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专刊 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4

本报“读书廊”版面开设有《每

期推荐》《书香为伴》《读书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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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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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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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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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艺术大师”
读懂传统文化

许民彤

征稿启事

若问我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是
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读
书！若问我何时读书才算是一种
最 佳 的 选 择 ？我 想 ，非 冬 天 莫
属了。

是的，相比一年的忙忙碌碌
而言，我更喜欢在这样安静的冬
天里静静地充实着自己的精神小
天地——用悠悠的书香相伴安谧
的冬天，这是我最朴实的一个小
心愿。

记忆中，那些与读书有关的
美好时光，似乎总是留在冬天的。
日子是静静的，思绪是清晰的，心
灵也是安宁的。尽管冬日寒冷，但
是，心会在不知不觉中因为那一
个个充满魅力的文字而多了一份
归属感与温暖感。

窗外，风冷飕飕的，屋子里却
是暖暖的。每一个早晨，只要拉
开玻璃窗前的那一道窗帘，便有
明灿灿的阳光欣然地跳进来，将
整个屋子照得敞亮亮的，一刹
那间，生活的喧嚣和覆盖在心头
的阴霾也都如风吹云雾般消失不
见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是很少
出门的。我把读书当成一场修行、
一门功课来做。在家里时，只要一
有空，我就会不自觉地捧起书本，
翻翻、看看，或者做一些必要的摘
录和补充。有时候，只是单单把一
本书捧在手里，我的心里就是踏
实的，仿佛有一位知心好友在身
边陪伴一样。就连《小窗幽记》《闲
情偶寄》之类的古籍，翻着翻着，
读着读着，竟也渐渐地有了感觉，
尽管有时候仍会遇到一两句不懂
的句子，但这并不影响我读书时
的心情。

冬日里，有了书籍和文字的
陪伴，生活也变得有了滋味。尽
管，把读书当作一门功课来做，有
时候也免不了有一点儿苦仄，但
值得庆幸的是，书可以慢慢地读，
苦仄也可以慢慢地被化解。静静
地坐在书桌边，让时间缓缓地流
淌过自己，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情。从刚开始读一两篇文章，到后
来读小半本书，再从国内经典读
到国外名著，我经常会因为手边
有一本好书的相伴而心境变得踏
实起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应
当是冬日里最为美妙的意境了，
此番意境，也令人身心陶醉。读书
大概也如此吧，读到深处，才会更
加有品头。不论是慢慢地品读，还
是囫囵吞枣地闲读；不论是在阳
光洒满窗台的上午，还是在明月
清风相伴的夜晚，每次翻开书本，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冬日里，寒意深深，有书相
伴，思绪连同脚步也变得轻缓起
来，所有的时光如同风吻雨露般
变得唯美起来，静静的，轻轻的，
不惊不扰……

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国传统文
化和艺术之美，近日故宫出版社
推出了“跟着艺术大师”系列丛书
中的《跟着王希孟游千里江山》
《跟着恽寿平去写生》。这套丛书
计划出版10本，从公布的选题上
来看，丛书内容涉及北宋宫廷画
家王希孟及其名作《千里江山
图》；清代画家恽寿平及其一些

“写生”画册；五代南唐画家顾闳
中及其名作《韩熙载夜宴图》；近
代著名画家齐白石绘画中那些朴
实厚重的螃蟹、机巧灵活的虾、往
来穿梭的小鱼等；到敦煌临摹壁
画的国画大家张大千，携家人弟
子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
宿，殚精竭虑地临摹276幅壁画的
传奇故事；我国戏曲人物画的创
始人、“戏画大师”关良及其独树
一帜的写意戏曲人物画；近代杰
出画家李可染笔下形态各异、朴
实无华、充满泥土味的牛以及牛
背上活泼可爱的牧童；当代著名
画家吴冠中笔下那青砖黛瓦、柔
中带美、灵动诗韵的江南水乡景
色……可以说，这套丛书选择的
是中国画这一艺术领域中的艺术
大师及其杰作，这些艺术大师在
绘画创作中挥毫泼墨、巧夺天工，

为中国艺术、为世界艺术贡献了
一幅幅传世佳作……

中国画博大精深、奥妙无
穷，但因在立意、构图、技法和表
现等诸方面专业性比较强，使不
少艺术爱好者尤其是年轻的艺
术爱好者对其品读欣赏不得要
领。考虑到多数读者的审美心
理，这套丛书的出版方和作者将
《跟着王希孟游千里江山》《跟着
恽寿平去写生》这两本书作为艺
术普及类读物推出，通过书中的
文图与读者朋友们聊一聊历史、
聊一聊艺术，进而聊一聊这些艺
术大家以及其所创作的名作，带
领读者朋友们走进绘画艺术的
殿堂，从而丰富每一位读者的阅
读生活，让大众受到艺术熏陶，
提升审美素养。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故宫
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
艺术，此次推出的“跟着艺术大
师”系列丛书，每本书都围绕一位
著名书画家及其擅长的绘画题材
展开。“一本读懂一个名画大师”，
眼下正是假期，年轻的读者们可
以读一读这套丛书，可以由此加
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
坚定文化自信。

“跟着艺术大师”系列丛书，是结合艺术大师简略生平、
艺术特点、同类绘画题材的衍变过程、相关作品及其背后
有趣故事的艺术普及类读物，力求通过轻松易懂的文字和
印制精美的图片，让读者感受到艺术的美与趣，让艺术走
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玉鼠回宫，金牛贺岁。牛年自
然离不开“牛”话题，近段时间，无
论是报章中还是网络上，人们热
衷谈“牛”年迎新春，而我想说的
则是，读书也该有股牛精神。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从
大处着眼，读书可以经邦济世；就
小处而言，读书可以怡情悦性。

“读书”投资不大而收益颇丰，可
谓至为“划算”，此道理虽说是人
人都懂，然而落实到具体行动，则
往往事与愿违。疏于读书的理由
有千种万种，最根本的恐怕还在
于——缺乏一种牛精神。

什么是牛精神？勤劳、开拓、
奉献，既是牛精神的概括与凝练，
也是牛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与之
相对应的“老黄牛”“拓荒牛”“孺
子牛”形象，也早已栩栩如生地印
刻于人们的脑中。干事创业，需要
学习三种“牛”精神，读书学习，亦
当如此。

读书当如“老黄牛”，持之以
恒不懈怠。过去，可读的书太少，
因而有了《黄生借书说》的脍炙名
篇，“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名句广
为流传。如今，书海浩无际涯，读
书早已不再是什么难事，可它似
乎依然是一件奢侈之事——之所
以谓之“奢侈”，盖因置身网络信

息化时代，人们面对的信息来源
实在太多，读书这件事常常陷入

“说起来很重要”的一种尴尬境
地。当我们对一些读书“牛”人心
生艳羡时，当我们一年又一年地
在读书上“常立志”时，不妨就从
这个牛年开始，静下心来拿起书，
脚踏实地潜心读，尝试做个善于
自我管控的“老黄牛”。

读书当如“拓荒牛”，深思熟
虑不盲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一个人在读书时不
能唯唯喏喏、墨守陈规，不能任由
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
场。读书，最好是精读善思、富于
联想，哪怕自己的理解与作者的
原意稍有出入，但只要自己能够
从个性化解读中有所收获、有所
提炼，这就够了。德国美学家沃夫
岗·伊塞尔说过，读书就是要从你
读的书本里面有你自己的一种创
造性的联想。如此读书，仿若在茫
茫荒原探寻属于自己的路径，苦
虽苦矣，然而苦中有甜，苦也值
得。如果，你能够摆脱外在诱惑而
亲近读书，那么，不妨从这个牛年
开始，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满足于
人云亦云，不要习惯于跟在别人
身后亦步亦趋，而是要下力气做
个勇于探索的“拓荒牛”。

读书当如“孺子牛”，善于分
享不吝啬。读书固然是一件很私
密的事情，但读书同样需要分享。
窃以为，分享读书是一种美德，它
不但能加深分享者对于所读内容
的理解，而且也可以濡染他人，引
导更多的人关注阅读，崇尚读书；
进一步说，这其实也是在为推进
全民阅读添砖加瓦，为营造书香
社会奉献自己的才智。读书使人
充实、快乐，而以适宜的方式分享
读书，则可以让这份充实、快乐加
倍传递。如果，你还只是埋头书本

“快乐着自己的快乐”，那么，这个
牛年不妨改变一下自己，俯首做
个甘于分享的“孺子牛”。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
自奋蹄。新的一年，请努力将牛精
神融入个人阅读，相信读书会成
就不一样的我们，从而使我们所
处的社会更加精彩、更值得期待！

一进腊月，年的脚步便如奔
跑的兔子，让人的心情变得激动
起来。忙碌了一年，一家人盼望着
在过年时团团圆圆地热闹一番，
然而，突然抬头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许多人原本的过年计划不得不
调整，但居家翻书在文字中寻年，
其实也别有一番年味儿。

中国地大物博，虽说“十里风
俗不相同”，但在过年习俗上全国
各地还是有许多共性的，如除尘
布新、烹制美味等。深谙老北京民
俗的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
中将北方的腊月写得非常有仪式
感：“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
就是过春节的‘彩排’。天一擦黑，
鞭炮响起来，便有了过年的味道。
这一天，是要吃糖的，街上早有好
多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
为长方块或为瓜形，又甜又黏，小
孩子们最喜欢。过了二十三，大家
更忙。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
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
备充足——店铺多数正月初一到
初五关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
在过去，家家户户精心准备食材，
只为初一到初五一家人能吃得开
开心心，这种忙碌充满了对家人

的关爱和犒劳，十分隆重。
过年免不了要装饰一番，以

花装饰房间，烟火味浓重的年便
也清雅了起来，古人称之为“清
供”。讲究情致的汪曾祺对此曾作
过详述：“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
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
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
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
铁丝为箍，以线过载朝阳的窗下，
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
卷上来，也颇悦目。”在汪曾祺的
眼中，“清供”不在于物品的高贵，
而在于心境。即使日子清贫、生活
困苦，只要心里怀有对美好的向
往，年也会过得有情有趣。

到了大年三十，人们见面互
相祝贺说吉利话，人人一副好脾
性，林语堂因此很乐意过年，“父
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
前和蔼。”过年时，即使最严肃的
人都变得亲和起来，这让孩子们
可以嚣张地淘气一把。

富有童心的丰子恺在《过年》
中，记录了记忆中江南传统过年
的气氛。“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
夜不眠的，店里早已经摆出风灯，
插上岁烛。吃年夜饭的时候，把所
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年人
丁兴旺……吃饭时母亲分送压岁
钱，用红纸包好，我全部用以买花
炮。”虽然日子不宽裕，压岁钱也
不多，但父母舔犊情深，让孩子们
在过年时变成了最开心的人。

过年的部分习俗是由古代岁
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莫言在《故
乡过年》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
过年场景：“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
亲悄悄地叫起来。穿上新衣，感觉
到特别神秘。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
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
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祭拜
先祖，慎终追远，不仅反映了乡人
固本思源的人文精神，还蕴含着
祗敬感德、礼乐文明的文化内涵。

这些古老而又丰富的习俗集
聚在一起，便形成了浓郁的中国
年。虽然中国的年味儿已经传袭
了千年，但这醇厚的味道并没有
在故纸堆里变得浅淡，相反地，这
味道总能让人在一次次阅读中产
生情感共鸣。这不仅是文字的魅
力，更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用阅读
烹制年味儿，那年里便有纸和墨
的馨香，有情与思的五味，有人生
的启迪与日子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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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艺术大师”系列丛书——

《跟着恽寿平去写生》 谢青 著

《跟着王希孟游千里江山》 吕鹏 著

故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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