：“王贤良和
沈秀兰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走
向田间，他们的身影在晨曦中拉
长，显得既孤独又坚定。”这样的文
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让读者
深刻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
感波动。

在叙事技巧上，《千峰秋叶丹》采
用了线性叙事与插叙相结合的方式，
既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又丰富了作
品的内涵。作者通过王美睿的成长

历程，串联起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情
节，让读者在跟随主人公成长的同
时，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
展。这种处理方式让作品既有历史
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鲜活气息。

《千峰秋叶丹》在处理复杂性和
多面性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作品不
仅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还
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与美好。通
过王美睿这一角色的塑造，尤其是她
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以及带领乡亲
们共同富裕的壮举，作者生动地传达
了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不仅激励着王美睿不断前
行，也深深感染了读者，让我们看到
了在逆境中坚持与奋斗的力量。

作品中，“千峰秋叶丹”这一标题
充满了象征意义。其中，“千峰”代表
艰难险阻，“秋叶”寓意收获，“丹”则
象征着炽热的激情和坚韧的意志。
这一标题不仅概括了作品的主要内
容，也深刻传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
作品中的“楠竹基地”，不仅是王美睿
带领乡亲们奋斗的地方，更象征着希
望与新生。那郁郁葱葱的楠竹，如同
乡亲们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而“花
椒树”则寓意着生活的辛辣与甘甜，
象征着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在困苦中
品味人生的哲理。

《千峰秋叶丹》是涂朝晖文学创
作中的一部佳作，它充分展示了作者
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创作才
华。作品通过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
人物刻画传达了积极向上、勇于担当
的人生态度。通过丰富的象征意象
和深刻的主题思想引发了读者对人
生价值和社会生态的深刻思考。这
部作品不仅文学价值较高，更以其积
极向上的主题和深刻的社会寓意，为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个人道德修
养与文明素养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
思考。

《去有风的旷野》/阿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 《千峰秋叶丹》/涂朝晖/花山

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