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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速 递

《长辈的故事》
熊景明 著

这部家族记忆史， 透过人物
的命运沉浮， 展现了西南边陲城
市昆明自民国至共和国近百年的
风云变幻及新旧冲突， 时代风暴
对一个大家庭的影响， 细腻地描
绘了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 一群
普通人恪守传统美德， 坚守人性
的美好信念， 以至情至性彼此温
暖，造福社会。

《大礼议：嘉靖帝的
礼 制 改 革
与 皇 权 重 塑 》

尤淑君 著
正德帝身后无子，由兴藩世子

朱厚熜继皇帝位， 是为嘉靖帝，文
武百官请其入继大宗， 作为嗣子，
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
叔，自此引发震动朝堂长达二十四
年的“大礼议”。

《漫邮记：
中国文化之美》

谭夏阳 著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出发 ，选
取名著、戏曲、园林、金花、年画和
老行当六个主题， 通过翔实的史
料细节、大量邮票珍品图片资料，
串联起一部生动的中国大众生活
史。

触 摸 生 命 的 素 颜
———读毕淑敏《蓝色天堂》有感

陈 玮

毕淑敏老师的书我读过一些，喜欢
她和她的作品，是因为她在藏北当过 11
年兵，她还是心理医生 ，她的文字如丝
绸般柔软。

《蓝色天堂》确实是浪漫的，不过这
种浪漫历经 114 天，完成 52311 公里的
远行，倒让浪漫也染上了不少的异国情
调。 有别于旅游攻略，这本书更注重从
“人”这个角度，面对浩瀚的大海 ，突如
其来的风暴， 令人震撼的远古遗迹，以
及人类的贪婪、掠夺，重新解读“生命个
体存在”，解读“伟大和渺小”。 也因此让
作者付诸笔端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力量
感，柔软之下暗含坚韧。

对于“活着”的思考和寻找，作者在
“海”的胸膛之上，对生命到来和如何活
着有了重新定义和理解。 作者不止一次
自问自答“旅行的意义”。 旅行不仅仅是
单纯地看世界，某些时候更是为了相逢
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 是

鲜活的生命对这个世界理性地观察，理
性地思考，然后感性地去靠近它 ，热爱
它，赞美它，珍惜它。

旅行途中，游轮上举行了一次为中
国汶川地震中的学生募捐的慈善活动。
募捐所得，由毕淑敏暂时离船乘飞机送

回国内。 在这个过程中，毕淑敏走进汶
川中学初二年级，为刚刚经历地震重创
的学生讲自己编入全国统编教材中的
作品《提醒幸福 》，然后 ，带上孩子们的
眼睛，代他们去看看这个世界，重返“和
平号”。 这一章内容尽管文字所占不多，
却是震撼人心的。

书中第三十章《世界上所有的金字
塔，都与它有关》，作者浓墨重彩地写到
了冈仁波齐， 这座传说植根于地域，山
体在人间，山顶直达天界的雪峰 ，在作
者眼中大智若愚沉默 ， 不动声色千万
年。 所有的阅读感觉在这一章里全部苏
醒、兴奋起来。 作者在藏北窝雪伏冰 11
载，当她站在那些举世闻名的金字塔下
时，产生一种特殊体验。 金字塔似与她
相识，它们与作者冥冥之中有约。

终于 ， 作者找到了答案———我明
白，我终于明白了! 全世界的金字塔，都
在刻意模仿一座山，就是冈底斯的冈仁
波齐。 看到它，你不由得双膝发软，想顶
礼膜拜。 你可以不相信任何神，但你不
得不被这大自然的雄奇伟力所折服。 你
必得崇拜，必得匍匐在地 ，必得觉出自
己的渺小和卑微，必得要借着和这座伟
大山峦的联系，让自己具有更大的勇气

和韧劲。
三个清晨 ，三个下午 ，两个深夜的

灵魂交流，堪称神奇震撼。 作者一路行
走，一路思索，我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
如飞蛾扑火般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
力读这些书？ 我读的这些书又会在我的
生命细胞里留下怎样的特殊基因？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对生命质
量的思考和探寻， 在浩瀚的天地之间，
我们渺小、卑微如草芥，如果说，还有什
么能让我们孱弱的身躯稍显出刚劲的
力量？ 那就是思想，就是在阅读的过程
中，不断更迭，不断累积 ，不断刷新 ，不
断否定和碰撞之后产生的有关思想的
化学反应。 绵绵不绝的力量就此涌现，
充溢着四肢百骸，冲击着肉身和心灵。

当我们再从书本之间抬起头来，会
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朗润、澄明、简单了。
你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 ，在你所知道
或不知道的地方，很多的人都如你一般
困惑、挣扎，沉沦，迷茫，但最终会在书
中找到信仰 ，得以精神解脱 ，学习与这
个可爱的世界更友好更柔软地相处。 也
许这是我要给自己的答案: 因为知道了
更多，所以不再害怕 ；因为想要知道更
多，所以变得更加勇敢和坚毅!

在烟火气中寻找生命的光亮
———读蔡澜《活过》

贺得胜
在这个充斥着成功学与鸡汤文的

时代， 蔡澜先生的 《活过 》 像一壶陈
年普洱 ， 醇厚绵长 ， 令人回味无穷 。
翻开书页， 扑面而来的不是高深莫测
的人生哲理， 而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气
息。 这位被世人称为 “食神 ” 的老顽
童， 用他特有的幽默与智慧 ， 为我们
烹制了一桌关于生活的盛宴。

蔡澜的文字里永远飘着人间烟火
气。 他写美食 ， 不仅写食材的精挑细
选、 火候的精准把控 ， 更写街边小贩
的吆喝声 、 大排档里食客的谈笑声 。
在他笔下， 一碗云吞面不仅是味蕾的
享受， 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 那些关
于美食的描写 ， 总能勾起读者内心最
柔软的乡愁 。 他说 ： “吃是一种生活
态度 。” 这话看似简单 ， 却道出了生
活的真谛———在平凡中寻找美好 ， 在
细节里发现快乐。

书中关于 “玩 ” 的篇章 ， 更是展
现了蔡澜独特的人生哲学 。 他不推崇
苦行僧式的生活 ， 也不赞同纸醉金迷
地放纵 ， 而是主张 “认真地玩 ”。 在
他看来， 玩不是消磨时光 ， 而是一种
积极的生活态度 。 无论是品茶 、 赏
花， 还是旅行 、 收藏 ， 都需要投入热

情与专注。 这种 “玩 ” 的精神 ， 恰恰
是现代人最缺乏的 。 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 我们常常忘记了如何真正地享受
生活。

蔡澜谈生死 ， 既不故作高深 ， 也
不刻意回避 。 他用一种近乎顽童般的
豁达态度， 直面这个沉重的话题 。 他
说： “活过， 就是赚到。” 这句话看似
轻描淡写， 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在书中， 他回忆故友 ， 追忆往事 ， 字
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命的珍惜与感恩 。
这种豁达不是看破红尘的冷漠 ， 而是
历经沧桑后的通透。

《活过 》中最动人的 ，是蔡澜对生
活的热爱。 他能在菜市场里发现美，能
在街边摊找到快乐 ， 能在平凡的日子
里活出精彩。 这种热爱不是刻意为之，
而是发自内心的欢喜。 他说 ：“生活就
是要过得有滋有味 。 ” 这句话看似简
单，却需要极大的智慧与勇气。 在这个
物欲横流的时代 ， 能够保持对生活的
热爱，是一种难得的修为。

蔡澜的文字里 ， 处处可见中国传
统文人的影子 。 他谈美食 ， 让人想起
袁枚的 《随园食单 》； 他论生活 ， 又
似与李渔的 《闲情偶寄 》 遥相呼应 。

但蔡澜的独特之处在于 ， 他将这种传
统文人的生活美学 ， 完美地融入现代
生活。 在他的笔下 ， 古典与现代 、 雅
致与通俗、 东方与西方 ， 都和谐地融
为一体。

读 《活过 》 ， 仿佛在与一位智者

对话。 他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 ， 只有
平易近人的分享 。 他的文字里 ， 既有
历经世事的智慧 ， 又保持着孩童般的
天真。 这种矛盾的特质 ， 恰恰构成了
蔡澜独特的魅力 。 他告诉我们 ， 生活
不必太过严肃 ， 但要认真对待 ； 不必
追求完美， 但要活出精彩。

在这个充满焦虑与压力的时代 ，
《活过 》 就像一剂良药 ， 治愈着现代
人的心灵。 它提醒我们 ， 生活不是一
场竞赛， 不必时刻追求完美 ； 它告诉
我们， 快乐其实很简单 ， 就在身边的
一餐一饭、 一草一木中 。 蔡澜用他的
人生经历告诉我们 ： 活过 ， 不仅仅是
活着， 而是要活得有滋有味 ， 活得精
彩纷呈。

合上书本 ， 仿佛闻到了街边小摊
飘来的香气 ， 听到了市井街头的喧闹
声。 这些平凡的生活场景 ， 在蔡澜的
笔下变得如此动人 。 或许 ， 这就是
《活过 》 最大的魅力———它让我们重
新发现了生活的美好 ， 教会我们在烟
火气中寻找生命的光亮 。 在这个意义
上， 《活过 》 不仅是一本书 ， 更是一
面镜子， 照见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雷 锋 精 神 永 不 过 时
———读《向雷锋学什么》有感

苏 建
在时代的浪潮中， 精神的指引如同

一座灯塔，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钟超
主编的 《向雷锋学什么》 这本书， 宛如
一座在新时代熠熠生辉的精神灯塔， 引
领我们深入探寻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无限价值。

雷锋， 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代表
着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当我们翻开这
本书， 仿佛穿越时空， 与雷锋同志进行
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在政治信仰方面， 雷锋坚定不移，
始终对党忠诚， 将个人的命运与党和国
家的事业紧密相连。 他坚信党的力量，
把党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使命， 这种纯粹
而坚定的信仰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巍峨的
标杆。 在如今这个价值观多元、 信息繁
杂的时代 ， 我们常常在各种思潮中徘
徊， 而雷锋的事迹提醒着我们， 信仰的
力量能够穿透迷雾， 引领我们走向正确
的方向。

他的爱国情怀炽热深沉， 以实际行
动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 无论是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
都以一颗赤诚之心为祖国的繁荣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这种纯粹的情感并非空泛
的口号， 而是体现在每一次的付出、 每
一滴汗水之中。 这激励着我们， 要将爱
国之情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里， 为国家
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社会公德在雷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 他关爱他人、 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
的精神如春风般温暖着社会的每一个角
落。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总是以他人
的需求为先。 在公交车上让座、 帮助战
友解决困难、 关心孤寡老人的生活……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却汇聚成了
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 在当下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时显得冷漠和疏离， 雷锋的精神如同
一股清流， 呼唤着我们重拾那份对他人
的关爱和互助。

在职业道德方面， 雷锋爱岗敬业，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对工作充满
热情和责任感。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了不平凡的业绩， 无论是当拖拉机手、
推土机手， 还是当战士， 他都尽心尽力
做到最好。 这种职业精神在当今时代尤
为珍贵， 许多人频繁跳槽、 对工作敷衍
了事， 而雷锋告诉我们， 只有热爱自己
的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才能实现
自身的价值。

自强不息是雷锋的鲜明特质。 无论
面对何种困难和挑战， 他都始终保持着
积极向上的心态， 勇往直前。 他出身贫
寒， 但从未向命运低头， 而是凭借着顽

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 ， 不断提升自
己。 在生活中， 我们也会遭遇各种挫折
和困境， 但雷锋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
内心坚定、 积极进取， 就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

艰苦奋斗的作风在雷锋身上也得以
充分展现。 他不贪图安逸， 勤俭节约，
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 在物质丰
富的当今社会， 消费主义盛行， 人们往
往追求物质的享受而忽略了精神的富
足 。 雷锋的事迹提醒我们 ， 要珍惜资
源， 不浪费、 不奢靡， 保持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

雷锋心怀感恩， 对生活中的点滴善
意都铭记于心， 并以更大的善意回报社
会。 他深知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党和人民
的关怀， 因此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这种感恩的心态让他更加懂得珍惜， 也
更加愿意付出。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
常习惯于索取而忘记感恩， 雷锋的精神
让我们反思 ， 要学会感恩身边的人和
事 ， 用感恩之心去传递更多的爱与温
暖。

他的志趣高雅， 追求精神的富足而
非物质的享受。 他热爱学习， 不断提升
自己的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 在他的日
记中， 我们看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 对
理想的追求。 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
而有内涵的灵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
代， 我们很容易被物质的诱惑所迷惑，
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建设。 雷锋的精神
提醒我们， 要注重内心的修养， 追求更
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书中从这八个方面遴选了学习雷锋
的时代典型， 让我们看到雷锋精神在当
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这些典型人物用
自己的行动证明， 雷锋精神并非遥不可

及， 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
他们或许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工
作者， 或许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勇
士 ， 或许是长期坚持公益事业的志愿
者， 但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雷
锋精神， 为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他们的
故事让我们明白，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雷
锋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只要我们愿
意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关心他人、 奉献
社会。

各地区学雷锋的活动和感人事迹在
书中也有详细呈现， 让我们感受到雷锋
精神的广泛影响力。 从校园到社区， 从
企业到机关， 学雷锋的热潮从未减退，
无数人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 积极投身
于社会服务， 用爱心和行动书写着温暖
的篇章。 这些活动不仅温暖了人心， 也
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此外， 雷锋大事年表清晰地梳理了
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让我们更加全面
地了解他的成长历程和精神形成的背
景。 这不仅是对雷锋个人的回顾， 更是
对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展示。 它让我们
看到， 雷锋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孕育而
成的。

《向雷锋学什么》 是一本学习雷锋
精神的生动教材， 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雷锋精神的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 在新
时代， 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更
需要这样的精神灯塔， 引领我们在人生
的道路上坚守信仰、 心怀大爱、 努力奋
斗。 让我们共同以雷锋为榜样， 将雷锋
精神融入血液中， 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
精神，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品节气之美，悟生命之道
———读《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聂 难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本能够引领
我们穿越时空，触摸古老智慧的书籍显
得尤为珍贵。 由徐立京著、徐冬冬绘的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中国人的诗意
生命美学》便是这样一部佳作，它带领
读者在节气的流转中，探寻传统智慧的
熠熠光辉，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初读此书，最先被吸引的是书中对
二十四节气细致入微的描述。作者巧妙
地将每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动植物变化
以及传统习俗串联起来，让这些古老的
知识不再是枯燥的条文，而是生动鲜活
的生活图景。 雨水节气，“獭祭鱼，鸿雁
来，草木萌动”，描绘出大地在春雨滋润
下逐渐苏醒的景象， 水獭开始捕鱼，大
雁北归， 草木也在悄然孕育新的生机。
这种对自然现象的敏锐捕捉，不仅展现
了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深刻洞察，也让我
们在阅读中重新建立起与自然的连接。
在现代社会，人们大多生活在高楼大厦
之间，忙碌于工作与生活的琐碎，很少
有机会去关注自然的变化。而这本书提
醒着我们，自然从未远离，它以节气为
线索，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书中对节气文化内涵的挖掘，更是
让人受益匪浅。 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时
间的划分， 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和人文精神。比如，秋分，昼夜平分，阴阳
相半， 它所传达的是一种平衡与和谐的
理念。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追求这种平
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平
衡。节气背后的哲学思想，为我们在现代
社会中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它
教导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违背天时，
就像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一样，遵循生
命的节奏，才能收获成功与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节气与农耕
文明的紧密关联有着深刻阐述。农耕活
动严格遵循节气的更替， 立春阳气回
升，是翻耕土地、准备春播的好时机；芒
种时节，有“芒”的作物应收，谷黍类作
物当种，农民们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
忙碌。 节气就像农耕的指挥棒，指导着
人们何时劳作、何时休憩，让土地得以
合理利用，农作物茁壮成长。 这种与农
耕紧密相连的节气文化，反映了古人对
自然力量的尊重与巧妙运用，保障了农
业生产的有序进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

贵的农耕智慧。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节气与传统习

俗的紧密联系。每个节气都有独特的习
俗，这些习俗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和情
感。比如，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不仅是
为了抵御寒冬，更是蕴含着对家庭团聚
的美好期许。 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成为
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
代社会，虽然一些传统习俗的形式有所
改变，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依然深
深地影响着我们。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
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习俗背后
的意义，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从美学角度来看，这本书也独具魅
力。作者用优美的文字描绘出节气中的
诗意画面，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
诗意的世界。无论是“清明时节雨纷纷”
的朦胧 ，还是 “小荷才露尖尖角 ”的清
新，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之美和生命
之美。 这种诗意的表达，不仅能够提升
我们的审美水平，更能够让我们在快节
奏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精神家园。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中国人的
诗意生命美学》是一本值得深入研读的
书籍。 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
停下匆忙的脚步，重新审视自然、生命
和传统文化。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不
仅能够了解到丰富的节气知识，更能够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古老的节气文
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 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传统
智慧宝库的大门，让我们在节气的流转
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传
统智慧的熠熠光辉。 让我们走近这本
书，开启一场与传统智慧的美好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