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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文读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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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落叶听雨声，窗前明月枕边
书。一场大雨如期而至，听着窗外噼里
啪啦的雨声，翻着手中的《肖申克的救
赎》，整个人有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炎炎
夏日正好读书，提兴增趣之余也可借以
忘热。

这么多年，很多兴趣爱好都没有保
持下来，唯有阅读与写作，一直坚持到现
在。每天下班回家，不管多累，我都会将
当天的报纸翻阅一下，哪怕没有感兴趣
的内容，也要把标题全部浏览一遍。睡
觉前，再翻几页书籍杂志，一方面是习惯
使然，每天不读点东西总感觉空落落的，
另一方面阅读也可以平复一下心情，好
准备入睡。尤其是夏冬两季，我觉得是
读书的最佳时节，因为夏日读书可静心，
冬日读书可暖心。

网上经常看到类似“最读不下去的
十本书”或者“史上最难读的十本书，读
过三本算你赢”这样的文章，列举了一些
作者认为实在是没法读下去的书籍，其
中不乏中外名著。仔细看看，很多书确
实是厚重的大部头，但也不是读不下去，
而是现在的人心浮气躁，没有沉下心来
慢慢去读。阅读最需要的就是耐心，没
有时间可以挤时间去读，但是没有耐心
却是一行也看不下去的。窃以为，没有
读不下去的书，只有不想读的书，只要感
兴趣，任何书都是可以读下去的。所谓
读不下去的书，其实还是自己能力有限，
阅历不足或者干脆就是没有心情去读书
的借口，才导致有些书是实在读不下去。

就算是同样一本书，阅读的时间、地
点和心情不同，也有可能读出截然不同
的感受。四大名著经常位列“读不下去

的书”的榜单，但是我从没觉得有什么读
不下去的，而且还会经常拿出来温故知
新。例如《西游记》，小时候读就是看孙
猴子升级打怪，对于唐僧的婆婆妈妈特
别反感，觉得就是一个多余的累赘。但
是到了职场之后，发现《西游记》居然可
以当做职场指南来读。在人生的低谷时
阅读《西游记》，则会发现为什么唐僧才
是取经团队的灵魂人物，虽然他没有高
超的法力，也没有过人的体力，却有着坚
韧的毅力，也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才让唐僧能够统领取经队伍一路向西直
至取得成功。而在经历过感情的风风雨
雨之后，豁然发现，相比于青面獠牙、面
目可憎的妖怪猛兽，温柔似水的女儿国
国王才是唐僧取经路上最大的难关。所
以说，世上没有读不下去的书，任何书籍
都有它自己的魅力，只是取决于你想不
想去读。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
读是提升自己的渠道，那么写作就是一
个读书人展示自己独有精神世界的特殊
方式。叶圣陶说过：“阅读与写作是对等
的两回事，可不是彼此不相干的两回事，
认真阅读有助于练习写作。”其实每个人
都是有惰性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对于写
作这件事我也是很抵触的，毕竟要凑成
几百字的作文还是挺费劲的，与其枯坐
书桌不如外出玩耍来的痛快。俗话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好在阅读这
个习惯从小就已经养成，随着阅读量的
增加和涉猎面的扩大，用文字的方式将
自己的所想所感表达出来，就成了一种
发自内心的自然行为，而随着写作数量
的提升，质量也逐渐地开始发生变化。

我的报刊剪贴本是以 2017年为界，
之前是我在部队服役时写的，之后是在
转业地方写的。虽然写了不少，陆陆续
续也在各大媒体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
真正让自己满意的没有几篇，即使是当
时写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但是在若干时
间之后，也总是能予以增删，只能说当时
写的文章符合当时的心情吧。

在部队的时候，很多人问我怎样才
能写出文章来，言下之意就是有没有什
么诀窍。我总是笑笑，写作这件事哪来
的终南捷径，唯有多读、多想、多写。想
写作，首先就是要多读书，而且是数量众
多的深度阅读，那种碎片化的阅读不是
说不好，但是对于想培养写作思维的人
来说，最好是去多读原著原作，在阅读中
揣摩文坛巨匠们的写作方法。其次就是
要多写，就像卖油翁说的，“我亦无他，惟
手熟尔”，写多了，自然就会下笔千言，当
然，文章的好坏另说，这就需要多想。写
作不是简单的模仿抄袭，要想写出属于
自己的文章，就要善于思考、发现不同，
会写作的人看问题总是多角度的，这样
才能“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有就是要耐
得住寂寞，阅读和写作其实是很私人的
事情，需要一个人静静地去完成。我经
常跟想取经的战友说的一句话就是：“同
样的时间，你们在打牌，而我则是用来读
书写作。”我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将时间
消耗在打牌上，不如自己看点书写点东
西，反正都是娱乐消遣，为什么不干点自
己更喜欢的事情。

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想要坚持归
根到底还是需要热爱，只要热爱之情不
减，阅读和写作的动力就是无尽的。

阅读与写作阅读与写作
■ 文/石峰

““旧锻坊题题题旧锻坊题题题””之四之四
■ 文/卢伟庆

《旧锻坊题题题·姜德明卷》 姜德
明 萧跃华 著，董宁文 主编，北方文艺
出版社2017年4月1版1印，定价48元。

见着“姜德明”三字，一时觉着可
做的事很多，可说的话也很多。已存
的姜先生著作，固然至少读过一遍，却
是浅读粗读，亦未完全集齐；即便集
齐，还有旧版本、毛边本、签名本在远
处闪闪发光。又想将姜德明主编的

“现代书话丛书”好好读读，再为十六
本书依次写一篇小文，即便以前零散
写过，还是愿意再写一次，现在写的跟
以前写的，相信不会太重复，毕竟人一
年一个样。姜先生从小爱书，却经历
过别有一番滋味的散书、卖书甚至烧
书，卖书之后写“他拉走的哪里是书？
那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
的汗水和泪水”。笔者忽忆老宅易主，
少时“书伴”散落在地场景——你们都
老了吧，你们在哪里呀。

《旧锻坊题题题·姜德明卷》书前，
姜先生短文《爱读题跋》写于 2015年 3
月，前年 5 月读到，从头至尾画了线
——就是说，这篇短文，连标点符号都
爱读。其中，“这些前辈作家都是真正
的爱书人，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我
非常羡慕他们的读书生活”，这里的

“我”，是姜先生，是笔者，是所有的爱
书人。文中还写到一位作者路工，搜
索相关信息，找到一本《路漫漫：路工
生平纪实》。路工原名叶德基，又名叶
枫，笔名群明，1920 年出生于宁波，曾
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编有《清代北京

竹枝词》等，最想读的是路工所著《访
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的
书。

姜德明忘不了身边的凡人小事，
写散文“信服朴素最美”，一本小册子

《闲人闲文》，娓娓道来，亲切有味。散
文集名，如《南亚风情》《清泉集》《雨声
集》《绿窗集》《寻找樱花》还有《相思一
片》，移步换景；《书衣百影》《书衣百影
续编》《插图拾翠》《辅助美育——听姜
德明说书籍装帧》等书，书迷不会错
过；书话著作则更简单——越买越读，
越读越买就好。

写着写着冒出“书搭”概念。徐雁
先生有一本小书《书来话多》，第四辑
为《读读孙犁，看看姜德明书话》。在

《“敬惜字纸津京书”：〈孙犁书札——
致姜德明〉》一文中，徐雁先生提出如
将单行本《孙犁书札——致姜德明》与

《孙犁文集》互相参读，“可收相得益彰
之效”。同理，将第四辑中的五篇文
章，分别为《一部“新文学简史”：姜德
明书话的开笔诸集》，《梦寐中的旧书
摊：姜德明的“三梦二话”》，《半世纪的
书林笔耕：姜德明的“书话三叶”》，《半
个“藏书家”：想起了姜德明的“淘书告
诫”》和《所谓“旧文艺”：姜德明读写之
路的深刻启示》，与《旧锻坊题题题·姜
德明卷》搭配阅读，收获多多。书搭，
是出版人、作者送给书迷的福利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