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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雪白：手帖志》
作者：雪小禅

读书朋友圈

《读书廊》版面

征稿启事

有了24小时自助图书馆，市民想借阅

图书，不必跑图书馆，不受图书馆开、闭馆

时间的限制，在街边一台自助图书馆服务

机上，就能完成借书、还书、办理读者证等

服务。早在 2011年，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就

出现在海南三亚街头，到2012年 11月，三

亚共建造 18 台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然而

记者近日走访三亚多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发现大部分自助图书馆无人问津，使用

率偏低。有市民表示“自助图书馆可有可

无”，甚至不了解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6

月25日《工人日报》）

原本是为了方便市民阅读的自助图书

馆，却遭遇这样的冷遇，实在令人意外，也

值得反思。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方

面是因为自助图书馆书籍存量较少，无法

满足市民阅读需要，继而遭遇冷落；另一方

面是租金支付存在着障碍，只收取现金，这

明显不符合现实发展，也制约着一些人的

借阅，也是导致无人问津的一大原因。

因此，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解决这些问

题，比如，书籍存量较少是因为自主图书馆

容量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

且众口难调，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自主图书

馆书籍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针对这

种现象，一是可以采取因地制宜的供给方

法，根据不同环境，提供不同的书籍。比

如，针对企业园区可以加强技术类和职场

管理类书籍的投放，针对商业区，可以注重

投放经营管理类图书，针对一些充满烟火

味道的小区等，可以加强供应一些厨艺、育

儿等休闲实用类书籍等，通过分类投放和

供应，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二是可以

加快图书更新速度，及时更新图书，最大限

度地满足市民阅读需要，发挥自助图书馆

的作用。甚至可以在人流集中的企业、商场

和住宅小区内，设置自助图书馆，缩短书籍

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可以与企业商家合

作，举办一些阅读分享活动，评选阅读达人

等，通过这些举措来调动公众的阅读热情，

激活自助图书馆的功能。

而针对借阅手续繁琐，支付不便的现

象，完全可以引进手机支付，简化借阅程

序，比如设置一键借阅服务，也可以设置留

言功能，实施私人预约服务，比如，读者可

以写出需要的图书名字，后台看到后，及时

派送补充，对于一些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

特殊读者，甚至可以考虑开设上门送书服

务，可以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办理借阅手续，

送书上门，也可以通过邮寄快递等手段来

为读者服务，减轻市民的阅读负担，足不出

户就可以拿到书籍。让阅读变得触手可及，

轻松而简单。

虽然电子阅读来势汹汹，但是纸质阅

读仍然是市民刚需，自助图书馆的出现，不

仅为市民阅读提供着方便，也是建设书香

社会，促进全民阅读的有效举措，自助图书

馆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利。因此，对于这种模

式，一方面，应该加强书籍供给，实现图书

联网，满足读者需要，另一方面，应该加强

服务完善，提升书籍供应，尽可能地减轻公

众阅读成本，打通最后一百米，实施送书上

门，图书入户，提升阅读体验，这不仅是经

营之道，也是责任所在。

《少年雪白》是雪小禅的新书。2019年 5月出

版。我在第一时间，便将此书购入囊中，并迅速地

读完。小禅的书我读过不少，但这本《少年雪白》，

却有其更高的文学水准和文化底蕴。因为此书还

有个副标题——手帖志。

手帖志，这是《少年雪白》的主题和内核。书

分四部分，且图文并茂。那些碑帖的照片和雪小

禅的文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第一章“有匪君

子”，第二章“凯风自南”，第三章“呦呦鹿鸣”，第

四章“光阴夜白”。这些题目多来自诗经，可谓思

接千载，古淡天真。

“有匪君子”一章，我尤喜《奉橘帖》。“奉橘三

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晋代王羲之写给

朋友的便条。用这等壮阔美丽的书法写一张送橘

子的小便条，岂不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可其有趣

也正在这里啊！雪小禅也说：“‘橘’这个字太好

了，有灵异的妙清，染了人间烟火，却又脱离了人

间烟火。就这么简单的十二个字，却是清清爽爽

的日常和人间情意。”

是标准的“小禅”式赏读了。她抛开书法的角

度，抛开那些“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雅量，回归到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情。她在自己的审美维度

里，写出了帖子本身所蕴涵的生活真意。

第二章的“凯风自南”，我尤喜《瘦金体》一

篇。“‘瘦与金’，仿佛贫穷和富贵，凑在一起，居然

有一种别致的味道和气息。我喜欢那支棱出来的

样子，一撇一捺彰显出不同凡响的意味，也像宋

徽宗这个人，偏偏不喜做皇帝，偏偏把心，染在了

琴棋书画里。”

第三章是“呦呦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

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古人的待客之礼，当真

比现代要高雅得多。且看苏轼的《啜茶帖》吧：“道

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有少事须至面

白。孟坚必已好安也。轼上，恕草草。”

雪小禅说：“这张公元 1080 年的小便条，简

直有家长里短的快意！”但这次，雪小禅不仅赏悟

了苏轼的手帖之意，还写到了他墨迹中的精神，

“用墨丰腴，自由挥洒，风神萧散，飘逸空灵又高

古。”书上亦有《啜茶帖》的照片，我看了又看，也

泡一杯茶，慢慢地，似品出了宋朝之味。

最后一章的“光阴夜白”里，写到了李叔同的

“悲欣交集”。它“还原到了写字的最初，彻底地断

了烟火之气”。是独属于李叔同的“弘一体”。雪小

禅说这字是“平静，恬淡，沉稳……”这也是我见

过的最独特的字体，疏朗清瘦，骨骼清奇。有“风

霜高洁，水落石出”的气度与高格。

这，就是雪小禅的“手帖志”，这，就是《少年雪

白》。书里的每一个字，都自带光芒。有少年的英气，

亦有澡雪精神。小禅自己也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一

本书。”因为里面散发的，皆是生生之力，少年雪白！

生生之力，少年雪白
——雪小禅《少年雪白》读后感

李风玲

《少年雪白：手帖志》是一本大文化散文随

笔，古风创意手帖书，从女性视角解读南北朝“朋

友圈”手帖文化，通过“手帖”讲述名家书法与人

性之美的美学故事作品。

所谓“手帖”，就是名人的亲笔信件。手帖亦

称手札。作为人类社会传统交往的一种常用方

式，书信向来是反映和记录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最

佳文体。

帖中岁月里藏着很多明朗飘逸的少年，他们

扑面而来，藏着一段雪白的往事，也藏着一段迷

人的春风。文化并不是老旧枯死的，他年轻俊美，

神采飞扬。

魏晋时期正是书写载体变化，书法表现力加

强，文人通过笔墨抒发自由天趣的时代。手帖是

当时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三言两语随性的句子

最是温暖体贴，从中可以看见山川静谧、四季更

替、快雪时晴，万般相思寄于纸端。千载寂寥，信

笺上的只言片语变得耐人寻味。

本书以性情解读一段长达三百年的南朝文

人时代，有关感伤、放任、洒脱、隐逸、战乱流离，

看大雪纷飞后的初晴，在乱世里的小小记忆……

“仰观宇宙之大”，看流云舒卷，看积雪凝寒。

翻开小说家毕飞宇的非虚构作品《苏北少

年“唐吉诃德”》，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因为我们的童年、少年生活与作家有着太多的

相似。读他那些回忆性的文字，几乎就是重温

自己或邻家哥哥的生活片段，熟稔、亲切以及

随之产生的心灵共鸣是多让人快慰的一种享

受——抛开为功名、学历与证书的阅读，寻找

灵魂的后花园，寻找梦中的橄榄枝，寻找能与

凡俗之我同频共振的“自己”，激起心中的美好

哪怕是忧伤，从中感受到温暖、光明以及希望，

真是无法叙说的一种欢欣。

为了尊重事实与史实，作家的写作非常诚

实，不仅事情本身，连情感方式也在竭力控制。

如今想想，那时的孩子是最自由快乐的，全部

是放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成天与河流原野、

庄稼草木、鸟雀牲畜厮守在一块，麦地里寻鸟

窝，九月里观巧云，看老母猪哺乳，水湄处折蒲

棒，将蚂蟥当球踢，多有意思，很能激起我们的

美好追忆啊，那时的乡村是带着鸟雀歌唱的，

是有着绿树拱围的，是遍布着鸡鸣犬吠的，有

着露珠与庄稼的清香的，河水直接就可以捧了

喝，有着清澈甘甜的水质。所有这些，在书中都

有呈现。

最让我过瘾的是一篇《桑树》。那时的乡下

孩子，爬树就如游泳一样，是一项生存技能，不

会爬树，谁还跟你玩？于是，桑树就成了玩具，

更成了零食，轻轻一摇，紫黑的桑枣如雨坠落，

吃得嘴唇乌紫，还要装进口袋回家分给哥哥姐

姐，显摆去。到了作家笔下，桑树更成了开会的

会场，依次爬到桑树上去，各自找到自己的枝

头，一边颠，一边晃，一边说。如此会场，真让人

向往啊，哪天单位开会也开到树上去，一边开

会，一边晃悠，岂不是好？可不，“开会早已经把

我们开成经验丰富的猴子了——总有那么一

天，老猴子会盘在地上，对着它的孩子们说，孩

子，记住了，猴子是由乡下的孩子们变来的”。

看看，乡下的孩子是最灵巧的动物，比猴子还

会爬树！

只是，那些树上的晃悠在重复，日子也在

重复——乡下的日子，说白了，哪会有那么多

精彩呢？作家借了孩子的口气在感叹，“重复真

是寂寞，那些傍晚的寂寞，那些黄昏的寂寞。我

都怕了黄昏了，它每天都有哇，一天一个，哪一

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如今，人过中年，两鬓染霜，那树上的黄

昏，在树上晃荡、冥想、闲聊、吃桑枣的黄昏，却

一天也没有了。如作家所言：“我写的很多小说

都是虚构的，可是那些虚构的东西，在今天的

大街上还在。我这次书写的童年不是虚构的，

可是这个世界却恰恰没有了。”

好在，我们可以从书上重寻到童年的吉光

片羽，继续儿时的快乐与梦想。

童年的吉光片羽
朱秀坤

天气炎热，外出活动受限，宝贝们都觉得

宅在家里一点趣味也没有。老公建议，既然不

能外出，那就买些书回来看看，让孩子们过一

个“书香”暑假。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了宝贝们

的响应。

大宝立马报上了她想看的书单《生气的

小茉莉》《寻找蓝色风》《蓝村》等，还说这些

新书，是我们本土作家的，获得了大奖，可有

趣了，她的好几个同学都看过。小宝也不甘

示弱，报了她的书单《小兔斑比》《夏洛的网》

《外公是棵樱桃树》《苹果树上的外婆》《不老

泉》，她说这些书，很多都改编成电影了，她

都看过，她想知道，到底是书好看，还是电影

好看。

看两个孩子这么积极，我也凑了个热闹，

下单了好几本创意写作书。三天过后，当散着

墨香的新书抵达，拆开封面，我们三个都跃雀

起来。大家整理好自己的书，取出最想看的那

本，便在空调房里，美滋滋地阅读起来。

大家一起阅读多快乐。我很少陪孩子们阅

读，看我加入，宝贝们很是兴奋。三个人都静静

地看书，偶尔被书中的情节逗乐，哈哈大笑起

来。另两个人莫名其妙，那个笑得天花乱坠的

人，便把精彩的部分读出来，愉快地分享：你看

这段，写得太好玩了，我读给你们听……

光阅读是不行的，大宝首先做了表率，拿

出摘抄本，开始做起笔记来，看到精彩的句子

或是短语，她赶快写下来，小宝也想着要积累

一些好词好句，还说老师说过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用笔记下来的东西才特别牢固，也找了个

本子，记下精彩的部分。看到孩子们这么用心，

我也把一些精彩的句子，打在我的电脑里，以

备将来反复品读。

几天过去了，我们收获不少，孩子们沉浸

在书香里，过得很快乐，每天都能看半本书。看

完，我们会彼此分享，让好书带来的快乐，孩子

们还给自己订了计划，说这个暑假，每个人最

少要看十本书，过一个真真实实的“书香”暑

假，她们脸上的笑容让我明白，每一个爱阅读

的孩子，都是快乐的。

给孩子一个“书香”暑假
刘希

一提到哲学，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

它深奥、难懂。相反，它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比

如：当你感到困惑时，叔本华用“钟摆理论”揭示

了其中的原因；当你对生死产生疑问时，海德格

尔用“向死而生”帮你解开谜底……我所知道的

这些，都源于一本书——《苏菲的世界》。

《苏菲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段子：某天放学

回家，苏菲发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信上写着：

“你是谁？”带着疑惑，苏菲和“陌生人”开始通

信。在“陌生人”的引导下，苏菲开始了哲学之

旅。慢慢地苏菲开始思考，人为什么会感到快

乐？又为什么会苦恼不已？身边的一切都是迷，

但谜底在一封封的来信中被揭开。原来，这些

秘密都与哲学有关。从苏格拉底到康德，从祁

克果到弗洛伊德等各位大师，他们的思考，只

为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

在没有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作为铺垫的

前提下，想要了解各个时期的哲学大师以及他

们的思想，多少有些困难。但这本《苏菲的世

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把它当成小

说来读。它被誉为全世界最易读懂的哲学书，

同时也是风靡全球、超级畅销的哲学奇书。

读这本书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关于好奇

心的故事。毕达哥拉斯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

那么，在哲学中，最好的思维方式便是提出问题

并用理性去寻找解答。而这，也是主角苏菲正在

做的事情。她因为想知道“我是谁”以及“世界从

哪里来”，从而开始和“陌生人”通信。在信件来

往中，她的好奇心促使她不断探索哲学的奥秘。

起初阅读《苏菲的世界》，我也对写信的

神秘人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谁，甚至像福尔

摩斯那样，揣摩书中的每一个角色。后来，我

渐渐地被书中的哲学内容所吸引……这本

《苏菲的世界》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它

不仅让我了解了哲学的内涵，还让我感受到

了哲学的魅力。

这本书告诉你哲学很有趣
——读《苏菲的世界》有感

杨贺勤

我从小喜欢读书，所以从一年级开始便在

市图书馆办了借阅证，一有闲暇时间就去图书

馆看书借书，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我借过很多类型的书，比如童话类的、文

学类的、科学类的等。其中最喜欢文学类的书，

比如丰子恺先生、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还有冰

心奶奶的文章等，我都很喜欢呢！那一篇篇令

人过目不忘的文章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还记得那天上午，我又来到图书馆看书，

走进阅览室，只见许多小朋友捧着书埋头阅

读，读得专心致志，好像有人走路也听不见似

的。见此情景，我也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杨红樱

老师的童话书，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来，津津有

味地读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全神贯注地看

着书，忘记了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

了，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般，从我身边溜走。到

了闭馆时间，有的同学已经借完书走了，而我

还依依不舍地站在书架旁边看着，最终还是被

图书馆的老师“赶”出来的呢！

读书带给我无尽的快乐，让我在肥沃的

“土壤”里吸收营养，茁壮成长。在读书的过程

中，学习别人的写作方法，自己也会慢慢进步，

登上一层更高的台阶。

我读书还是有一定的方法，告诉你一个能

把书读好的秘诀吧：在读书时，拿出一支笔和

一个积累好词好句用的本，把从书上看到的，

认为好的词语和句子摘抄在本子上，这样在写

作时，这些平时读书积累的好词佳句，会神奇

地从你脑中蹦出来，根本不用你去苦苦地思

索。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秘诀哦！

此时此刻，夜幕降临，窗外格外宁静。我和

爸爸各自拿出自己心仪的书，或坐着或趴着，

在床前的台灯下默不作声地读着，一种浓郁的

读书氛围在我们身边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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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雨桐

我的阅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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