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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张蓓

作为一个人在中年的女
子，在经历着各种人生况味的
同时，我对生活的感悟也增加
了很多。 从前我对家人的情感
都不如现在重，总是觉得每天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已经习以
为常了，不懂得从生活细微中
去体悟他们的情感世界和生
活中他们对我的缕缕牵挂，直
到我读到了龙应台的《目送》
这本书。

《目送》是一本极具亲情、
感人至深的散文集，台湾女作
家龙应台由父亲的逝世、母亲
的苍老、儿子的离开、朋友的
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出
了人生的百味。 是一本深邃、
忧伤、 美丽又隽永的生活笔
记。 作者在书中写道：“……我
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
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
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
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
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我读到
这里时，提笔在书页上深深感

叹：“也不能追啊！ ”
一个是随着时间流逝年

岁增长时刻都准备与你永世
决绝的双亲，一个是那个“世
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背起
背包就要离家远行的豆蔻青
年， 当他们抬起脚准备要走、
要离开你的时候，又岂是你想
追就能追得回来的啊！

父母之于孩子，最好的礼
物是目送。“……我们这一生，
要经历多少目送？ 我们目送父
母走向苍老，父母目送我们走
向成长。 而当我们为人父母，
相似的目送又会再上演一次。
一次次的目送，就像一个个轮
回……”这是一本适合家庭三
代人共同阅读的散文集，写满
了一家三代人的深情对望、铭
记和对时间逝去的无可奈何，
给同是走在人生中年的我以
强烈的震动和共鸣。 年轻时的
我总是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父
母的包容与疼爱，习惯于他们
每一次的“目送”，却从未想过
也许哪一次的“目送”就会是
今生最后的永别。 一本跨越三
代人的人生之书，写尽了对亲
情的深情领悟和对生活淡淡
的忧伤以及无法释怀的眷恋，

深深教会我珍惜当下，懂得关
爱父母亦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儿子读大四了。 关于他大
学毕业后的去向，我和他有过
多次交流。 作为母亲我并不希
望他本科一毕业就去找工作，
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再
多读点书，把自己喜欢的专业
读精读透。 我说不出更多的理
由来表达我的意愿，我把龙应
台在《亲爱的安德烈》一书中，
给儿子安德烈写过的一段话
读给他听：“孩子，我要求你读
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
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
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
择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而
不是被迫谋生。 当你的工作在
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
……”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很短
暂，一生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其
实并不容易。 我告诉他，我希
望他趁年轻的时候去拼搏一
把，君子求学，虽任重而道远，
但却不可以不弘毅！

人生的路上有时候没有
彩排，很多时候都需要靠自己
去应急处理。 我以为阅读对于
我而言，就是能够帮助我获取
前人的经验。 手捧一卷书阅读

有时候不仅仅是心灵上的需
要， 更是一种实际生活的指
导。 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有
着深刻人生体悟与生活智慧
的书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的生活， 感染着我的情绪，教
会我更加细致、细腻、细微地
去热爱生活、体悟人生。

我个人以为，一个人通过
阅读书籍，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于己的
“润身”，一个是于社会的“淑
世”。 所谓“润身”，就是不断地
修炼、提升自己。 所谓“淑世”，
我把它理解为就是增强一个
人服务社会的能力。 那么“润
生”与“淑世”谁更重要呢？ 我
以为在动荡或者纷乱的年代，
一个人的读书应当以“淑世”
为重，位卑仍不敢忘国忧。 然
而在盛世，我觉得读书应当以
“润身”为先，因为做好任何细
小的跟自己有关的事情，比如
道德、品行、情操以及热爱自
己的职业等，这些“润身”之举
都是“淑世”的前提。 于我而
言，静心修书编志，延续一方
文脉， 就是力所能及的“淑
世”。

王芳仙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是
通过一整套严格的考试制度来加以
体现和落实的。秀才、贡生、举人、进
士， 是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人所熟
知的古代读书人的身份名词。 当然
状元、 榜眼和探花也是今人经常挂
在口头上的常用语。

读一本好书， 就是在和高尚的
人谈话。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时候，是
一个人独处的。这个独处的时间段，
我们如何安排，对每一个人来说，都
会有所不同。 有人习惯上网搜索一
些文章，“心灵鸡汤” 很适合现代人
的繁忙和安逸。 也有人喜欢打开电
视看电影， 那些经典镜头会通过电
视屏幕，穿越时空，来到你的身旁，
既惊险，又刺激。还有人会利用闲暇
时光，一个人呆在房间里，静静闭目
养神，听上一段悦耳的音乐，放松身
心，舒缓疲惫。 而我喜欢，顺手拿起
平时从书店里购置来的书籍， 看一
会书，哪怕一小段，文字平淡也好，
精彩也罢，都是生活中美好的时光。
独处最是难得， 更能体现一个人的
生活品位。看书也要有所选择，那些
与生活无关，与个人进步，社会和谐
以及家庭温馨息息相关的都在我的
阅读视野里。

读一些好书， 它总能给人带来
正能量， 让我们学会和身边的人以
及这个宇宙和平共处。 正确的阅读
绝对会让你异于常人，脱颖而出。伟
大领袖毛泽东，读书量之大、书目之
经典堪称国人楷模， 是我们后人学
习效仿榜样。比如《二十四史》，主席
熟读精评，书中人物，性格、家庭、事
业、都了若指掌，烂熟于心。还有《资
治通鉴》，他通读 17遍，从中发现历
史规律，用以指导国家建设。近年来
推广阅读“第一人” 学者朱永新在
《我的阅读观》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观
点， 也已深入人心， 成为国人的共
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
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
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
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
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
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共读共写
共同生活”，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让人
难以质疑， 我们在品读这些简练的
语句时， 更是感叹作者对阅读发自
内心的推崇， 也从中感受到他对阅
读意义的深刻了解。

你读的越多，实践越多，越无人
能敌。 一个人， 不光要在学校里读
书， 更多时候还要在学校以外的地
方多读书。时时处处读书，持之以恒
读书， 还要将学到的知识技能用于
实践。我读书不多，读的也是一些跟
工作生活和个人兴趣爱好相关的书
籍。据我个人经验，我觉得要读的书
实在太多，然个人精力总是有限，所
以选择书籍来读，甚为重要。有些书
不能不读，有些书可读可不读。《普
通逻辑原理》，我觉得现代人都要读
一读。 写文章、说话，办事都要讲逻
辑关系，不能乱来。概念、判断、推理
是一个有机的顺序，次序不能颠倒，
概念要完整、判断要真实，推理才会
正确。 看别人的文章，听他人讲话，
要多注意前后逻辑关系，自己讲话，
写文章更要注重内在的层次， 不能
随心所欲，否则定会前言不搭后语，
破绽百出。

故乡是一个人的根。 如果说语
言是存在的家园， 那么书香就是精
神的故乡。 愿书香伴我成长！

遐思远风

电视、网络都在热播《择
天记》， 且有个鹿晗做颜值担
当，儿子水水以超大的热情积
极追剧。 盛名之下，难免动心，
电视剧大约都是原作短斤缺
两或掺水勾兑而成，我本着求
实求真的精神找了电子版。

玄幻小说的构成无非神
人妖魔，猫腻的《择天记》大气
处在于人物基数宠大，之间的
关系脉络清晰，如一部大型历
史作品，需要传承和引导。 开
篇追溯到远古神圣之初，神人
妖魔的起源、 部落间的渊源，
条理清楚，布局利落，人性、魔
心、天道一应罗列，人有道心，
魔有人性， 妖兽性情皆成道
性。

主人公陈长生， 名为长
生，实命不久矣。“大道三千，

只求一份顺心意”， 这是陈长
生修的大道。 十四岁离开西宁
镇破庙独自来到京都。 他是简
单的一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
想“活着”。 在龙潭遇到黑龙
时，与教宗私下见面时，百草
园遇到天后时，他的回答都是
为了“活着”，陈长生比谁都想
活着，“活着” 是他最大的心
意。 活着就要逆天改命，改命
必须去凌烟阁， 而去凌烟阁，
必须是大朝试第一名，那他的
目标就是第一名。 入凌烟阁看
了王之策的笔记，进天书碑寻
找答案， 于周园初遇有容，虽
萍水相逢亦生死相随。 人生在
陈长生面前展现的是步步荆
棘、时时危机，生与死一线之
隔，淡泊的是死的阴影，直面
惨境。 坚定的是生的信念，永
不言弃。

“心有蔷薇， 何惧刀剑”，

他从魔域雪原送苏离到南方、
一路千百种追杀，只是他信人
间有情；他立意杀周通，全无
胜算， 只是他信恶人必有恶
报。 陈长生活着，就是顺着心
意的活， 是灵魂与身体的一
致，不违本心，所以明知会死，
亦向死而生。

无冬无夏的努力，于死生
周转回旋后，陈长生蓦然发现
自己不过是别人棋盘里的一
枚棋子、是人家树上的一颗长
生果，生命开始时，师傅计道
人就布篇谋局，他作为一枚道
具入局，生命的意义在于诱惑
别人，恰如伊甸园的苹果。“活
着”曾是他全部的动力，如此
翻转成所有嘲讽， 信仰溃灭，
他问：我能信任谁？

陈长生用了三日三夜，他
放自己出来了， 于生而言，死
有何惧，站出来直面这份生命

带来的各种意外， 并全盘接
收。 接受前教宗安排他的教宗
位置，也接受师傅要他死的现
实。

于世间三年潜修，被放逐
的陈长生用自己的血炼制朱
砂丹救世人，去圣女峰为徐有
容解决忧患、去汶水唐门恢复
唐三十六自由，去八百里红河
阻止落落出嫁，三年到，他决
心与师傅一战输赢……这一
切无非是陈长生必须做的，修
一份大道“顺心意”。

择天记，天即是道，择天
即择道，道，统治之道，御人之
道，愚民之道，杀戮之道……
陈长生行的是顺心道法，以初
心、本心、真心换一场绵绵佛
雨，洗净日月天色，润泽芸芸
众生。

读猫腻的《择天记》

“润身”、“淑世”与读书

书香伴我成长

水韵悠悠 汪礼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