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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阅读

作家汤素兰：文学的“七种力量”

■新书速递

观手知健康全书
� � � �观手是了解健康最简单又最实用的方法，观
手可诊病，握手便能治病。 廖春红编著的这本书
全面介绍手诊手疗的相关知识，提供了简易有效
的治疗和保健方法，教给人们观察手指、指甲、手
掌的诊病方法，让读者全面了解手诊手疗，并能
针对性地从日常起居、饮食、心理、运动等方面来
保健养生。

此生已近桃花源
� � � �这是一部全景展现丰子恺生平和内心世界的
传记。 书中呈现出一幅交织并行的图景：作家、画
家、翻译家丰子恺，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发现
日常生活之意趣， 如何找到同时被知识精英与普
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守护童年的纯真、传
递古典美学的意境， 并最终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
真正雅俗共赏的国民艺术家。

� � � �观察就是“眼睛的采访”
文学的第一种力量， 是让我们拥

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 有这样一
句耳熟能详的话：“生活中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文学作
品正是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这个世
界，然后再把这些发现写出来。 作家格
非说过，作家就是观察者。 当然，这个
观察者要有足够的敏感性， 需要有一
定的学识，也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当你学会了像作家那样观察时，
你也就有了一双发现这个世界的慧
眼。 观察应该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
有方向的，也是比较持久的。 所以，我
们把观察叫作“眼睛的采访”。

在书里读到新鲜的想象
想象力是五官之外的第六感官，

想象是人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形
象的心理过程。 有想象力的人，就有创
造力。 但想象不是无中生有的，阅读是
最好的方式，尤其是文学阅读，能够激
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是一个童话作家， 大家经常问
我：为什么你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因
为我喜欢阅读， 我在书里读到那些新
鲜的想象， 就经常会思考作者是怎么
想出来的，然后我会去学习。 而且，我
特别爱做“白日梦”，我的很多童话故
事都是做“白日梦”时想象出来的。

比如， 去年一位东北的朋友给我
寄来了榛子。 我一边吃一边想：要是有
一天我的牙都掉光了， 我该怎么吃榛
子？ 我想这个世界上最爱吃榛子的就
是松鼠了，如果我朋友给我寄榛子时，
同时快递来一只松鼠，当我打开箱子，
一只松鼠从里面跳出来帮我剥榛子，
那该多好啊。 后来我根据这个想象写
了一篇童话故事。

阅读让心灵得到熏陶
阅读是让心灵得到熏陶的过程。

什么叫熏陶？ 熏陶是一个接触的过程，
是被一种思想、 品行或习惯所濡染而
渐趋同化的过程。 我们在书里会寻找
到很多共鸣。

曾经有一个 9 岁的小朋友读了安
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后写了一首
小诗， 当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
次比赛中获得了大奖，题目叫《别问我
这是为什么》。 诗里写道：“妈妈给我两
块蛋糕，我悄悄地留下一块，你别问这
是为了什么。 爸爸给我穿上棉衣，我一
定不把它弄破，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
哥哥给我一盒歌片， 我选出了最美的
一页，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 晚上我把
它们放到床头边， 让梦赶快飞出我的
被窝，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 我要把蛋
糕送给她吃，把棉衣送给她去挡风雪，
再和她一起唱那最美丽的歌。 你想知
道她是谁吗？ 请你去问问安徒生爷爷，

她就是卖火柴的小姐姐。 ”
阅读， 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加柔软，更

有同情心、更有爱心，让我们的心灵世界
变得更加丰富。

好的故事会让我们反省
文学的第四种力量，是能让我们获得

智慧。 智慧和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
人有很多知识，却没有多少智慧。

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墓非常朴素，只有一
块小小的石头，石头上刻着这么几个字：“照
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也就
是说，像他一样思考，可以认识自我，也可以
认识他人。 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
学会认识世界、认识生活，获得智慧。

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是否
会不断问自己： 你是那个男孩还是那棵
树？ 对于家长、对于长辈、对于这个社会，
你索取了什么？ 又有多少回报？ 这样的故
事会让我们反省， 会让我们认识这个世
界，然后探究真理和真相。

“从歧路上观察到正路上去”
文学的第五种力量，是让我们变得更

加勇敢和正义。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教育他的时

代， 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
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罢了。 ”郁达
夫也说过：“善于观察的人， 虽不是神仙，
虽不是预言家，但他却能从现在观察到将
来，从歧路上观察到正路上去。 ”

让我们感受语言的魅力
文学终究是语言的艺术。 而我们的存

在和思索，都会以语言的形式反映出来。
看上去写作是最不需要天赋的，因为

会说话就会写作， 但恰恰文学是最难的。
英国作家康拉德说，一个作家“必须力求
达到雕塑的造型，达到绘画的色彩，达到
最高的一种艺术，就是音乐所能激发联想
的魔力。 也只有坚决彻底地致力于形式和
内容的融为一体，只有毫不懈怠、永不气
馁地注意词句的结构和音调，才能接近造
型、色彩之美，才可以迫使千百年来被人
随意滥用，以致棱角磨尽、面目全非的老
词旧字，暂时在平庸的字面上闪现一下神
奇联想的光辉。 ”所以，文学是语言的艺
术，但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成为文学。 只
有语言表达得够艺术，才能成为文学。

文学能够让生命永恒
我认为， 我们的文学写作和艺术表

达，最终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存留下
来，让生命能够永恒，因为我们的生命注
定是要消失的， 但是通过优秀的文学作
品，通过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解读，那些曾
经存在过的生命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文化
中。 比如明代于谦的《石灰吟》，借石灰表
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 ”所以，文学的第七种力量，
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拥有永恒的力量。

汤素兰

乐在读书
� � � �初秋的夜晚，独坐窗桌前。 泡一杯清茶，一
股清香扑鼻而来，一直沁入心脾。 更多的时候，
我喜欢在那种淡淡的缕缕清香里 ， 静读几页
书 ，让文字的墨香浸润鼻孔和心灵 ，细细思考
一些事情。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把
书卷比作故人，是爱书人的痴语。 书籍既为故
人，那么读书即是与故人促膝常谈，倾心交流。
岁月悠悠，人生无常。 在岁月车轮碾压的红尘
俗世中 ，大多的人并不觉得轻松 ，为生计整日
奔忙。 累了谁？ 为了谁？ 更多的是甘苦自知。 因
为我们众多的人一生无论是谁，都会有各种不
如意和不满足，得到了还想得到的更多 。 最终
把自己的一颗心碎成四分五裂，岂能不累？ 月
夜静读颇有几份飘渺之感。 此时，抬眼见弯月
挂窗 ，心儿似乎也碎成无数瓣月光 ，叠映出纷
涌而来的思绪 ，当读到心领神会时 ，身心放松
如夜的坦然，如风的柔顺。 所以我欣赏淡然的
心境 ，淡然的人生 ，就犹如这淡淡的清茶 。 淡
然 ，是一种追求享受思想轻松的感觉 ，更是一
种陶冶美好情操的意境。

初秋的夜晚，我于书香中徜徉不已。 慢慢
地复读 《诗经 》，就穿越了时空 ，心灵仍如初读
一般悸动， 每次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伐
擅》的幽默嘲讽，《硕鼠》的初步觉醒……

我算是一个爱书之人，我爱的大多是无用
的闲书，在私人的空间里，随意翻开《中国十大
名花 》，且站读 、坐读 、卧读 ，怎么舒服怎么读 。
读到被冠于季军的是菊花。 菊花，高洁丰丽，傲
霜怒放，为秋日的景色增添异彩。 我国的诗人，
屈原、李白、毛泽东、陈毅，都歌颂过它，都通过
菊花表现出他们伟大的人格。 他们的诗歌，也
像菊花一样，绽出阳光似的金色。 在北方民间，
又把菊花叫作 “九花 ”，我国农历的九月 ，正是
公历十月，恰巧我们的国庆日，菊花，它象征着
我们中华民族的坚毅，源远流长……读书是自
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对知识的敬重 。 长年
累月 ，每天一点点来提升人生涵养 ，实在是一
种很奢侈的快乐。

随着读书量的增加 ，学习面的拓展 ，我们
就会发现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逐渐知道
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该怎么样去做，
让人变得智慧、善良、坚强。

春晨秋暮 ，花朝月夕 ；明窗净几 ，沐浴更
衣；轻捧书卷，虔敬诵读。 我阅读人生，阅读快
乐。 读书人是有福的。 难怪南宋诗人郑思肖写
自己在报国寺的隐居生活，只用了寥寥十一个
字：“布衣暖，菜羹香，诗书滋味长。 ”一个“长”
字让人回味无穷。

在时代与社会在变迁中，为实现伟大的中
国梦，需要千千万万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我们
应该多读书 、勤读书 ，并乐在读书中汲取先贤
的智慧和精华，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
度，用知识铺就圆梦之路。

莲都 王永健

■热点关注

■读书人� � � � 巴金先生说：“我们
有 一 个 丰 富 的 文 学 宝
库， 那就是多少代作家
留下的杰作， 他们教育
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
做得更好、更善良、更纯
洁、对别人更有用。文学
的 目 的 是 使 人 变 得 更
好。 ”

我想， 这就是为什
么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
下， 还会有那么多人愿
意去阅读文学作品 ，还
会有那么多作家愿意从
事写作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