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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活·阅读

这些天，读了张抗抗《悦己》一书，引发了

我一些思绪。

《悦己》完全是写给女人看的书：居家的女

人，为母的女人，行走的女人，爱美的女人，飞

翔的女人，读书的女人，写作的女人，思考的女

人……细读一个个小标题就可以让一个有思

想的女人飞翔起来，变得更美。阅读的快感在

《悦己》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在我的心上烙上一

个浅浅的印痕。

读张抗抗，读《悦己》，会经常因为某一行

或者某一个文字而产生共鸣。从《悦己》的自

序中，我就能体会到此书的悦己悦人。读到

《苏醒中的母亲》《有家真好》《假如再做一次女

孩》，我会为母亲病后表现出来的最本真、最纯

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潸然泪下；也

曾对温暖的家做过无数次的描述；也像张抗抗

一样，如果再做一次女孩做了想象：有一个好

妈妈；学好一门外语；博览群书；弹一手好钢琴

……而今却什么假如都没有，只有遗憾，所以

现在的我只能像张抗抗一样，让我们越发珍惜

生命。读到《女人会不会穿衣》《女人说话》《女

人爱美》，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众生相，会因为

某个文字，某个语句，发自内心的微笑，然后随

意地在旁边作个批注。比如：“穿衣曾经也是

我的一种快乐享受，而今这种日子仿佛已经离

我远去了。”“女为悦己者容，早已过时，应为女

为‘自信’而容，也可以说是以衣悦己。”“以柔

克刚，是真理也是谬论。”“偶然是慧眼才能发

现的。”等等。读《读书的女人》，让我重新做起

了常常憧憬的美梦：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就着

茶香和雨打窗棂声，静静地读书，没有家务孩

子琐事的种种干扰。手中的书、杯中的茶、窗

外的雨就是整个世界，让自己的一切在书中、

茶中、雨中快乐飞翔。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极

致浪漫，这似乎也是每个知性女人的梦想。

读《悦己》，感悟张抗抗文中的一些警言警

句和一些至理名言，我会想到张爱玲。由于所

处的年代原因，张爱玲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作

品，她的作品中的任何一条警句都揭示了一条

真理。从某个角度来说，张抗抗张爱玲是相通

的。张抗抗说：“女人在情爱中，须以身体悦

己；面对世界，则以思想悦己。”张爱玲的原话

是这样说的：“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

的思想，以思想悦己，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区

别。”张爱玲曾是瞩目于中国文学界的一代才

女，但她也是世俗的，是个典型的水晶心肝玻

璃人，由于胡兰成的用情不专及对家庭的不负

责，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又是那么的善良和涉

世不深，最终酿成了传奇的悲剧也不奇怪。因

此，她说情爱和思想悦己没有多大的区别，我

们也可以很好的理解。而张抗抗，虽然生于上

世纪 50年代，但是她的思想，她的文字却能让

我觉得她是和我同年代所生，正因为如此，才

能让人产生更多的共鸣。女人需要有思想和

独立，是在张抗抗平淡文字中所流露出最多

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抗抗是个很时尚的

女人，是一个时常能让自己飞翔的女人。她精

心收藏着生活与创作所带来的每一份喜悦之

情。在她笔下，她从一个懵懂的女孩成长成一

个成熟的女人。星星点点的家常细节，都成为

她落笔的主题。文字虽然平淡而琐屑，但却是

为人妻女、身为人母的最真切感悟，一切幸福

的体验，处处都充满生活的闪亮智慧，读来备

觉温馨与亲切。

■ 读书札记

读张抗抗的《悦己》
笛声（市直）

再读著名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文中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一次次给我带来

灵魂的冲击和震撼。这部创作于上世纪 80年

代的长篇小说，以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到 80年

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

放之初的城乡社会生活，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

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

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

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复杂地交织

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

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是一本好书，因为他

的人物以及情节都刻画得很真实。读着这些

饱蘸着热情与激情书写的文字，我们眼前就会

浮现过去人们的那些贫穷与苦难、坚韧与顽

强、妥协与抗争。这些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

最沉重的记忆，骨子里透着或流露出那么一股

子不服输的志气和与生命抗争的精气神，能给

读者以不间断的、来自内心的一种热血沸腾的

感觉，同时能给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人生困境的

朋友以精神慰藉，能给那些虽暂时看不到希望

但仍努力拼搏不言放弃的朋友指明坚定前行

的方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但都咬着牙绝

不放弃。我甚至感到，不经历苦难的人生不值

得度过”。这也正像路遥所说“生活不能等待

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

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

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书中的孙少平、孙少安远

比现在的一些明星更适合做年轻人的偶像。

可以说，《平凡的世界》诠释了“励志”的精

神内涵。它带来的虽然是不甘心，但是仍坚

信:“我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我要做一

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

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凡的看法和做法来。因

为，最平常的一件事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

的伟大。”于是，我们看到无数新时代的青年正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

量。平均年龄只有 30 多岁的嫦娥团队、神舟

团队、北斗团队敢于“下深水”“涉险滩”“啃硬

骨”，不断攀登创新高峰；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

前，一位位白衣天使、一个个中国军人，又一次

成为危难面前的最美“逆行者”；朝气蓬勃的创

业者、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为胸怀的梦想而奋

力拼搏……一个个青春奋斗的故事，说明了一

个朴实的道理：平凡是生活的本色，不凡是生

命的追求。只有不忘平凡，才能超越平凡。

今天的世人，面对这样那样的诱惑与考

验，能否真正做到信念如磐石般坚定、道德如

青松般挺正、心境如湖水般清澈？每一个还拥

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都该重温《平凡的

世界》，它会让你懂得:尽管你是那样的平凡，

尽管命运是那样的不公，可只要你能够自强不

息、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终能获得最

后的成功、超越平凡。

■ 读后有感

奋斗是梦想的底色
——再读《平凡的世界》

鲁人（市直）

“生活不能等待
别人来安排，要自己
去争取和奋斗；而不
论其结果是喜是悲，
但可以慰藉的是，你
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
了一场。”

■ 新书速递

《一小时图解经济学》
方法用对了，经济学没有

那么难！无论经济是好是坏，

经 济 始 终 是 人 们 热 议 的 话

题。本书作者通过图解的方

式，带我们读懂身边复杂的经

济术语：从本土经济到国际

贸易；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微观经济学，到较难理解的宏

观经济学；从基本经济学术语

到热点话题……抛开艰深、晦

涩的学术定义，丢掉拗口的词

条解释，从实际应用场景出

发，真正理解经济词汇的含

义，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真正

影响，帮助你做个复杂经济世

界里的明白人。

《生活中的金融学》
本书缘起于哈佛MBA毕

业生的“后一课”,是哈佛商学

院教授写给普通人的金融知

识。一名篮球运动员,为什么

要参加棒球、足球、高尔夫球

等其他运动比赛?为什么对

我们助益的人际关系,反倒不

是亲近的朋友?如何为房屋

估值?购房比想象中不值?为
什么CEO去世,公司的股价不

降反升?年轻有为的高管,如
何领导比自己资历更丰富的

下属?还有文学作品《傲慢与

偏见》与风险管理、当代艺术

家杰夫·昆斯与融资杠杆、法

国大革命与年金、约翰·弥尔

顿本书跨越文学、艺术、历

史、哲学、电影等多个领域,真
正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萃取

而来的金融智慧。

2016 年 诺 奖 得 主 奥 利

弗·哈特这样评价本书:米希

尔·A·德赛是博学多闻的经

济学家。在《生活中的金融

学》中,他为读者理解现代金

融提供了迷人的新视角,让我

们看到了金融学的重要观念

是如何体现在历史、文学和

艺术领域的。

无论女人做什
么，都不仅仅是为了
悦人，而是悦己——
希望自己从中得到
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