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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轻松减糖》

减糖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必要环

节。

主食＋主菜＋副菜，任意搭配，糖类

食物热量不超标，天天吃出新口味；牛

肉、猪肉、鸡肉、海鲜、蔬菜、鸡蛋，食物丰

富不重复，怎么吃都开心；热量、糖分、膳

食纤维、蛋白质、脂肪，减糖便当营养成

分大解析。食材搭配、摆放方法、佐料运

用、器具助攻……让你轻松减糖！

本书提供了百余道减糖食谱，兼顾口

感与营养，更加符合减糖人员的需求和饮

食习惯。你只需要按照书中的步骤操作，

就能快速、健康、轻松地烹饪减糖大餐。

让我们一起掌握每餐糖分摄入，轻松瘦身

减脂，享受健康美食。

■ 新书速递

《碌碌有为》

文字版《清明上河图》，让读者犹如

翻开历史长卷，看鲜活生动的古代日常，

感受中国社会的烟火与温度，带我们一

起探索中国社会的隐秘角落和那些隐藏

的秘密。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显微镜。

作者王笛教授，一位获得过文学奖的历

史学家，一位善于从微观视角讲述“小历

史”的历史学家。从小人物、小家庭、小

乡场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用通俗生动的

方式，讲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探

讨它们的特征以及所发生的演变，给我

们呈现历史洪流下的“潜流”，让读者比

别人多一层对历史的解释和认知。兼具

微观与宏观的视野，并用多学科交叉的

眼光来看中国社会，包括文学、社会学、

人类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视野

更宽广，思考更清晰，知识更贯通，理论

更深刻。

本书则聚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

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

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

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

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

文人与教育、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

等，让大家看到更细节的中国。本书分

为上、下两卷。

书是什么，书是继承了作者意志的载体。而

我最喜欢作者在文字中蕴含的热血坚强的意志，

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具有这种特

色。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全身

瘫痪，但最后通过努力写出本书，他就是生活在

现实的“保尔·柯察金”，所以不难得出《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就是作者成长经历的写照。

我非常喜欢书中保尔的倔脾气，保尔不管

遇到多大的麻烦都从不轻易低头，他会在问题

中吸取教训不断成长；尽管四次在鬼门关附近

徘徊，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坚定的革命

信念再次鼓励了他，他没有放弃革命，弃戎从

笔，把笔当作他的武器，以笔代枪，重新开始新

的革命；通过母亲妻子及同志的帮助下耗时三

年出版小说《暴风雨中诞生的》。为什么保尔

有如此坚定的革命信念呢，我认为这与保尔不

服输的精神有关，保尔不服输的精神从小就崭

露头角，到后面陆陆续续地显现出来，保尔从

原来只会盲目反抗到逐渐变得会深思熟虑，这

就是保尔的成长，从一个小混混成为一名忠于

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

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

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

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

就是保尔追求的革命真谛，保尔为了追求革命

克服了一切困难。保尔不仅鼓舞了自己还鼓

舞了整个苏联甚至全世界的青少年，他告诉我

们要奋发图强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生的旅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处处藏有惊

喜，或者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惊喜，而且还得

要有一个坚强的意志，这就是《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想告诉我们的。

■ 读书沙龙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吴玥琪（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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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期待文学作品中出现这样一个母

亲的形象。她不温柔美丽，也不千篇一律地勤

劳能干。她应该揭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却被

一再忽视的真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做了

母亲后，都会自动变得慈悲包容、乐观向上、无

所不能。母亲，各自有各自的模样。

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江子亲情伦理散

文《燃爆记》中，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母亲。

“她总是一副满腹怨气的样子。她这一辈

子，好像很少有满意的时候。”这很像是一篇传

奇小说的开头，充满了故事性。母亲力气小，

干啥事都很吃力；她的丈夫，“我”的父亲，是个

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男人；她的孩子们，要

么愚笨，要么顽劣。而相貌堂堂，从不发火，任

由母亲欺负的父亲，也给不到她多少安慰。大

概每一个暴躁失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懦弱

沉默的男人，父亲在她生气时的默不作声，使

得她的脾性愈发焦躁，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

就会让母亲烈火烹油，暴跳如雷。

一桩不舒心的婚姻，一个不顺心的丈夫，

一群不省心的孩子，加上一个不够聪明能干的

自己。生活确实没有善待她。然而这是造成

她满腹怨气的所有原因吗？隔壁境况更差的

母亲，却“整天没心没肺，走到哪儿都能欢声笑

语”。而母亲呢？“她总是怨自己命不好。她总

认为她的生活全都不对。她是在深渊里，在看

不到尽头的甬道上。”面对命运，她总是“怨

命”，她把“不对”全都归结于生活。怨天尤人

的性格、有限的能力，与她的经历相互作用，造

就了一个压抑、躁郁的母亲。

母亲对待任何人都总是冷冷的，只是当十

四岁尚年幼的妹妹短暂离家去城里务工时，母

亲才流露出为人母的天性，思念的泪水和重逢

时的笑意，让她难得的察觉到自己心底的温

存。而在平日里，母亲从来没有和“我”和言悦

色地说过话，更不会用无限温柔的眼神注视

“我”，甚至动不动恐吓孩子要喝农药自杀，使

孩子们生活在随时失去母亲的恐惧中。“我”甚

至觉得，母亲对自己喂养的猪都比对子女好。

多么令人窒息。文中的“母亲”，她不但不

可能治好“我”的精神内耗，相反地，每一次回

乡与母亲相处，都是对“我”惨烈的消耗，需要

用逃离和隔绝来自愈。这个深渊一般的家，在

“我”长大后第一时间选择了逃离。“我”娶了与

母亲截然相反的温柔的妻，亦不让孩子受任何

委屈，有了一个理想中的“家”。

然而，亲情是乡愁里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想舍弃但是不忍，想亲近却又不能。“我”想着

反哺父母，尽所能替他们还债，为他们在县城

购置房子，时常从省城回去看望他们。父亲得

了严重的颈椎病后，“我”为父亲遍访名医，却

不太见效。母亲一如既往地只会抱怨我，对生

病的父亲虽然悉心照顾却口出恶言。“我”一直

像父亲一样，企图以沉默来对抗、包容，却无论

如何无法平息她汹涌的怨气和怒火。直至我

忍无可忍，对她发出了这辈子唯一一次咆哮，

她才终于安静下来。

自那之后，随着父亲病情的好转，母亲的

脾气也转变了许多。或许是父亲久病之后的

康复让她有了失而复得的感恩之情，觉得命运

也不是那么残忍，或许是成年儿子的反抗，让

她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她

的脸色和声音都渐渐柔和。

这年过完春节，“我”告别父母回省城。母

亲送“我”到门外，身后藏着一挂爆竹。这是作

者家乡的一种年俗，父母要给春节后出门的子

女放一挂爆竹以祝平安。只是这时已经全国

禁爆，母亲的这个举动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我”匆匆发动车子离去，爆竹不顾一切地响

起，母亲小小的身体隐没于硝烟之中。“她多像

这挂爆竹呀……并非对这世界没有热情，对亲

人们没有爱意。只是她拙于表达。而唯有春

节，做了让她释放的引线和火苗。”

至此，江子的《燃爆记》结束了。

在我看来，这是一对母子完成双向追寻的

过程。对于母亲，她的才智、能力、性情、境遇，

无不阻碍着她爱的表达，她困顿于自身，不知

道如何从这深渊中自救，不知道怎样走出这条

没有尽头的甬道。最后，一挂不顾一切燃放的

爆竹，终于让她的温情得以释放。她拙于释放

母爱，而实际上，母爱却是她脱离深渊、走出甬

道唯一的出口。

对于儿子，他的一生都在渴求这种母爱、

这份温情，然而记忆里只有生病时才拥有母亲

伸手试探额头温度的温存慈蔼。作者抽丝剥

茧，孜孜以求的母爱，留给读者的，是满口苦涩

的滋味中最后那一丁点甜。

会使我们破碎的，才能使我们完整。母亲

及原生家庭带来的折磨、伤痛，经由文字和阅

读，为写作者和阅读者，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治

愈，痛楚的灵魂在文字里被一一抚慰，这感觉

就像有一朵小小的烟花在文字里静静绽放，尽

管它瞬息就要熄灭，但是没有人能忘却，被烟

花映照过的暗夜天空。

爆竹燃放的那一刻，我看到四十年前的眼

泪，从母亲和“我”的身体里面流出来。

■ 读后有感

江子《燃爆记》：别样的治愈
李沙（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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