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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外经典名著阅读之门
——王晓阳与他的读书随笔集《邂逅经典：我与17部中外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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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外名著的对话

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的王晓阳，业余时间
的爱好就是阅读。在大量的阅读积淀下，工作
之余，他开始尝试文学写作、文学评论和学术
研究。谈及阅读，王晓阳坦言，那些印在纸上
的优美文字及其中的深刻内涵，对他有着一
种“天生的魔力”，一见就想读，他说：“就像有
些人见到美酒想喝，见到美景想看一样。”

随便打开一本王晓阳阅读过的书籍，我
们就会发现，他的阅读并非单纯地一翻而
过，看到感兴趣的文字、认为最重要的内容
或有疑惑的地方，他会划线、批注，写下读书
札记。对认可的好书特别是外国名著，他会
买回不同的版本，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
阅读。

阅读之后，王晓阳并不会就此放下那些
书籍，他还会对它们进行重读，有的会进行深
入思考，有的会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去评论。中
外名著浩如烟海，怎样确定读评写作的范围？
作为一名挑剔的阅读者，王晓阳以时间的检
验、专家的评价和自己的认知为基础，评判读
过的中外名著，最终选择了 17部自己读过
的、被世人公认的中外超一流作家的超一流
作品作为读评对象。

2012年年初，王晓阳动笔整理批注、札
记。作为曾任绵阳日报社总编辑的他，编务工
作一直非常繁忙。他说：“创作的时间，都是工
作之外挤出来的，把8小时以外、双休日的大
部分时间都用上。”整理那些读书笔记的过
程，相当于再次阅读名著本身，这个过程更像
是一次又一次与名著的深度对话，也让他对
曾经阅读过的文本又有新的感悟，读评的内
容也就变得更加丰满。

《邂逅经典》的初稿在2012年11月整理
完成，但王晓阳总觉得不满意，不够成熟。搁
置6年后，他对这些名著又有了新的认识，又
断断续续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和补充，包括

对小说的重新选择和阅读，最终出版成书。

名著阅读的导读本

《邂逅经典》分上、下两篇，上篇“读外国
经典”收录13部外国作家名著的读评文章，
下篇“读中国经典”收录4部中国作家作品的
读评文章。

在这部专著中，王晓阳不只是对名著进行
简单的阅读心得的记录，而是以精练、轻松的
语言，对名著的作者、主题、人物、写作手法等
进行深入研读，还适时提出思考与观点，体现
出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初识名著的读者而
言，阅读《邂逅经典》中的这些评价文章，可以
对那些中外名著“窥一斑而知全豹”，此书堪称
那些中外名著轻松阅读的“导读本”。

《邂逅经典》中涉及的中外名著，大部分
的体量都在几十万、上百万字。在移动阅读、
电子阅读日益普及的当下，人们有时会质疑：
还有多少人在读、愿意读那些“大部头”的纸
质书？即使是人们熟悉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除
了研究者和资格的书迷外，又有多少人真正
完整地读过？

王晓阳也思考这些质疑，但他认为，在信
息多元和碎片化阅读时代，人们或许更需要
静下心来进行深度阅读，在一部部经典名著
中去感受文字所营造的生活意象与社会形
态，而这是在快餐式的电子阅读中所难以体
会到的。因此，《邂逅经典》的出版，或许可以
对阅读这些名著的读者起到导读的作用，对
那些没有阅读或没有时间阅读这些名著的读
者，提供些许帮助，这也正是他出版这部作品
的目的。

名著读评的学术探索

作为一部中外名著的读评文集，《邂逅经

典》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和学术性质，主要表
现在体验式阅读、深度阅读、对比阅读等三个
方面。

体验式阅读。17篇读评文稿的开篇，王晓
阳以轻松的笔调介绍自己对所涉名著的最初
印象、版本情况、名家的评价，讲述购买时的
时间及购买经历，也介绍自己的阅读经历。有
时还会穿插一些有关作者及名著的典故或轶
事，比如在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引述
了引发马尔克斯写作的事件、《百年孤独》的
完成过程及邮寄书稿的经历，这些有趣的细
节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对于外国名著，
王晓阳还会介绍翻译者的情况及不同的译文
版本。

深度阅读。每一篇读评文章中，王晓阳
都会在介绍相关背景的基础上，深度分析人
物特点，解析作品主题与写作手法。比如读
《堂吉诃德》时，他从小说故事的背景与人
物性格及作品主题入手，探讨作家塞万提斯

“是在嘲笑骑士精神还是在歌颂骑士精
神”；读《安娜·卡列尼娜》时，他特别探讨了
扉页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真正含
义；读《傲慢与偏见》时，他深入分析作品表
达的婚恋价值观，也对作品的幽默与讽刺风
格进行深入浅出地剖析；读《卡拉马佐夫兄
弟》时，他对“人性善与恶”等主题进行了重
点探析……

对比阅读。王晓阳在写作中，注重对不同
作品所表现的人物、主题、社会生活、写作手
法等进行比较性探讨。有对同一作家不同作
品的对比，比如对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
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族长的秋天》之间的
对比；有对不同作家之间的对比，比如对托尔
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对比，对马尔
克斯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对比等。

全面、深度、轻松的读评方式，可以让那
些中外名著特别是那些晦涩难懂的名著更容
易读懂，让更多的读者由此喜欢阅读而不是
拒绝那些影响至今的中外名著，这或许就是
《邂逅经典》的价值所在。

在读《摇着轮椅上北大》之前，我从
没有想到，生命竟会以这种方式如花般
绽放，散发着独特的芬芳。这样的生命姿
态令人赞叹，令人敬佩。

从曾经有一双弹跳如簧的腿，穿着
漂亮的花裙子飞舞旋转的白雪公主，父
母掌心里的宝贝，有着梦一样绚丽童年
的花季少女，到命运一落千丈，病魔悄
悄偷走了她的身体，她成了胸部以下毫
无知觉的高位瘫痪少女。命运，对她如
此不公。

很难想象，一个被石膏床固定在病
床上，不能动，不能坐，无法走路的少女，
她的人生该怎样度过？难道就这样告别
童年，告别花季，告别希望，告别人生吗？
生命难道就这样匆匆而过？

学校，对郭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遥
不可及的梦，但学习成了她唯一的精神
支柱。不学习又能怎样？于是，她试着举
起了小学课本。

人一旦有了理想信念，就会有源源
不断的力量。虽然身体依然不能动，但是
学习之后，郭晖的思想犹如鸟儿长上了
翅膀，飞向了远方。从此，她举起了生命
的全部希望。这一举，就是20年；这一举，
举出了一片海阔天空；这一举，举出了她
不一样的人生姿态。

我想，郭晖的成功首先在于她自身
的兴趣。最初，她充满好奇地迈进知识的
海洋，她的生命从此充满了希望。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只要爱上了一件事，就会全
力以赴去做。知识是阳光，知识是力量，
知识点燃了她心中最初的梦想，给了她
熊熊燃烧的光亮。

郭晖的成功还在于坚持不懈的努
力。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专、本科、硕士、
博士，这对于每天坐在课堂里听着老师
讲解的孩子们来说已是不容易的事，而
对于郭晖这样一个高位瘫痪的孩子来
说，又是多么艰难的旅程。

郭晖的成功也离不开父母的爱。没
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当自己的
儿女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每一个父母
都恨不得自己可以替代。且不说患病期
间父母怎样克服困难为她看病，当郭辉
有了热爱学习的想法之后，父母想方设
法帮助她，把最好的爱给了她。为了让女
儿能够躺着看书，父亲几经周折实验，最
终设计出了专用的书桌。

母亲的爱也给了她无尽的力量，母
亲在她的后背下垫上被子，每次垫高一
点点，一天一天积累，一天一天锻炼，哪
怕每次坚持五分钟。半年之后，她终于
可以坐起来了。那一刻，他们全家高兴
地哭了。

父母的爱继续编织着她成长的翅
膀。为了让她自己能够走出去，父亲把门
外的台阶改成了平缓的车道。每当父母
推她出去晒太阳时，那温暖的阳光，照着
她的心里亮堂堂的。

郭晖的成功还在于挫折面前不气
馁，不妥协，不放弃。一块假的橡皮，让她
的成绩电脑无法读出，白白浪费了她一
年的时间；快要上考场了，她的搓衣板课
桌却找不到了……这一次次的挫折，都
没有打垮她。她生命的舞台，就在那块小
小的搓衣板和轮椅上实现了华丽的转
变。她，终于被北大录取了。

郭晖的传奇经历，让我们明白，不
管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们都
要适应环境，努力成长，永不放弃，永不
气馁，永不抱怨，心中永远有一种昂扬
向上的生命姿态。那么，也许就在不经
意间，在某个清晨的灼灼阳光下，在某
个角落的散碎时光里，你就会悄然绽放
成明艳艳的花朵，俏立枝头，收获着属
于自己独有的那一抹沁人心脾的芬芳。
郭晖，可爱的姑娘，你的生命姿态，将永
远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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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曾经这
样说，或在风雪之夜，靠
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
菰一盒，哲学、经济、诗
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
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
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
得了读书的兴味。天寒
地冻的冬天，生一炉火，
煮一壶茶，捧一卷书，围
坐火炉，品茗闲读，这是
文人读书的雅趣。

冬天是一个清雅的
季节，恬淡而隽永，少了
一份诱惑，多了一份宁
静。在这样一段悠闲的
时光里，捧读一本心仪

的好书，思绪不枝不蔓，身心无牵无挂，
最是难得的惬意和美好。冬天的清纯，让
人的头脑更加灵敏，思路更加清晰，徜徉
于文字里，人的精神世界一定是充满着
自信和力量的。

冬天读书，美丽的是人的心情。冬
天，万木萧条，百花凋零，一地枯黄里，连
鸟儿的鸣叫声也显得冷冷清清。而文字
里的风景什么时候都会在，从来不会因
为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置身在文字里，可
以看见春天的烂漫，夏天的葱茏，秋天的
丰盈，每一段文字都是一道缤纷的风景。
一纸墨香，一句一行，晕染成花，静静地
绽放，纷呈了心事，洇染了过往，心情美
了，人也美了。

冬天读书，温暖的是人的心灵。冬
天，风冷霜寒，冰厚雪重，世间万物都被
贴上了冬天的标签，枝头上零零落落的
树叶也在凄风苦雨里瑟瑟发抖。而文字
是温暖的，坐在冬天的暖阳下，与文字结
伴同行，几句曼妙的诗行，一段清新的美
文，和风细雨一般娓娓道来，字曳书上，
入心生暖。

冬天读书，滋养的是人的心智。每一
个季节都有着每一个季节的特点，冬天
对于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寂寞的季节。
孟德斯鸠说过，“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
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
刻。”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才会有兴趣去
读书，书读多了，可以滋养人的心智，而
善于读书、享受读书的人，就等于是站
在智者的肩膀上看世界，眼界不同，格
局不同，即便是再烟火的日子也能看到
诗与远方。

元代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说，“地
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
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在这清冷
漫长的冬天里，一炉火，一壶茶，一卷书，
读的是心灵的温暖，读的是心灵的滋养。

我一直像是背着包袱生活的人——用不
到的物品不舍得丢，并且一年比一年多；不穿
的衣服，每年拿出来洗晒，然后压到柜子里，一
柜一柜的衣服，每次换季却总觉得没衣服穿。
我还美其名曰自己是个怀旧的人。

直到包袱太大，然后才开始想到改变，让
自己的生活简单轻松一点。可是哪有那么容
易，我尝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读书写字，跑步跳
舞等，其实也是想把自己从繁琐的生活里抽出
来，可是所有的这些轻松只是一时的，那些繁
琐还在生活里。要想真的轻松，必须从根本出
发，也就是学会生活整理术，很幸运我读到了
《断舍离》，也算给了我一点方法去试着改变自
己的生活。

所谓断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不买、不收、
不取；舍是舍弃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离就
是脱离对物品的执念，了解自己的真正需要，
创造游刃有余的自在空间。

我们一直在获得和放手的循环往复中螺

旋式前进，断舍离是一种从扔东西开始的训
练，让你觉察自己的欲望是过头还是不足。

在我第一次精简物品的时候，在痛苦中纠
结了将近一周的时间，那双高跟皮鞋是我花了
大价钱买的，并且我穿着它参加过一次非常有
意义的活动，皮质很好，我一遍遍穿了脱，脱了
穿，可是大头厚跟的样式的确是过时了；这一
个个毛绒熊和布娃娃，是我的朋友们送的，从
这个柜子挪到那个柜子，好像真的找不到地方
放了；还有这几套漂亮的衣服，除了我穿上紧
点，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总想着等瘦下来就可
以穿了，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但没瘦下
来，反而又胖了一圈……

扔是一个难受的过程，而放下心中执念则
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
紧张与压力，因为生活的喧嚣无处不在，但它
不应成为生活的主要节奏，它应该是一种成全
和改变，把那些琐碎的烦恼当作生命的钟鼓，
历练出心灵的宁静与豁达，就不会辜负这过往

所经历的辛苦。我们应该摆脱那些内心狭隘的
束缚，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与速度，不浮
躁、不悲观，不固执、不牵绊。

脱离执念，心才能回归安宁。缘分本是
生命的偶然，欢喜也好，忧伤也罢，生命本就
是一场没有回程票的单程旅行，你能做的只
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
失去。

通过自己和物品之间断舍离的一个过程，
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松弛和排毒。为
期一周的大扫除完成后，看看洁净明亮的家，
心中无比愉悦，内心更加笃定——减去奢侈的
欲望，减去心灵
的负担，该争则
争，该舍则舍，一
张一弛乃人生大
智慧，正所谓，加
是一种成长，减
是一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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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绵阳资深媒体人王晓阳

的读书随笔集《邂逅经典：我与17部中外

名著》（以下简称《邂逅经典》）由山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 27 万字的评论专

著中，他以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新颖的读

评文本，对 17 部中外经典名著进行了深

度而轻松的解读。

从1980年上大学起，王晓阳开始真正

接触、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第一本读的就是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在四十多年时

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先后阅读了大量中

外经典名著，在阅读中他习惯于做批注、写

札记。从2012年初开始，他精选自己读过

的中外名著，整理写下的批注、札记，并就

作品的作者、主题、人物、写作手法及其他

人的评论进行深入探讨，融入自己的阅读

经历和见解，历时10年，先后三易其稿，最

终完成《邂逅经典》这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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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让生活更幸福
解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