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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书山有路

读书感悟

人间
笔胡家胜 记

《记者徐勇》
新华出版社

内容简介：《记者徐勇》 由新
华社国际部组织编写。本书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选取了 27 篇新华社
播发的徐勇代表作品，包括他撰写
的科技财经报道、人物报道、国际
报道和抗战纪念报道等；第二部分
精心选编了 22 篇同事、同行怀念徐
勇的文章，为读者呈现了徐勇鲜活
的工作和生活剪影。他是一道光，
让我们找到前行的路，成为更好的
自己。我们再把这光、这温暖传递
出去，就是最好的纪念。

《宁静无价》
程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怀着对大自然的热
爱和对自然文学的深切理解，作者
程虹讲述了十几位英美自然文学家
如何与大自然相拥生活，如何从大
自然中获得滋养，如何把在自然中
得到的感悟转化为精神的升华。在
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述中，作者融
入了自己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对现
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寄予了深切
的人文关照，富有现实启示意义。

《唯有梅花似故人——宋词植物记》
冯娜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该书涉及近四十种
宋代词人视野提及最多的植物。作
者用优美的行文和审美情趣带领我
们徜徉在宋词的植物世界，与千年
前 的 人 们 经 历 着 相 通 的 悲 喜 和 宁
静。那涌动的植物的光芒中有关于
人世的体察，有关于人心的探问，
有关于宇宙的求索，还有对身边草
木、对万物的亲近与爱怜，不仅让
我们感受到宋人优雅、深沉的生命
质地，更让我们读懂一个时代的心
事。

《奶奶最懂得》
大米 ［英］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既好看又实
用，而且有温度的饮食文化类图书。
大米的语言风格细腻、有趣，从一个
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能
挖掘出很多中华传统菜的制作方法，
甚至保护一些即将濒临失传的烹饪技
艺，更多的是将美食没有国界、以美
食传递人生智慧真实地诠释出来，引
起人们对美食、对传统、对故乡、对
亲情、对慰藉人们内心情感的共鸣。

□ 田大金

近 来 几 位 爱 写 稿 的 年 轻 朋 友 问
我：“经常在市报上看到您的文章，您
认识编辑，还是有什么写稿秘诀？”我
笑着回答：“编辑以稿质用稿，不搞看
人取文。我不认识编辑，也没有什么
秘诀，只知道欲为文必读书，书痴者
文必工的道理。”

中 外 古 今 ， 有 成 就 的 作 家 、 诗
人、学者都十分注重读书。“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是诗圣杜甫宝贵经
验的总结。宋代苏东坡说：“看书如服
药，药多力自行。”清代万斯同肯定地
说：“必尽读天下之书，尽通古今之
事，然后可以放笔成文。”高尔基读了

《欧 也 妮 · 葛 朗 台》 后 ， 深 有 体 会 ：
“书本具有一种能给我指出，我在人的
身上没看见和不知道的东西的能力。”
鲁迅开始创作小说时说：“我作小说，
也并非自以为有作小说的才能，大约
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
作品和一些医药上的知识⋯⋯”他们
的这些话都说明读书有利于写作，要
想写好文章，必须坚持刻苦读书。

读书是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二
千多年前的孔子总结治学经验说：“余
非生而知之者，好学，敏以求之也。”
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生勤奋
读书学习所得。读书可以了解人，了
解历史。书中有广阔的世界，丰富的
生活。从山泉的涓涓细流到浩瀚的海
洋；从北极的冰源到撒哈拉的酷热 ；
农民怎么种田，工人怎样生产，科技
工作者如何革新实验，人们都可以从
书 本 略 知 一 二 。 从 古 至 今 ， 天 南 地
北，没有哪一个人能事事亲身经历，
只能通过读书这种方式去间接了解。
社会生活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要真实
地 反 映 社 会 生 活 ， 除 了 勇 于 实 践 之
外，就是靠读书增长知识，给写作提
供丰富的资料。

怎么读书与学以致用？我认为应
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专心致志。“静心，方能
治学。”读书应树立坚定的志向，收拾
散 乱 之 心 ， 使 之 纯 静 ， 把 头 埋 入 书
里，一心一意地求知。要排除一切杂
念，做到眼到、心到、口到、手到，
最重要的是心到。要使书吸引你“入

迷，如痴，废寝忘食”。据传，陈毅同
志有一次去亲戚家欢度中秋，走进书
房 发 现 一 本 想 读 的 书 ， 便 专 心 读 起
来，亲戚几次催他吃饭也叫不动，只
好吧蒸熟的米粑和糖递给他。谁知他
口吃米粑心在书，竟然将米粑伸到砚
池里蘸墨汁吃起来。一会儿，亲戚见
他满嘴是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陈毅同志却风趣地笑着说：“喝点墨水
没啥关系，我肚里墨水太少了嘛！”读
书 求 知 是 无 止 境 的 ， 作 为 写 作 爱 好
者，若每当动笔时感到肚里墨水太少
的话，就应该有陈老总专心致志读书
求知的精神，不断努力充实自己。

第 二 、 坚 持 读 书 做 笔 记 。 俗 话
说：“眼看一万，不如手写一遍。”徐
特立先生有一条宝贵的治学经验，就
是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大凡有建
树的学者、文人，十有八九认真做读
书笔记。清代文学家章学成在 《文史
通 异》 中 说 ：“ 札 记 之 功 ， 必 不 可
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
珠落入大海矣！”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
告诉我们：“如果读书不做笔记，丰富
的知识就会落到人们思维之外的茫茫

大海，瞬间就无踪无影了。”上世纪 60
年代，一些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向历
史学家吴晗请教：怎么掌握学问？他
回答说：“掌握学问就要多读，多抄，
多写，此外没有什么秘诀。”他从小就
养成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并总结出：

“读书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就是
创造。”只要将这“三步”有机结合起
来，持之以恒，就能写出好文章。一
些学者把读书笔记的作用归纳为四句
话：“勤于札记功效高，手脑并用记忆
牢，志欲攀登知识峰，札记之功不可
少。”它生动地说明了做读书笔记的重
要，很值得我们记取。

第三、学以致用，为写而读。常
言道：“为学而学，烟云飘过；为写而
读，入心揣摩。”单纯为读书而读书，
读过的东西如烟云转眼即逝，留下的
印象不深；为写作而读书，就会细心
揣摩学过的东西，以资借鉴，在头脑
里留下深刻的烙印。据说我国美学家
朱光潜先生早年发表了很多著作。他
回忆这些著作的产生过程时说：“养成
了学点什么，就想马上拿出‘贩卖’
的习惯。”他说的“贩卖”，就是学以

致用。这种边学边卖得的方法，对于
提高写作技能大有益处。我曾向一位
文友请教怎么提高写作水平，他回答
16 个字：“光读不写，眼高手拙；光写
不读，提高很慢。”他要我读写结合，
学以致用。光写不读，不能借鉴别人
的成功经验，自然提高很慢。然而光
读 不 写 ， 名 著 看 多 了 ， 就 会 眼 高 手
低，手变拙，连自己看不起的文章也
写不出来。因此，要提高写作技能，
即要认真读名篇，又要手脑并用多练
笔，走自己的路。要把读书得到的知
识，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东西，适时
运用，决不可吝啬。

学如储水，用似浇苗。我们的头
脑像一座水库，需要通过读书，让水
库储存充足的知识之水，使源头活水
不断涌来；同时要及时打开闸门，通
过写作运用，让潺潺之水飞珠溅玉，
浇灌孕育硕果的禾苗，让人生的田野
花香果甜。

欲为文必读书
——兼答文友提问

舞文弄墨

天下百业，无不有师。木匠篾匠
瓦匠之师鲁班，裁缝之师轩辕，桑蚕
之师嫘祖，酒业之师杜康，教育之师
孔子，中医之师华佗，织布之师黄道
婆，屠夫之师真武大帝，铁匠铜匠银
匠之师太上老君⋯⋯林林总总，皆师
出有名。华夏五千年，形成了尊师重
道的礼仪之风，家家供奉祖宗牌位，
题名为：天地国亲师位。位，就是上
述供奉之神，师道为列五尊之一，而
被请上了百姓神龛，作为家神永享人
间香火。

几日前，和一位广告公司老总聊
天，问及广告行业的祖宗是谁，老总
摇头。反问我，我笑着说，汪伦。老
总又摇头，说不知。我又笑着说，不
知 道 汪 伦 ， 总 知 道 一 首 诗 吧 。 老 总
问 ， 哪 首 诗 ？ 我 说 ， 李 白 的 《赠 汪
伦》。怕老总尴尬，我自顾吟诵了这
首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
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

吟完，我便讲起了汪伦请李白帮
忙打广告的故事。

汪伦，字文焕，安徽黄山人，唐
开元年间任泾县县令，酷爱诗歌，是
李 白 的 超 级 粉 丝 。 汪 伦 干 了 几 年 县
令，口袋里有了几个银子，便打报告
卸任了，在泾县风景美丽的桃花潭边
建起了别墅，并把家由黄山迁到了这
里。唐天宝元年 （742 年） 至宝应元
年 （762 年），李白多次来安徽一带游
历。这时候，汪伦想与李先生一聚，
更想替自己宣传宣传。然而，凭李先
生当时的名气，汪伦知道自己难以请
动。于是，便给李先生写了一封热情
洋溢的邀请信，信上说：先生不是喜

欢旅游吗？这里有十里桃花；先生不
是喜欢豪饮吗？这里有万家美酒⋯⋯
写毕，便差人送与李白。李白展信一
读 ， 喜 不 自 胜 ， 说 道 ， 这 么 美 的 地
方，岂有不往之理？于是便跟着差人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泾县。见了汪伦，
李先生迫不及待地问：你说的十里桃
花在哪里？你说的万家酒店在哪里？
快快带我去。

汪 伦 对 李 先 生 说 ， 既 来 之 则 安
之。便一边拿出好酒好菜招待先生，
一边含笑赔罪道：先生，十里外有个
桃 花 潭 ， 并 无 桃 花 ； 至 于 万 家 酒 店
么，并不是有上万家酒店，而是有个
姓万的人家开的酒店，所以叫万家酒
店 。 学 生 向 来 仰 慕 先 生 之 诗 名 之 豪
饮 ， 故 出 此 下 策 ， 敬 请 先 生 千 万 原

谅。说罢，便起身对李先生深深施了
一躬。

李白听了，不禁哑然，转念想想
汪 伦 的 热 情 款 待 和 礼 数 ， 也 只 好 作
罢。

李白是一个见不得酒的人，何况
汪伦准备了最好的酒。一番吃喝后，
李白便把先前的不快忘了，两人推杯
换 盏 ， 以 酒 当 歌 ， 闹 了 通 宵 。 第 二
天，李白执意要走，汪伦挽留不住，
便与绢帛和银两相赠，还安排了欢送
的 队 伍 ， 热 烈 的 场 面 让 李 白 十 分 感
动。李白趁着酒兴和豪情，即兴唱起
了 一 首 歌 ， 这 首 歌 就 是 流 传 千 古 的

《赠汪伦》。
这真的不是李白的好诗，这首诗

写得没有一点规矩，有点过分招摇，

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来：我
是李白呀，李白坐船就要走了。又接
着说，忽然听到了岸上欢送的歌声。
最后着实感叹道，说什么好呢？桃花
潭虽然水深千尺，但也没有汪伦对我
的感情深厚！

我认为这是李白发自肺腑的真挚
歌 谣 。 如 果 论 诗 ， 更 像 是 一 首 打 油
诗。我不由得想起了广告，这就是一
则 最 好 的 广 告 ， 李 白 为 自 己 打 的 广
告，也为汪伦打的广告，而这个打广
告的老板便是汪伦。这则广告，近一
千三百年了，谁的广而告之也没有汪
伦的广告这么牛逼！汪伦写过不知多
少首诗，却没有一首能够流传下来，
而他的名字却留下来了，留在中国诗
歌的长河里。汪伦是广告
的最大受益者！

汪伦打广告

□ 周芦屾

十年前，大侄女在北京大学硕博连读期
间，需要前往印度，留学一年，从而引起了二
山对印度电影的关注。后来，大侄女留学回国
后，撰写了一本关于印度文化、历史、旅游、
艺术、思考的学术专著 《菩提树下，恒河水
上》，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书中
涉猎的印度电影文化，更让我对印度电影情有
独钟。

二山接触的第一部印度电影，是 《三个傻
瓜》，又名 《三傻大闹宝莱坞》。现在回望过
去，发现自己观看的第一部印度电影，幸好是

《三个傻瓜》。否则，二山后来不会对印度电影
那么痴迷，那么钟情，那么喜爱。因为，《三
个傻瓜》 实在是太完美了，是众多印度电影中
的佼佼者。

《三 个 傻 瓜》 是 根 据 印 度 畅 销 书 作 家 奇
坦·巴哈特的小说 《五点人》 改编而成的印度
宝莱坞电影，由拉库马·希拉尼执导，阿米尔
汗、马德哈万、沙尔曼·乔什和卡琳娜·卡普
等联袂出演。影片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讲
述了三位主人公法罕、拉加与兰彻间的大学故

事。兰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学生，公然顶撞
院长，并质疑他的教学方法，用智慧打破学院
墨守成规的传统教育观念。兰彻的特立独行引
起模范学生——绰号“消声器”的查尔图的不
满，他们约定十年后再一决高下，然而毕业时
兰彻却选择了不告而别。十年之后，事业有成
的“消声器”归来，要兑现当年的诺言，他找
来法罕、拉加，一同踏上寻找兰彻的旅程。一
路上，他们回忆起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发
掘出兰彻不为人知的秘密⋯⋯

《三个傻瓜》，二山先后看过不下 100 遍。
有空的时候，会看；心情高兴的时候，会看；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看；累了困了，看；哭了
笑了，看。总之，《三个傻瓜》 几乎成了二山
的生活必需品。全片 2 小时 58 分 03 秒，从开
头到结尾的台词，二山几乎可以背诵。循环往
复，百看不厌地观看同一部电影，对于一般人
来说，估计是一种疯子的行为。所以，后来，
每一次看见二山在电脑上重看印度电影 《三个
傻瓜》 时，二山老婆就会说：二山绝对是第四
个傻瓜，不可思议的傻瓜。

爱屋及乌。基于对 《三个傻瓜》 的喜欢，
二山后来也陆续看了很多其他的印度电影。二

山之所以如此痴迷和喜欢印度电影，主要是印
度电影有这么几个特点：1、弘扬主旋律，倡
导正能量；2、现实主义题材真实反映出了一
个神秘的印度；3、充分展示了印度的文化国
粹，如惊艳的歌舞表演总是让人沉醉，且每部
印度电影的歌舞占比都很高；4、演员敬业，
制作精美，投入巨大，即印度电影拍摄的工匠
精 神 和 职 业 道 德 让 人 钦 佩 ； 5、 编 剧 立 意 独
道，电影主题鲜明，即剧本好。如果没有好剧
本，就绝对没有好电影。此外，也许还有二山
个人对印度电影的一种偏爱情愫吧。

印度电影演员的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的
确让二山刮目相看。其中，以沙鲁克汗和阿米
尔汗最为出名。

就电影的综合质量对比来看，产自于宝莱
坞的印度电影，不知将中国国产电影甩出了多
少条街。国产电影的综合质量和平均水平，如
果要赶上印度电影，还需要一代人的集体努力
和付出。

第四个傻瓜：痴迷印度电影的二山

□覃铭棻

寒假期间，我宅在家中，每天都会用心读书。如：
《呼兰河传》《西游记》《家》《儿童文学》 等。让我受益
匪 浅 的 书 ， 得 数 《平 语 近 人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用 典》
了。习爷爷学识渊博，善于用典，在典故的引用和讲述
中，教导我们要常记父母养育之恩，做一个腹有诗书气
自华的好少年。

书 中 专 有 一 大 章 内 容 ， 述 写 了 小 学 生 该 如 何 讲 孝
道。习爷爷在讲这个问题时，引用的是孟郊的 《游子
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
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我在读一年
级的时候就会背诵。可是，我仅仅只是把它背诵下来，
没有细细领会诗歌所包含的意义。习爷爷说，唐代诗人
孟郊的这首 《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
结。他至今记得自己到陕北插队的时候，是个初中生。
那个年代一个人远离了父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他的
妈妈为了排解思念之苦，一针一线地为他缝制了一个针
线包，在这个针线包上还绣了三个红色的大字“娘的
心”。读到这里，我的内心被深深感动。回想起自己四年
级上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到了学校，我打开书包，
发现语文书忘记带了。没有课本，怎么早读？我很着
急。大家都在大声朗读，我只好和同桌挨着一块儿读。
突然，窗户边上的同学叫我：“覃铭棻，你爸爸送书来
了。”我快步跑出教室，从爸爸手中接过语文书，心情十
分激动。那一刻，我真想大声对爸爸说我爱你。爸爸妈
妈对我的爱无处不在，长大后我怎能不报答他们呢？

书中还谈到了小学生关于读书学习的参考方向：要
读经典、读原著，读那些被反复证明了的有价值的书籍。
习爷爷引用的诗句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是
啊，读书也是这样，就是要多问、多学、多交流。比如，我和
妈妈共读《呼兰河传》，读完后，妈妈感动于萧红的才华，我
同情萧红那段不太愉快的童年生活，更为她的英年早逝感
到惋惜。我读完《城南旧事》，在与妈妈的交流中，我明白
了人要学会在逆境中慢慢成长⋯⋯

《平语近人》 这本书，还鼓励我们，读书要学用结
合，知行合一。习爷爷引用的是 《礼记》 中的名句：“博
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话，我请教爸爸
之后，才懂了一点点。这让我想起一件事。那是五年级
上学期的一次语文课上，陈老师给我们上第 25 课 《古人
谈读书》 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一句，这引发了
我的思考。回家后，我便拿起作文本开始创编小故事。
故事中有一个小女孩名叫云子，学习成绩很好，但有不
懂的问题时，她会去向同学请教。记得在故事结尾处，
我还引用了这句古话，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句话的意
思。现在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也要多背诵唐诗宋
词、多读古文名篇，丰富自己。

习爷爷说过：“我爱好挺多，但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
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的生活中，我的爱好
也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事了。

（作者系桑植县澧源镇一小五年级 377 班学生 指导
老师：陈双红）

用典的力量
—— 读 《平 语 近 人 —— 习 近 平

总书记用典》 有感

傲骨梅
——郑板桥画 《竹梅图》 配联云：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两面花。其托物言志，称竹

不倨傲自矜，虚心有节；而梅则高傲不屈，从不仰面媚俗。2009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
说 《申诉》，约请吴金良先生为本书作序，其序言标题便是 《傲骨梅无仰面花》。我与吴金良先
生至今不识，然其以“傲骨梅”三字况书中主人翁不平人生，我感十分准确且十分受用。喜之
余，乃刻一枚闲章于涂鸦时常用。 文/图 覃儿健

悦读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