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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现实生活的一些挫折或许会
使你燃烧的激情与梦想遇冷，当
感觉到迷茫、失落、无奈的时候，
不妨读读史铁生的作品，伴你走
过人生的黯淡，寻找光明和希望
的彼岸。

史铁生，首先是一个病人，然
后才是一位作家，正如他自言，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作为病人，史铁生像铁一样

刚强。21岁时，史铁生在“最狂妄
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但是
为了生活，他坐着轮椅进了工厂
并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第一篇
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后来，
因患肾病，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回
家休养，于是“写作为生是一件被
逼无奈的事”，并凭《我的遥远的
清平湾》一举成名；命运多舛，再
后来，史铁生的肾病发展为尿毒
症，只能靠定期的“血液透析”维
持生命，面对越来越少的写作时
间，他只好在《病隙碎笔》中对人
生意义和生命状态进行审视，如
命运、疾病、健康……

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史铁生很
豁达，“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
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
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
满足。”

史铁生的作品是纯文学，纯
洁的文学，他的文字洗礼了自己，

也感染着别人。余华曾说，真正的
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史铁生
就是这样的人，写作只是为了吐
心声，从不附带任何世俗的功利。
史铁生的作品是对生命的一次次
思考，他顽强地活着，就是要用自
己的文字来证明生存的意义，《我
与地坛》《秋天的怀念》《命若琴
弦》无不是这样的载体，他坚信，
当坦然面对生活、面对生死，换另
一种心态看不幸，一切苦难都会
远逝。

史铁生的双腿瘫痪后，他的
母亲常对脾气暴躁的儿子说：“听
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
去走走。”地坛是史铁生的精神家
园，而母亲更是他心中永远的地
坛。铁汉也有柔情时，在《我与地
坛》中，史铁生有过自责，“一心以
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
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
要加倍的。”其实，当读懂了母亲，
史铁生也就感受到了那份静默而
深沉的爱，“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
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
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史铁
生朴素真切的字句里散发着母爱
的光辉，他把充满爱的文字留存
人间。

阅读史铁生，那些洗尽铅华
的文字能让人领悟到生命的意
义：顽强地活着，不示弱。

我对蚕并不陌生，小时候见
过村里人养，上学后在老师的指
导下自己也养过，长大当了老师
成了“春蚕”，三十多年来，呕心沥
血，培桃育李。

小小的蚕，吃的是嫩绿的桑
叶，吐出来的却是晶莹的蚕丝。这
个过程神奇得很。近日读到徐飞
老师的“读书如蚕吐丝，贵在转
化”一语，不禁恍然，说得真对！读
书人也同蚕一样，读书学习不就
是一个“吃”与“吐”的精神转化过
程吗？

首先，阅读如蚕，快不得，急
不得。很多时候，慢就是快。墨西
哥有一个有趣的寓言：一群人急
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
来，旁边的人很奇怪，问：为什么
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回答：走得
太快，心灵落在了后面，我要等
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了。如
果步子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
初为什么出发？我们不如试着从
当下开始，慢下来，少一点快餐浏
览，多一些经典“啃读”。读而有
选，取而有择，有的放矢，唯真是
取。要慢读，精读，反复读，朱子曾
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
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
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
力，也越来越快。

若读书不求甚解，虽然读了
很多书，但并没有将读到的文字
转化为人生养料，更没有转化为
人生智慧，这样的阅读，如沙里淘
金，收效甚微；相反，有些人读书
并不贪多，对经典的书、专业的
书、喜欢的书，细嚼慢咽，融会贯
通，就能点石成金，转化为人生的
生产力。慢不等于懒惰，不等于停
滞不前，慢是对风景的驻足欣赏。
慢工出巧匠，将书本与自己的生
活建立起息息相关的深刻联系，

便能从书中觅得火种，照亮现实
世界。

其次，阅读如蚕，读出思想，
读出创新。书海茫茫，人生忽焉，
你我穷尽一生到底能读多少本书
呢？“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博览重要，精取也十分必要，而读
出自我则更为重要。读书人不应
该以自己读了多少本书为傲，而
应该以自己阅读后吸收、增长了
多少才干为荣。阅读过的每本书
我们也许记不住完全，但这些书
并没有白读，因为每本书的精华
已化作营养融入我们的精神之
中。读书之人不要因“知其然”而
沾沾自喜，还应该向“所以然”的
更高境界进军。只有这样，才能明
白更多原先不明白的道理，领会
更多原先没领会的内涵。

未经思考的阅读是低效的，
拥有一本好书后，最好的阅读方
式就是像蚕儿一样把文字“桑叶”
转化为精神“蚕丝”，而这，也正契
合苏轼所倡导的“博观约取”读书
法。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一文中
曾感叹：“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
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
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只有广见
博识，才能择其精要而取之；只有
日积月累，才能得心应手为我用。
积之于厚，发之于薄，这“薄”是从

“厚”中所提炼的。能把书读薄，也
能把书读厚，是读书之人应具备
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
来的，需要通过练习获得，所以初
读者还是要多做这样的练习，方
能提高读书的质量，将书中的内
容真正地学以致用。

阅读如蚕，勿贪多求快，否
则嚼不烂。用慢节奏、慢速度、慢
情调读书，从容不迫地体验、思
考、沉淀，涵咏出滋味，进而吸
收、消化，我们就能看见更精彩
的世界。

阅读如蚕
刘庆鹏

阅读史铁生
张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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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朝前走》
阮梅 著

读书朋友圈

时代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一个女孩朝前走》读后感

李钊

“阅读量”
到

“阅读力”
周慧虹

岁末年初，又见朋友圈里有人对自
己的读书情况做盘点、列计划。一个人
能够把读书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自然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不
过，就笔者观察，不少人往往只是围绕

“阅读量”进行盘点、规划，未免使人感
觉有些美中不足。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可否
认，阅读需要有“量”的积累，一年也不
读几本书的人，期望其拥有厚实的文
化底蕴、开阔的胸襟视野，无异于痴人
说梦。只有努力多读书，才能使书中的
养分逐渐内化为我们的精神骨血。

阅读不能没有“量”，但阅读又不
能仅仅停留于“量”。如果对阅读量的
考量不局限于纸质书籍，那么现代人
的阅读量其实并不低。稍加留意不难
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几乎每天都在使
用手机、电脑浏览文字，这当然也是一
种阅读，只不过，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浏览式阅读，阅读的内容大多是有趣
的网文或视频。这样的阅读固然能帮
我们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给自己带
来片刻的轻松，但吸收的内容并不是
都有益于我们精神的充实与成长。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既要追求“阅
读量”，还得探求“阅读力”，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阅读力的作用甚于阅读量。

“我希望，每个阅读者不仅仅惊诧于阅
读内容的丰富多彩，也能体会到拥有
阅读能力的无比美妙”，纳博科夫此
言，值得读书人回味与践行。

窃以为，阅读的意义，在于通过勤
读善思，使得我们的精神能力有所增
进。什么是精神能力？最起码，应当包
括分析能力、辨别能力、想象能力、创
造能力，等等。通常而言，阅读量的积
累有助于一个人精神能力的增进，然
而，话说回来，两者之间又不必然存在
因果关系。自古而今，书读得不少，然
却食而不化，把自己读成了两脚书橱
的大有人在。这说到底，还是其阅读力
有问题。只有当阅读力提升了，在此基
础上增加阅读量，才能为一个人精神
能力的持续增进锦上添花。

至于网络信息化的今天，尤需现代
人警惕的，或许在于浏览。浏览的确能
够带来阅读量的增加，却不一定引发
阅读力的同步增长。很多情况下，它容
易使人满足于“读”的表象，进而忽略
了其内在实质。作家王蒙早就指出，阅
读包括浏览，但浏览不等于阅读。“什
么都耳濡目染一二，什么都真假莫辨、
是非不分。没有分析、没有判断、没有
发展，没有举一反三、没有见贤思齐，
没有综合、没有创造、没有深化。也就
是平庸化、思想懒惰、人云亦云，看似
明白，其实糊涂。”

那么，如何提升阅读力？提升阅读
力势必涉及读书方法，古今中外，种种
读书方法不胜枚举，细究不难发现，它
们不乏道理，又或大相径庭。这也不难
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同的人
各方面情况不尽相同，其读书方法也
就各异，只是，通过那些读有所成者可
以看出，它们终究殊途同归，给当事者
带来了阅读力的稳步提升。

固然，读书方法可以因人而异，但
是，有些基本遵循或可为阅读力改善
给予助益。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遵循，在
于“高端的追求”。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决不能满足于浏览网文、段子，不能满
足于读一些浅层次、凑热闹的书，而是
要尽力保持一种高端的文化追求，努
力让自己亲近经典，努力发掘个人头
脑的选择、消化、辨识、质疑、延伸、创
造等功能。惟其如此，方能使自己更多
地体会到阅读的乐趣，更多地收获阅
读带来的成效。除此之外，提升阅读力
必须做个有心人，善于将他人成功的
读书经验与自身实际有机结合，于身
体力行中催生变化，成就自我。

当人人都在追崇阅读之时，英国作
家霍伯斯则别有见解，“如果我阅读得
和别人一样多，我就知道得和别人一
样少。”值此旧的时光远去、新的一年
来临之际，我们每一个面对阅读跃跃
欲试者，都该从中读出一些警醒意味，
进而告诫自己，讲求“阅读量”的同时，
切莫忽视了“阅读力”的精进。

当得知“七一勋章”获得者黄
文秀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汗水、
忘我奉献的故事后，我不禁好奇，
那样善良、坚韧与阳光的黄文秀，
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之路？读完阮
梅的《一个女孩朝前走》，我想自
己已找到了答案。

《一个女孩朝前走》是儿童作
家阮梅在完成中篇报告文学《文
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寻
访“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命成长足
迹》后，全新创作的一部儿童文
学。作者沿着黄文秀的生活轨迹，
挖掘她参加工作前的故事，以细
腻、温润的文字，细密、动人的生
活细节，完整展示了黄文秀从平
凡女孩到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成
长之路，向读者展现黄文秀在艰
难困苦中如何葆有明亮向上的青
春精神。

新时代青少年成长的每一
步，都离不开时代阳光雨露的滋
养。黄文秀出生于十分贫困的偏
远村落，受益于国家异地扶贫搬
迁政策，黄文秀一家得到摆脱贫
困的机会，举家搬迁到县城，得以
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种到城郊的
芒果地里、把对未来的希望播在
绢纺厂子弟学校中。读完大学后，
因国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带来的机会，她成功考取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时
代阳光雨露的滋养，不仅让她的
学识不断积累和提高，也让她心
灵的重量也随之增长。研究生毕
业后，懂得感恩的她放弃留在大
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革命老
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
自治区百色市，反哺家乡，在百坭
村担任第一书记期间，她帮助88

户418人成功脱贫。
每一个孩子的教育都是从家

庭环境中开始的。黄文秀家境贫
困，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母亲常年
患病，家中还有两个哥哥姐姐，这
个家全靠父亲赶马驮货和种地苦
苦支撑。但困境没有压垮这家人，
黄文秀是在奶奶背上和笑声中长
大的，父亲始终乐观地寻找改变
境遇的途径，哥哥姐姐将走向更高
学府的求学机会让给了她，二伯、
姑姑不徇私利、牢记共产党员身份
的事例更是深深地感染着她……
一家人为改变命运所付出的艰辛
努力、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滋养着
黄文秀成长，成为她骨子里的特
质，支撑她在追逐个人与家国梦
想的路途中闪耀出绚丽的光芒。

黄文秀在感念恩师郝海燕教
授时写道：是她一点点地帮助
我，使我超越了表面肤浅的认
知，深入到事物实质性的认知。
在黄文秀的成长成才过程中，曾
幸运地遇上多位品德高尚的好老
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的
黄灯老师；为她解答过“当代青年
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
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等诸多问
题的韦琳老师；在学术上对她循
循善诱、精心教导，鼓励她返回家
乡、建设家乡、改变家乡的郝海
燕教授……一位位优秀的老师
在向她传递知识的同时，更引导
她树立了远大的志向，教会她如
何做一个“大写”的人。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
之歌的黄文秀，是当之无愧的时
代英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
书，以朴质无华的文学语言让读
者看到了时代英雄是怎样炼成
的，并从中感悟最宝贵的品质。

本书聚焦“时代楷模”“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黄文秀的少年时
光，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记录
这位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的青
年共产党员的成长之路。作者通
过深入实地采访，突出地域特色、
人文环境和家庭成长背景，以细
腻、温润、诗意的文字，细密、动人
的生活细节，叙写了一个生长在
红色革命老区的青春女孩的真实
成长历程。黄文秀的成长经历，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农村发展
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国家的扶
贫政策，在受益的少年儿童的心
中开出硕美的花朵，深怀饮水思
源感恩之心的黄文秀，抱着“我就
是要回来的人”，以最美的青春时

光，反哺了她热爱的这片土地。她
是少年标杆、青春楷模，她的精神
和事迹，必定对当下青少年的价
值观塑造、爱国敬业精神的传递
产生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本
书向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起新时
代的青年榜样。面对脱贫攻坚这
场特殊战役，广大青年党员无私
奉献、挺身而出，这正是红色血
脉赓续不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的生动注脚。黄文秀的模样永远
定格在了青春勃发的 30 岁，但
她播撒在成长路上的光亮不灭，
那光亮诠释着理想与激情、责任
与 担 当 ，闪 烁 着 生 命 绚 丽 的
光芒。

“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黄文秀成长之路

一部能够反映时代光芒的少年之歌、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