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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朋友圈

读书妙在会心一笑
孟祥海

《汉字书法之美》的作者是

蒋勋。中国的文字在天地之间被

创造出来，在动物骨骸、石头、金

属、竹简、纸帛上被记录下来，在

各个朝代以或沉重朴厚、或飞扬

婉转、或肆意狂放的书写线条完

成了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此

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美学情怀

向读者述说了动人的汉字书法

故事，在文字编织成的画面里，

读者如走进汉字的时光长廊，充

分感受汉字书法文化的智慧、灵

动与喜悦……

这本从书法角度论述汉字

之美的图书，“是写给每一个中

国人的书法美学，唤醒每一个中

国人的书写记忆”。有读者如此赞

美《汉字书法之美》：花一个下

午，徜徉于汉字的时光长廊；然后

用一辈子，体味书写的敬意与喜

悦。汉字书法之美，不仅在指腕之

间，而且“是呼吸，是养生，是身

体的运动，是性情的表达，是做

人处事的学习，是安定保佑的力

量”，最终成为“与自己相处的最

真实的一种仪式”。

阅读此书，不仅可以完成一

次领略中国汉字之美的旅行，更

可以让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中国

汉字“大美”的洗礼。

“这就像花一

样。如果你爱上了

一朵生长在一颗

星星上的花，那么

夜 间 ，你 看 着 天

空就感到甜蜜愉

快 ，所 有 的 星 星

上 都 好 像 开 着

花。”很庆幸，我读

到了这样的句子，

这句话来自一本

儿童文学作品——

《小王子》。

是的，这是一

本儿童文学作品，

但又不仅仅是。

英 国 诗 人 泰

德·休斯曾说过：

每个人的内心深

处 都 有 一 个 小

孩 ，那 是 我 们 心

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

人性，是我们的灵魂，是一切可

能的魔法与启示的中心。

我的童年，是物质与精神

都相对匮乏的年代，但却留下

了许多关于书的记忆。我小时

候读书的渠道主要来自隔壁

的一位大哥哥，他无偿地借给

了我许多小人书，我的启蒙阅

读就是从小人书开始的。我还

读过《林海雪原》《欧阳海》《三

毛流浪记》等许多小人书。只是

那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抓

到什么就读什么，当时最盼望

的事，就是能拥有很多属于自

己的书。

工 作 后 有 一 段 时 间 我 经

常买书，这首先是一种弥补心

理，想弥补童年的遗憾，也是

想继续寻求那份单纯的快乐。

小时候读过的和没读过的书，

我 都 买 了 不 少 ，像《绿 野 仙

踪》《夏洛的网》《秘密花园》

《窗 边 的 小 豆 豆》《水 孩 子》

《捣蛋鬼日记》等等，有些我看

过了就把它送给学生，有些我

舍不得送就自个儿留着，时不

时地翻看一下。

也 是“ 无 意 插 柳 柳 成

行”，因为我经常在课间的时

候读书，刚开始时，只是有几

个小脑袋好奇地凑过来想探

个究竟——是什么让老师如

此 着 迷 ？我 笑 着 摸 摸 这 些 好

奇 的 小 脑 袋 ，对 他 们 说 出 我

手 中 书 的 书 名 ，或 给 他 们 读

一段书里的故事，于是，这些

书 名 就 像 一 个 秘 密 暗 号 ，开

始悄悄地从一个孩子传到另

一 个 孩 子 ，从 一 个 孩 子 传 向

一群孩子……

还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

我在上下午的第一节课时，发

现也许是因为教室里太过闷

热，孩子们的情绪有点骚动。我

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绘本，对孩

子们说：“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讲什么呢？讲一个可爱的小猪

的故事吧！”我翻开绘本开始读

书：“唏哩呼噜的爸爸是一头

猪。他娶的太太嘛，真巧，也是

一头猪！”才读了这一句，孩子

们就笑了，他们仿佛一下子就

忘记了夏日的酷热，安安静静

地听起了故事。

想一想，在孩子们的眼里，

一个手执教鞭声色俱厉地训斥

的老师与一个手捧图书绘声绘

色地读故事的老师该有多么不

一样，这两种形象之间有着截然

不同的情调、志趣和影响力。

教师和孩子们之间有一条

神奇的心灵通道，那就是对美

好事物的热情、迷恋和钟爱，

比如共享一本书的美好。教师

应该是一盏盏灯，为一个个可

爱的孩子在生命的懵懂期指

引精神成长的方向。我希望，

我就是这样的一盏灯。

从讲台到课桌的距离，有

时候恰好就是一本好书抵达

童年的路程。教师是阅读者，

是推广人，是守望者，所以，我

愿意做那个和孩子们一起读

书的人。

来吧，咱们一起读书！

我以为，读书的最好境界，在

于阅读中的会心一笑。

阅读中的会心一笑，是发自内

心深处的回应，是与作者产生的一

种共鸣。我们在阅读中，有时惊叹

作者文字之精妙，有时感慨作者思

维之缜密，有时赞佩作者观点之犀

利……凡此种种，总会让我们不由

自主地发出会心一笑，同时也带给

自己一种心灵的慰藉。

阅读中的会心一笑，是一种心

灵上的默契。同样的观点，也许人

人的心中都会有，但唯独这位作者

的笔下有。于是，在佩服不已之

余，我们会不觉会心一笑，陡然有

一种“吾与点也”的慨叹，不知不

觉中便与作者在心灵上达成了一

种默契，更有一种“拈花一笑”的

妙处，从此还会格外关注这位作者

的文字。阅读中的会心一笑，是跨

越时空与作者的心灵达成的一种

默契。

阅读中的会心一笑，是一种可

遇而不可求的阅读境界。不是所有

的阅读都能让你为之一笑，也不是

所有的阅读都能在会心一笑处，让

你有所得，有所悟。因此，每每在阅

读中会心一笑时，还会激起我们的

灵感，引起我们的遐想，甚至有时

还能孕育出一篇小文章，这是于会

心一笑之外的更大收获。

阅读中的会心一笑，有时是一

种豁然开朗之感。我们有时颇感人

生之路的逼仄，有时又为生活中的

羁绊所束缚，有时还不得不在生活

的漩涡里挣扎……如果有一天，突

然读到的一篇文字让你有一种心

理上的释然，让你于失望中突然

看到一丝光明，甚至自此改变了

你的人生走向，那样的收获又岂是

一个会心微笑所能概括的。

记得蒋勋在《吴哥之美》一书

中说道：“因为微笑，文明不会消

失。”我认为，阅读是一种幸福，是

生活不可或缺的滋补品。因为阅

读，会心一笑不会消失；而于会心

一笑处的种种意外收获，更值得我

们珍惜！

中国汉字之“大美”
杜浩

我爱看书，对于一些优美的段

落和精辟的句子，目光总是长久

地停留，反复看，并在心中默念，

遇到感动之处，随手便在这页纸

的右上角轻轻地折一下，以便随

时能翻阅到。为此，母亲常说我不

爱 惜 书 ，并 劝 我 改 用 书 签 ，既 美

观，又方便。可是，一张小小的书

签，来回地在书页中游走不定，书

过不留痕，读过不留迹。而那些书

中的折痕，则可忠实地记录我每

次阅读的心境，是喜悦，是悲伤，

是愤怒，皆与书中的文字一起沉

淀在岁月的深处。

每当我重温旧书，总会看到书

中的一道道折痕。书中的折痕透

着书香，沉着书魂，积着书韵。那

亲切的折痕有如齿痕，是我啃书

的印记。时光流逝，我们留不住，

但是看着这些深浅不一的折痕，

不免穿越回过去的时光，当旧事

浮现，重温于书中畅游时的搁浅，

有些情景依旧韵味悠长。

一本书，折痕越多，说明内容

越出彩，可读性越强；折痕越深，

说明我曾无数次地潜心细读，领

会精髓。书有折痕韵味长，经常翻

开审视，你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新

的发现、新的感悟，这也许就是孔

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吧。

——廖华玲《书有折痕韵味长》

读书给人带来的温暖不浓烈、

也不炽热，但有一种细水长流的

坚韧在里头，是一种恬淡的幸福。

在人生漫长的经历中，陌生人之

间一个温暖的微笑，或许能让你

记一辈子；而书中一段温暖的文

字，也可以稳稳地停留在你的记

忆深处。有了这份温暖，无论身处

怎样的险境、困境，我们总会在内

心燃起希望的灯火。

当我们迷茫的时候，有一段段

文字为我们照亮脚下的路。如果

身处荒寂漆黑的夜晚，读书就如

围着燃起的炉火，能让你感受到

温暖。感谢岁月，感谢时光，感谢

书中的文字，在给予我雨打落红

的惆怅的同时，也让我品尝到了

春风浩荡的喜悦；在给予我撞上

南墙的沮丧的同时，也让我体会

到了柳暗花明的豁然。这就是读

书，这就是不一样的幸福。

——任万杰《读书的幸福》

无疑，读书是一种享受。如果

读散文，你会因为那些美的句子、

美的描写而驰骋你美的遐想，你

不移半步，却可以漫游天下，仿佛

已经到过那些地方；如果读诗歌，

你会随着诗人的情感达到一种空

灵的境界；如果读小说，你的思想

会不知不觉地融到故事中去，轻

松地理解每一个细节或紧随情节

的 变 化 与 书 中 人 物 共 呼 吸 同 命

运，仿佛在他们的躯体内博动的

是你的心。在一本书中，你可能会

遇上曾经萌生过的某种模糊的想

法、某个淹没在记忆深处的形象，

书可以把你最纤弱的情感整个地

展示在你的眼前，你或悲或喜或

忧或愉……

读书于我，是一种消遣，是对

生命对生活的享受。不是因为书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只是为了生存得有质量而读书！

——丁庆霞《享受读书》

关于读书这个话题，古今中外

的名人大都有所论述。杜甫的“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刘向的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毛

泽东的“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

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高

尔 基 的“ 书 是 人 类 进 步 的 阶

梯”……这些论述从多读书、好读

书以及读书的作用等等各个侧面

指出了读书的重要性。事实上，从

这些名人的人生成就和对社会的

巨大贡献，我们也可以看出通过读

书可以帮助一个人实现人生理想，

并为人类的进步增添力量。

作为当代青少年，应尽早培养

爱读书的习惯，多读书、读好书，从

而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读书

的习惯，往往不是一蹴而就、不费

力气就可以养成的，而是要经过长

期的坚持，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才

会逐步成功。青少年学生所读的书

大多是功课类的，这类书占用了学

生相当多的时间，让学生们掌握了

相当数量的知识，然而，在课堂之

外，也需要学生在学好功课的同时

加强课外阅读。随着教育改革的不

断推进，从知识的广度方面来考察

学生的教育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

从客观上要求青少年学生在掌握

好课本知识的前提下，更多地去涉

猎课外知识。

要做到尽可能多地去涉猎课外

知识，青少年学生就应该和图书馆、

实体书店、网上书店交朋友。“吾生

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浩如烟

海的书的海洋，那种“发誓读尽天下

书”的决心是不现实的，人一生的精

力，几乎是难以企及这样的目标的，

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每一个

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能力。要做到读

好书，善读书，就应当在尽可能多阅

读的基础上加以精选。首先，读名著

是不二的选择。经典名著往往是经

历过大浪淘沙的，被实践所检验、被

众多人所认可的，是非常值得读的

书籍。其次，要看出版社。我们应当

看到，在图书馆和书店里那么多的

书中，有一些出版社所推出的书籍

特别受欢迎，因为这些书反映了这

些出版社选编书籍的理念、水平、质

量等，是读者信得过的，值得去收

藏、阅读的。第三，只要时间允许，就

不要去“轻阅读”，少读“鸡汤”、软

文，多读优秀书籍。因为阅读“鸡汤”

类的文章属于浅阅读，回头想时收

获并不算丰富。最后，读书不要贪图

立竿见影出效果。读书，往往是潜移

默化的，读的好书多了，读书的时间

久了，人的气质才会有所变化。曾国

藩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说道：“人之

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

则可以变其气质。”这也说明了读书

对人的影响，我们时常看到一些人

有书卷气，往往是他们善于读书并

且博览群书从而形成的气质。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读

书多了，知识面广了，其人生境界自然

会提高，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

生的厚度和广度。这一点，是值得青少

年学生牢记的道理。

让读书充实人生
宋丽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今年，联合国正式把中国的汉语列为全球性通用语言。中国文化

底蕴深厚，如今很多国家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在这里，笔者向大家介绍几册关于中国汉字文化方面的图书，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知、使用汉字，提升我们对汉字的文化自信感，更能使我们感知和感悟汉字之“大美”。

已故著名诗人流沙河，不

光写诗，还研究汉字。他读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兼攻金文和

甲骨文。流沙河曾说，历四十年

之久，总算认得几个字了，心头

悄悄快乐，觉得学习认字太有

趣了，想同大家分享快乐，所以

伏案三年，写出这本书《流沙河

认字》。

“你若面对生字，能读出音

来，能讲出义来，能写出形来，那

就算认得了。不过，汉字往往今音

之外尚有古音，今义之外尚有古

义，今形之外尚有古形。你若能

进一步读出古音，讲出古义，写

出古形，并能说清楚此字的古今

演变过程，那就算完全认得了。”

《流沙河认字》以讲故事的形式，

围绕汉字本身讲解。譬如，由“一

二三”的“三”讲到“山之多态”的

“山”，直到三生万物。流沙河讲

到“进”字时说，繁体的“进”字为

啥从“隹”？“隹”就是鸟，鱼能退

游，兽能退走，而鸟不能退飞，只

能前进……

总之，流沙河认汉字的角度

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不仅认出每

个汉字的写法、意思，还认出这

个字的创造过程、历史演变，认

出这个字承载的文化内涵。中国

几千年积累的典故、掌故，凡是

和这个字有关的，流沙河都能信

手拈来。

汉字的魅力在哪里？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像汉

字一样，从本身的外在形式、

音韵格律、象形会意、内涵意

义到演变传承，都具有极大的

魅力，进而对民族文化产生重

大影响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

分。沧浪所著的《汉字的魅力：

你真的认识和了解汉字吗》分

为“ 汉 字 的 起 源 ”“ 汉 字 的 演

变”“汉字的特点”“汉字的魅

力”等部分，从对联、诗词、谜

语、书法、妙文等文化艺术形

式入手，探讨汉字的对称和谐

之妙、韵律意境之雅、精妙机

智之巧、形体结构之美、诙谐

搞笑之怪……这些都是属于汉

字的独特的文化魅力。

独特的方块汉字，不仅是我

们语言沟通的载体，也可称得

上独立的艺术品。汉字，是中华

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活的

生命力，蕴藏着丰富的审美和

诗意，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

魅力，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载

体和基础，成为世界文明宝库

中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

该书作者为阮乃元，全书分

为《汉字内涵趣解》《汉字人文趣

话》上下两篇。书名叫“奇观”，那

么，汉字到底“奇”在何处？

汉字的构词能力极强。比如，

平常我们写字，若以“金”为形旁，

可组成很多带金的新字：铀、钴、

铱、钛……又比如，据统计一个

“人”字能组成常用词400多个，而

“水”字竟能组词达800多个。

汉字信息的容量大。这不仅

表现在数量上，从信息内涵的质

量来看，汉字的优越性也很突

出，特别是古汉语，言简意赅，通

常一个字就能表示一个词，或相

当一个词组甚至更多的信息量，

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书中有

一句话，“上工治未病”，虽只五

个字，却包含了丰富的中医文

化。这里说的“上工”，意即上等

医术的医生，“未病”，意指病症

已生成而未发作。这句话的意思

是，高明的医生对患者的病症能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把它处

理在发作之前。

这本书通过趣味的内容和

生动的写法，反映了汉字的深厚

意蕴，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深

入文字宝山，寻得有益的启发和

收获。

《读书廊》开设有《每期推

荐》《书香为伴》《读书朋友圈》

《读者感悟》等栏目，如果您最

近读了一本好书有精彩的心

得，或者在读书方面有自己独

到的方法和见解，请发文章至

本报邮箱（jswmtl@163.com），

与大家分享吧。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

邮编，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

“读书廊”收，期待您的来稿。

来
吧
，咱
们
一
起
读
书

丘
艳
荣

征稿启事

《流沙河认字》：发现汉字的趣味

《汉字的魅力：你真的认识和了解汉字吗》：发现汉字的魅力

《汉字奇观》：发现汉字的奇观

《汉字书法之美》：发现汉字的书法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