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柯云

啖书饱腹，古之训也。笔者的蒙师是一位清
末秀才，名叫杨少甫，一生嗜书如命，见我读书
不用功，给我讲了一个读书的故事，至今记忆犹
新。

抗战胜利，皆大欢喜。1945 年 10 月一天，杨
少甫因买一本书而去武汉，途经湖北崇阳恰遇两
位好友，一位是纨绔弟子王进，因浪荡不羁，不
爱读书而落榜；一位博学多才的秀才熊伯伊。文
友相聚，自然离不开书字。杨少甫提议各来一首
四季读书歌，一拍即合。王进认为读书无益，首
发四季读书难歌：

“春季不是读书天/鸟语花香人心烦/夏日炎炎
正好眠/拿起书本眼发倦/秋来黄花遍地艳/哪有心
事把书缠/冬天里来刺骨寒/未必书中可取暖。”

杨、熊二人皆愤。熊伯伊针对王进，即作一
首 《四季读书歌》：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读书求学正
宜当/天地日月比人忙/莺歌燕语稀领悟/桃红李白
写文章/时光如金须爱惜/休负人生好春光；

夏读书/日正长/打开书/清风凉/田野勤耕桑
麻秀/窗前灯光书声朗/柳丝戏风伴记力/荷花扑鼻
引书香/农村四月闲人少/争分抢秒读书忙；

秋读书/玉露凉/钻美文/学华章/晨钟暮鼓催
人急/燕去雁来促我忙 /菊灿疏篱情寂寞/枫红曲岸
事仿徨/少壮不勤老空悲/何不早悟免后伤；

冬读书/年去忙，翻古典/细品量/挂角负薪称
李密/囊萤映雪有孙康/书中取暖勤苦读/踏雪寻梅
莫乱逛/男儿欲遂平生志/一载寒窗一举汤。”

杨 少 甫 拍 手 叫 好 ， 亦 吟 出 一 首 《四 季 啖 书
歌》：

“春色宜人心花放/书本伴君入仙乡/一年之季
在于春/妙文华章腹中藏/夏日如火把人烫/啖书避
暑更清凉/人如夏天正当时/胸有诗书气自强/秋日
洒金遍地黄/又是读书好时光/收罢稻子获高梁/谷
满仓来文满腔/冬季寒风不可挡/唯有好书暖心房/
辞罢旧岁细品味/迎来新年新华章。”

熊伯伊听罢，称赞道：“贤弟之歌胜过愚兄
也。”王进则羞愧万分，悄然离去。

杨师以此教我，令我朝夕背颂，书写成篇，
使我大彻大悟，回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所谓
作家，著书立说，其功多归于四季啖书歌。

四季啖书歌

钟锐

有些事想想就不可思议——小时候喜欢看
《名侦探柯南》《福尔摩斯探案》 的我，竟然在三
十五岁前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写了十几本
侦探故事书。现在，《新歪歪探长》 一套四本就
要出版了，这不仅是 《歪歪探长》 系列的升级，
更是对我写作的最大褒奖。

以前我说过，我之所以写少儿侦探故事，是
因为编辑的约稿。是编辑的鼓励和鞭策，让我写
了一篇又一篇少儿侦探故事，并顺利地把这些侦
探故事收拢起来，变成了一本本书。所以说，我
的运气不坏。好几次我曾想：假如再给我一次机
会，我还会写少儿侦探故事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只要一旦认真读了或写了侦探故事，你就会
深深地迷恋上它。它就像一个充满魔力和智力的
游戏一样，会极限地挑战你的智力、思维、想
象、知识、阅历以及反应能力。要想获胜，你就
得拿出全部的战斗力，充分激发自身的潜力。一
个又一个侦探故事，一个又一个紧张刺激的游
戏，最后形成一个个惊险刺激的漩涡，不玩到最
后，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歪歪探长》 首次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之
前，我从没想过会如此受欢迎。现在无论走到哪
里，只要对小读者们说我是 《歪歪探长》 的作
者，就会得到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他们把 《歪歪
探长》 里面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们用里面
的故事去考别人，他们收藏有我签名的图书⋯⋯

是他们真挚的热情和喜欢让我不停地写啊写，直
到现在还在写着歪歪探长的故事。最让我感动的
是一位家长给我打来的电话：她的儿子十岁了，
读五年级，以前只喜欢玩游戏、看电视，从来不
喜欢读书，可自从看了 《歪歪探长》 之后，她儿
子就拿起来舍不得放下；晚上不让他看，他就打
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

其实，我始终觉得 《歪歪探长》 并不是很成
熟的侦探故事，但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喜欢它
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带着一颗
诚挚的童心和真心吧！少儿侦探故事属儿童文学
的范畴，是给孩子们看的，所以我笔下的歪歪探
长故事避免血腥、暴力、恐怖和仇杀，避免任何
不适合孩子读的情节，始终保持着儿童文学的干
净、温馨、智慧和正能量。这些短短的侦探故事
看似简单，但曲折生动，幽默有趣；所写的人物
看似平常，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
就好像是我们生活中所遇见的人一样。而且我相
信，在经过幼儿期的童话阅读之后，再通过对

《歪歪探长》 这样的少儿侦探故事的阅读，能让
孩子从幻想过渡到日常的现实生活，让他们了解
正常的生活，而且遇到危险懂得保护自己。并且
最重要的是：在阅读 《歪歪探长》 的时候，能让
孩子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探案之中，激发他们的想
象推理能力和浓厚的阅读兴趣，从而获得更大的
心理满足。而这种游戏式的阅读和阅读中的游戏
可以称得上是阅读的极高境界，就像高明的剑法
一样。很自然的，孩子就会沉浸到故事和阅读之

中去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作的时候，我阅
读了 《十万个为什么》《万物简史》 等之类的科
普读物，有意识地将一些科普知识和生活常识融
进故事当中；小读者在阅读故事、在破案的时
候，就不知不觉地掌握和理解了这些知识点。所
以说，看 《歪歪探长》 的故事，不仅仅能锻炼孩
子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还能
让他具有永无止境的学习能力。因为，任何解
谜、推理的过程都必须以丰富的科学知识为基
础，不然，所谓的推理和研判就会漏洞百出，不
堪一击。

现在，“呼唤阅读”已经成了一种新常态，
尤其是家长，几乎所有的家长都重视阅读。这是
因为大家知道，阅读陶冶情操，提升自我修养，
能让孩子变得更好，能让孩子遇上更优秀的自
己。于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拼命地给孩子
买书，恨不得把自己认为该看的书一股脑儿全给
孩子搬过来。但这样的效果并不太好。因为阅读
是一种主动的过程，阅读的效果怎么样，完全取
决于阅读者本人对阅读文本的喜好和兴趣。任何
强迫式的阅读只能起到反作用。真正的、好的阅
读应该有一种深入骨髓、深入灵魂的愉悦感。有
了这样的阅读体验，孩子才会真正爱上阅读，一
辈子享受阅读。

侦探故事之所以让孩子们入迷，是因为这个
年龄段的孩子充满好奇心。而迷雾重重、悬念丛
生的侦探故事，正好满足孩子们喜欢打破砂锅问
到底，渴望一探究竟、揭开谜底的心理。他们为

了找出答案，必须认真观察狡猾的罪犯留下的蛛
丝马迹，必须集中注意力，联想案发现场的任何
一种可能，回忆各个嫌疑人所说的话语，找出各
条线索之间的联系，再结合自身所学和相关知
识，通过想象、推理、印证，最后找出真相，揭
开谜底。这一系列的探究过程，就需要孩子们仔
细阅读，反复阅读，从以往走马观花的阅读方式
转而学会思考式阅读，找出故事中作者埋下的伏
笔。这样，才能在最后提出的问题中找出答案，
揭开谜底。

另外，从囫囵吞枣式的泛读到学会思考式阅
读的转变，其实也是从被动阅读到自主阅读转换
的过程。学会了阅读，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最有
效的学习方式，以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遇到什
么困难，都会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这也是侦探
推理故事所带给孩子的心理暗示：天网恢恢，疏
而不漏，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总是最终的胜
利者；所以，要不怕困难，坚持到底，不为眼前
的利益所诱惑，做一个正义、善良的好人。

时光匆匆，岁月静好，陪着孩子一起读书
吧！相信若干年后，这段有关阅读的往事一定会
成为您和孩子最难忘的回忆！

将思考式阅读进行到底
——写在 《新歪歪探长》 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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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新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周芦屾著、中国
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感动张家界，感动中国》
这本书，如获至宝，满怀深情地通读了一遍。

读毕掩卷，我感受颇深，收获巨大。
书中，生动翔实地讲述了 8 位老师、2 位

少年、3 位青年、3 对夫妻和 1 个群体们感天动
地、可歌可泣的事迹。

磨难，悲苦，厄运，不公，尽在其中。
自信，抗争，励志，有为，篇篇彰显。
酸楚，揪心，震撼，泪水，字字见情。
我这样想：这本书让我这位在教育战线连

续工作了 42 年的老者更加明白了——
什么是追求？什么是付出？什么是艰辛？

什么是贡献？什么人又才算得上伟大？
书中用 19 篇文字描述了 20 多位基层最美

的感动人物。我觉得，能够写出这本书的周芦
屾作者，也应该名列其中。你想想，一位家有
在特校上学的女儿，妻子又无固定工作的自由
撰稿人，无车代步，无人陪伴，要与那么多采
访对象面对面，心交心。跋山涉水，风雨兼

程，忍饥挨饿，会少吗？除了冷眼和憋屈，更
需措辞断句，谋篇布局，通宵达旦，这容易
吗？

我这样想，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阅读不
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
终点。”那么，《感动张家界，感动中国》 这本
书，它不但能使一个人读后获益无穷，它还是
教育部门进行师德教育的好范本，学校对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德育） 的好教材，更是当
下“六城同创”、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并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好资源，是实实在在
的正能量。

我还这样想：我们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主任袁隆平，为全世界的人，解决了吃饭的问
题；我们张家界的周芦屾，是为张家界乃至全中
国的人，提供了精神食粮，解决了“支柱”问题。

所以，《感动张家界，感动中国》 这本书
——

你读不到是无缘，不爱读是无德，不会读
是无情，不为之所动是无能。

最后，我还要这样讲：现在我们张家界人

有一个说法，说张家界旅游宣传出了个“三
宝”，分别指流云、道理和芦屾。我觉得这个

“宝”用得不好，好的说法应该是“三马”、
“三将”或“三杰”。因为，“宝”字说人就是
“宝里宝气”、“憨”、“蠢”的意思，带贬义。
我今天就来个更正，别人不说，反正我是要对
别人对朋友这样说的：张家界旅游宣传有“三
杰”，分别指流云、道理和芦屾，能感动张家
界的首选周芦屾。

周芦屾，你为张家界人民做了一件很了不
起的事，你是张家界人民的好儿子，悄无声息
的模范，默默无闻的英雄。我代表张家界的父
老乡亲，向你致敬，为你点赞！

付出总有回报，好人必有好报。我们祈
盼，此言能够在你身上得到应验。

《感动张家界，感动中国》真值得一读，真应
该一读，更值得好好地读，一代一代地读。

（作者系武陵源区退休教师）

《感动张家界，感动中国》 读后感言

田大金

我年轻时读 《红楼梦》 注重故事情节，看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生死恋。年过 80 岁重读 《红
楼梦》，我很注意书中的对联，发觉 《红楼梦》
对联的数量，位居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 对
联的精华集中在前 80 回，即曹雪芹所写的 21 副
对联。这些对联是 《红楼梦》 小说不可分割的有
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是 《红楼梦》 这一文学宫殿
的建筑材料，也是其装饰材料，使红楼大厦更富
丽堂皇。因而，对联的作用不可小视。

妙趣横生第一联
在 《红楼梦》 第 1 回中，首先亮相的是一副

妙趣横生的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联本身的含义较好理解。但是，此联的含

义决不仅仅在于此，其背后隐藏着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的意图。他为了避免在政治上因 《红
楼梦》 引来的祸害，逃避打击，他把揭露封建社
会的没落，为封建王朝唱挽歌的真实意图隐蔽起
来，给小说 《红楼梦》 披上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
佛教色空观念。在佛教中，真，有便是色，假，
无便是空。作者在书中又写了“好了歌”作注

解：好即色，了即空。好是真，是有，了是假，
是无。由此可见，曹雪芹为把统治者的视线引导
到色空上来，以达到其避祸之目的 ，用心多么
良苦啊。

红楼对联知多少
《红楼梦》 小说中，有多少副对联，真难以

计算清楚。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对联：一是曹雪
芹明确指出是对联的有 21 副。 二是回目联。在
章回小说中回目都使用对偶句子。《红楼梦》的一
些回目 ，本身便是一副对联，如第十九回的回目：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三是结尾联。章回小说中的结尾有时有赞

语。在 《红楼梦》 中，有七个回目的赞语是用对
联作结的。如第 8 回的结尾联是：

早知日后闲争气；岂肯今朝错读书。
四是文中小结联。章回小说正文中间，有是

有个小结语，《红楼梦》 在这种情况下上也用对
联。如第 26 回的文中小结联是：

花魂默默无情结；鸟梦痴痴何处惊 。
此外，《红楼梦》 文中提到过的对联不少，

但未能录出。在 53 回中写道：“已到腊月二十九
日了，各色齐备，两府都换了门神，联对，桃
符，焕然一新。”文中的联对肯定是春联了。曹

雪芹笔下的春联是何面貌，因作者含而不露，我
们不得而知了。要弄清 《红楼梦》 书中有多少对
联，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红楼对联寓意深
《红楼梦》 中的 21 副对联 （指前 80 回） 按内

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谶语寓意的，有
九副； 二是写景抒情的，有七副；三是歌功颂
德的，有五副。

《红楼梦》 中的一些谶语寓意对联，对小说
中人物故事的发展，结果作了暗示和预示，这部
分对联更加强了色空观念的表现。如贾雨村高吟
的一副对联：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这副对联的联意是预示 i 贾雨村的发展，飞

黄腾达。价通贾，贾雨村化名，表字时飞，联中
嵌入其名。此联也可能寓意宝玉、黛玉、宝钗之
命运。

又如，题于破庙“智通寺”的对联：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破庙中有一既聋又昏，舌钝的老僧在煮粥，

这正是宁荣二府未来境况的写照。
再如，宁府上方房中的一副对联云：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副对联，正寓意宁府在追求和向往“仕途
经济”。

秦氏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这联暗说秦氏在香艳故事中，预示秦氏将变

堕落。此联在第 11 回中，宝玉探望秦氏时又重
复出现。

《红楼梦》 中的写景抒情对联，主要集中在
大观园内，共有七副。如：

一、绕堤柳借三蓠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二、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
三，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 。
四、麝兰芳蔼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

（ 五、六、七，省录）
《红楼梦》 是一部文学艺术宝库之书，不仅

有颇多的妙联巧对，还有许多优美的诗词，如第
38 回中就有 12 首咏菊诗。《红楼梦》 小说的构
思，写作技巧，如何运用诗词对联等，值得我们
探究和借鉴 。

《红楼梦》 对联面面观

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五届文博会上，参观
者在非遗展馆欣赏陕西凤翔木版年画 （5 月
17 日摄）。

在文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集中展示
了民间美术技艺类、手工瓷器技艺类、刺绣
类、雕刻与编织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者
发现，从非遗到文学、电影、动漫，再到其
他文创产品，“次元壁”一再被打破。 当文
化变成产品，当产业化的思维方式介入文化
的传播，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经济时
代获得创新传承。 新华社记者 周科 摄

深圳文博会：
让传统非遗“活”起来

5 月 15 日，在锦屏县隆里古城，花脸龙艺
人王振伟（左一）带领人们体验舞花脸龙。。

贵州省锦屏县的“隆里花脸龙”迄今已
有 600 多年的历史，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舞龙者都要画上脸谱，花脸龙因此得
名。近日，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举行花脸龙
主题活动，吸引当地村民和游客学习绘制花
脸龙脸谱，体验舞花脸龙技艺。

新华社发 （杨晓海 摄）

贵州锦屏：

古城舞动花脸龙

5 月 15 日，郑运德在柘荣县仙屿公园表
演布袋戏。

柘荣布袋戏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郑运德
17 岁开始学习布袋戏，已为群众表演了 50
多年。 一张普通的桌子用帷布围住便成为

“戏台”，郑运德既当导演又当演员，独自吹
拉弹唱，用双手的五指操纵木偶，一个人演
绎传统戏曲中多种艺术形象。柘荣布袋戏又
称大拇指戏，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福建传统微
剧种之一，2008 年被列入福建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福建柘荣：
一个人一台戏

5 月 17 日，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冀台联
青年文化创业园，桥西区南马路小学的学
生在学习制作泥塑。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依托本地传统
文化资源，开设丰富多彩的兴趣课堂，通
过“活教”和“活学”，培养学生的匠心精
神。在冀台联青年文化创业园打造的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创 新 基 地 ， 木 雕 、 绳 结 、
脸谱绘制等 30 余种非遗体验项目，让前来
参观学习的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发 （刘沛然 摄）

河北石家庄：

体验非遗传承匠心

5 月 14 日，一群中学生进入位于洛阳
师范学院内的洛阳铲博物馆参观。

位于河南省洛阳师范学院内的洛阳铲
博物馆，占地面积 660 平方米，共展出洛阳
铲相关展品 300 余件，并采用多媒体展示、
互动游戏、VR 动画等手段，为参观者带来
特别的观展体验。据介绍，作为钻探工具
的洛阳铲，除了在考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还被应用于建筑、农业、水利等方面。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河南洛阳：

一“铲”越古今

□

□

——语出 《中庸》：喜
怒 哀 乐 之 未 发 ， 谓 之 中 ；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释
义：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谓
之中；表达个人情绪不过
头、不伤人谓之和。中是
把握个人情绪的节度；和
是人与人交往中应该共同
遵守和维护的准则。记住
中和，构建和谐。

文/图 覃儿健

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