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

《今夜有暴风雪》以北大荒40
万知识青年返城为切入点，采用复
线并进的结构，把知青返城的现实
和对兵团生活的回忆融合在一起，
成功塑造了不断成熟的曹铁强、刘
迈克、裴晓芸等知识青年形象。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讲述的
是作者从儿童到少年这段时期“成
长的烦恼”，带领读者一起体会成
长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也
是一个逐渐明白责任的过程，而这
一过程，离不开亲情、友情等种种
爱的支撑。书中描写的人物都是
作者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是“青少
年版《人世间》”。 （本报综合）

近日，年代大剧《人世间》火热出
圈。该剧新浪官方微博这样写道：“一幅
卷轴抒写五十年峥嵘岁月，一家人携手
见证时代变迁。因为陪伴，时间的刻度
尺才更有温度。”笔者怀着好奇，怀着期
待打开视频网站。一集集看下来，内心
被一股股暖流所充盈。

一条条弹幕持续地在屏幕上滚动，
好似电视剧的另一番精彩解读。这些弹
幕“隐藏”不少信息，比如，看剧的不少是
90后、00后；再比如，不少是“原著党”，
直呼电视剧改编得好。笔者是一名不折
不扣的90后，第一条占了。第二条，因
为没有看原著，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不好予以评价。然而，好奇，就
像一张无止境的答题卡，让人内心痒痒，
跃跃欲试。于是，立即下单将这115万
字的“大部头”收入囊中。

读懂一部文学著作，首先要了解作
者的创作意图。

梁晓声是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
学”代表作家。《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洋溢着理
想主义色彩，辨识度极高。梁晓声因“知
青文学”成名，却并未止步于“知青文
学”。历经数年倾心打磨的《人世间》，可
以看作是他文学创作的一次突破与延
展。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梁晓声的视角，
聚焦但不局限。从某一特定人群到人世
间的芸芸众生，情感的联通从未改变。

这是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授
奖词不失为一个绝佳的阅读提示：“在
《人世间》中，梁晓声讲述了一代人在伟
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
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
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
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他坚持和光
大现实主义传统，重申理想主义价值，气
象正大而情感深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
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梁晓声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人世间》的构思最初是基于自己的“个
人情愫”。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东北籍
作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写故乡东北
的普通人与家常事。《人世间》无疑是圆
梦之书。往深一点，他期待《人世间》能
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种启思。一是关于
善的教育；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

国近五十年历史的认知。
有了大致的了解，笔者开“啃”。不，

是跨越时空的联想和自我观照。
《人世间》分上、中、下三部，涉及“上

山下乡”“大三线”建设、知青返城、恢复
高考、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棚户区改造
等社会动向和社会现象，时间跨越半个
多世纪。岁月的厚度经作者“咀嚼”，转
化为不同阶层人群面对生活的不一心
境。时代与人的命运“共振”，既轻盈得
不着痕迹，又厚重得响彻心扉。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的思绪随着作
者细腻的笔触不自觉地代入到那个年
代。听长辈们说，50年前的新中国物资
匮乏，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必需品都要
凭票供应。尽管如此，但人们始终没有
停止对美好生活的执着与追求。这一鲜
明的时代特征在书中有迹可循，读起来
很有年代感：“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凭肉票
买了瘦肉吃上一顿解解馋，那未免太奢
侈了，也太任性了。”“豆腐也凭票，每月
每人十块。”“母亲很舍得送给别人家鸡
蛋……不少人说，周家的两只母鸡差不
多就是为光子片大家养的。”

开篇着重铺垫叙述的A市共乐区犹
如蒲公英的花托，土生土长在这里的人
们就像花托上的种子。它们借助风的力
量，在空中飞翔，继而一头扎进泥土里，
野蛮生长。“风的力量”可以理解为前进
的时代。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有
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周家三代人
的命运沉浮，值得我们反复品味，高兴着
他们的高兴，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因为
真实可亲，所以感同身受。

周志刚，周家的大家长，新中国第一
代建筑工人。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工人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荣誉。在祖国的“大三线”建设中，
他在一线挥洒汗水，与亲人聚少离多，毫
无怨言。在子女的教育上，他虽望子成
龙，但始终教导孩子们要做个好人。这
是他朴素的处世观。因此，当他确认冯
化成和郑娟是“好人”时，便接纳了女婿
和儿媳，与女儿、儿子冰释前嫌。

全书虽然没有直接定义“好人”，但
通过人物塑造及细节描写，呈现出“好
人”应该是什么模样：“可以这么说，在许
多人都不知该怎么做个好人的年代，周
蓉遇到了贵人，而且遇到了不止一个。
他们不但愿意做好人，也知道该怎么
做。”“他要求自己必须是那么一种男人
——不论时代如何风云多变，自己在同
龄人中都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
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他们是庸常
之辈，但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
做坏小子。他们最大的明智在于，都深
知一旦成了坏小子那也就几乎等于自取
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

周家“老疙瘩”周秉坤，是书中着墨
最多的一个人物，耿直善良，可亲可爱。
可以说，他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底层儿女
的缩影，生于普通，长于平凡。相较其他
人物，周秉坤的为人处世则更集中地展
现了“好人文化”的行为表达。从拒绝现
场观看涂志强枪毙，到后来受瘸子和“棉

猴”所托看望涂志强妻子郑娟等，周秉坤
内心深处始终存有善念。生活是残酷
的，但善良的人，终不会吃亏。周秉坤收
获了不少友谊，像“松花江酱油厂六小君
子”名号的由来、与曲老太太和邵敬文的
忘年之交等。面对友情，他倍加珍惜，胸
怀侠义之心。一旦哥们儿遇到什么困
难，他必会找这些忘年交帮忙。基于周
秉坤的人品积累，这些忘年交大多会慷
慨伸出援手。结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
看，“雪中送炭”实属不易。而这也一定
程度上表达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好人
还是有的，而且不少。

在梁晓声笔下，人世间并不仅仅可
以用一个“好”字来简单概括。这一方

“天地”也会出现各种矛盾冲突，人性的
凉薄，思想的困惑，不堪一击的友情掺杂
其中。书中，周秉义作为副市长负责光
字片拆迁安置。曹德宝和乔春燕利益诉
求未被满足，不惜举报周秉义滥用职权。

如果问，这部小说给笔者带来了什
么？内心的安宁，对善的追求。

它好似一条缓缓不急的河流，在喧
嚣的外部环境下，给内心注入一股平静
的力量。这股力量，让人不张望，不彷
徨，笃定地脚踏实地地踩在厚实的土地
上，向上、向善、向美。诚如梁晓声所说，
作家不能只写现实是什么样的，更要写
现实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不是一
种陈旧的书写，它考验我们对现实的理
解是否客观、是否全面。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
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是的，《人
世间》做到了。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
委员会 著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三编介绍了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
程，从本书对五个时期经
济体制改革的叙述中可以
看出，凡是某个时期经济
体制的形成或变革符合当
时中国的国情，坚持实事
求是，就可以对完善生产
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起促进作用。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刘亮程 著

《本巴》

内容简介：
《本巴》以蒙古族英雄

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
开，在史诗驻足的地方，

《本巴》开始讲述。在史诗
尽头重启时间，成就了这
部充满想象、语出天真的
小说，塑造出一个没有衰
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二
十五岁的本巴国度，熠熠
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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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淦铭 著

《庄子智慧》

内容简介：
作者是“百家讲坛”主

讲人，认为阅读《庄子》如
入文学的、哲学的桃源；但
是这一路有不少语言障
碍，因此对一些难读难解
的文句，随文略加注释与
按语，以助读者明其意旨，
希望成为阅读《庄子》的

“向导”和“导游图”。

张青仁 毛巧晖
徐姗姗 包媛媛 著

《长城就在屋檐下》

内容简介：
本书以长城为线，以

标志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古村落为点，涵盖“非
遗”、旅游景点、红色文化、
民间传说、民族融合、乡
村振兴、餐饮美食等文化
资源，以参与式、体验式
的书写方式全面呈现“长
城文化带”的食住行游购
娱等。

陈蓉 许秀华 著

《更好更年期》

内容简介：
作者是协和医院妇产

科主任医师、博导，以40个
病例故事，串起更年期医
学知识和人文关怀；从女
性健康问题拓展到更年期
女性的社会心理困境，将
社会舆论大环境与更年期
女性的健康问题合二为
一，医患共情，刷新颠覆公
众既有认知。

孙隆基 著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的是在儒家

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中国
人以人伦关系为最终导向
的人生哲学，从而产生的
种种现象。作者主要介绍
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
会，在 20 世纪的中国受到
哪些因素的左右。全书视
野开阔，令人心服。

（本报综合）

古人云：“一年之计在于春”，宋末元
初文人翁森在其《四时读书乐·春》诗中
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山光照槛水绕廊，
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
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
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
前草不除。”

春日是一年最美好的开端，春来好
读书。溢满书香的市图书馆和香城书房
里人气颇旺，前来看书、借书的人群络绎
不绝。

红色书籍受欢迎

2日，在市图书馆“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中国——文献中的百年党建”电子书
墙前，读者刘英正用手机在《你不知道的
党史故事》前扫二维码，准备通过手机听
书和阅读。

“作为新时代新青年，我们应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
了解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的辉煌历程，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刘英说，到图书馆
里来学习党史，回顾我们党一百周年所
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奋斗取得的伟大胜
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感到十分的自
豪和骄傲。

“听说图书馆上架了新的红色书籍，
我就过来看看，顺便借阅几本书回去。”
一位正在翻看书籍的市民告诉记者，单
位的党员干部都在开展学习，通过专题
学习、支部学习、个人自学等多种方式，
学好用好党史，理解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汲取前行的动力。

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红色专柜”
上的书籍有《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
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
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简史》等，无论是
历史读物还是人物传记、党建图本、战

“疫”脱贫等，都以全新视角引领读者重
温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光辉岁月。

“从去年到现在，线上阅读数据比往
年有所增加，增加幅度为20%左右。”市
图书馆馆长蔡骏介绍，从阅读量来看，党
史类和文学类的书籍最受欢迎，被借阅
次数最多的书是《红船见初心》《中共党
史简明读本》《救赎者》。

蔡骏说，从该馆借阅量来看，《习
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抗日红色少年传

奇》《小萝卜头》《文献中的百年党史》《领
航：从一大到十九大》等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图书借阅频次较2020年明显提高，也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对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取得的光辉成就的极大认同。

共读国学一本书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此则岳阳楼之大
观也，前人之述备矣……”2月27日，香
城书房里响起了朗朗书声，亲子国学共
读活动如期举行。

“越是好作品，越需要创造性地阅
读。”香城书房的阅读老师蔡老师说，诵
读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求背诵，不求甚
解”，在这过程中通常采用“左手打节拍，
右手指读”的朗诵形式。

首先由老师示范读法；然后大家一
起逐字逐段正音；最后，孩子和家长一
起，一边打着节拍，一边诵读文段。“这样
的诵读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放声诵读，会让孩子们记得更牢靠，有利
于他们进一步理解古文的内涵。”

“亲子共读，不仅是学习，更是一种
陪伴。”在一个多小时亲子阅读活动中，
参与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觉得获益匪浅，
这让蔡老师很是欣慰。

以书为媒，以阅读为纽带，家长和孩
子们共同分享了阅读过程，分享了读书

的感动和乐趣，也获得了一次特别的沟
通交流机会。

“下班已经很累了，但是，我还是愿
意陪孩子读会儿书，虽然很累，但是为了
孩子，这样的陪伴我愿意付出。”刘女士
是这一次亲子共读活动的“插班生”。她
告诉记者，本来想带着孩子随便逛逛，正
巧听到了香城书房里的读书声，于是临
时改变主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一
场活动下来，她和孩子意犹未尽。

“培养孩子阅读的好习惯，不是自
然、自由形成的，而是自觉的、有准备的
工作。这样的共读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每
一次小课堂。”蔡老师说，除了线下亲子
共读活动，她们还会组建一个微信群，进
行“线上亲子共读活动”。

家长和孩子可以通过微信学习国学
经典，再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上交作
业”。这种亲子共读的形式不必拘泥于
时间地点，只要家长有时间，就可以陪伴
孩子阅读。

“我们已经招募了一批志愿者，他们
每个星期都会带领着家长和孩子们一起
阅读。该项亲子共读活动已经在全市各
大香城书房启动。”市图书馆馆长蔡骏表
示，他们将不断丰富活动形式，除了举办
亲子共读，后期将还会组织家长和孩子
们到社会实践基地动手实践等等，让家
长和孩子们享受更多的亲子时光。

悄然兴起“悦读”风

随着功能拓展，除了基本的图书借
阅服务，市图书馆还推出越来越丰富的
阅读活动。

2月26日下午，咸宁市少儿图书馆
开展了阅满香城之“我爱探索”系列主题
活动，本期活动的主题为“安全伴我行”。

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志愿者郭老
师组织小朋友们玩了一个“扔沙包”的小
游戏，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提高小朋
友们对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郭老师将
小朋友们平均分成三队整齐站立，并在
队伍前铺上了靶心地毯。游戏开始后小
朋友们认真地瞄准靶心投掷了起来，并
且还有不少小朋友投准了中心50的满
分。

欢快的小游戏结束后，小朋友们满
意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安全是什么？
你认为怎样才算安全？”郭老师首先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小朋友纷纷举手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有的小朋友表示安全就
是没有交通事故，有的小朋友认为不生
病身体健康就是安全。在大家的讨论声
中，郭老师总结了大家的想法——安全
就是生命不受威胁，人身没有危险，健康
和财产没有损失。

“安全”其实是个很大很广的课题，
正因为如此，郭老师专门挑了几个小朋
友平常容易接触到的话题，并展开讲述
与讨论。在大家的问答和讨论中，小朋
友对《交通安全》、《校园安全》、《食品安
全》、《用电安全》，《防疫安全》有了更深
的了解，讨论结束后小朋友还意犹未尽，
在活动结束后还去请教老师，解决自己
心中的疑惑。

今年，市图书馆推出了不少品牌少
儿阅读活动，其中包括声律启蒙课、乐高
机器人制作、绘本读书会以及新年话吉
祥之传统文化讲习等多项活动，形式多
样、主题丰富，这些亲子阅读活动，都颇
受读者欢迎。

“与孩子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通过趣味活动激发孩子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8岁孩子家长杨先生告诉记
者，现在周末经常带孩子到图书馆，要么
一起看书参加活动，不仅增长了见识，也
促进了父子感情。

春日里，读书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