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中感悟生活

■ 刘刚

——读郭德纲的《谋事》

读《谋事》，是在读完郭德纲

的《文史专家》之后。我并非他的

粉丝，也不刻意读他的书，每次都

是偶然遇见，随手翻阅，被吸引住

则读完通本，恰如刚读完的这本

《谋事》。

这本书犹如郭德纲讲相声一

样，不急不躁，似水流淌，缓缓向

前，娓娓道来。书中暗藏人心、人

情、人性，每一个历史故事都在教

人如何观己、识人、谋事。郭德纲

曾说：“史学家的笔，比不了说书

人的嘴。”我也曾听过他讲的相

声，可读他的书却不似听相声那

般轻松愉悦，突然觉得他的笔比

他的嘴更厉害。每次，急迫地想

把整本书一口气读完的心，始终

跟不上奔跑在字里行间的眼睛。

所以，每读一则故事总得停下来

思考，闭上眼，等一等落下的心。

《谋事》书中包罗很多历史上

的小故事、小知识，正史、野史都

有涉猎。书中的历史故事在郭德

纲的笔下积淀成市井画面，蕴藏

着几分生活的烟火气，折射出几

分人性的真善美，让人似有身临

其境之感。书中讲到历史上的国

债、裸辞、诉讼、逼婚等内容，文笔

诙谐让人捧腹，同时又让人回味

悠长，陷入沉思……更有一些内

容让人觉得属于旁门左道的臭

史、香史一类，可偏偏这些内容起

到了点缀作用，轻松自然地成为

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有意

撇开反而少了乐趣。

历史就是历史，已成定局的物

事不可能改变，但不同人看待历史

会有不同的见解。郭德纲经历过

人生的高潮与低谷，对历史和现实

有深刻的认识，用独特的眼光剖析

历史人物，揭秘中国古代社会、职

场、皇族、家庭的竞争法则，解读中

国人的拼搏之道、处世之道。“有人

的地方就有竞争”，读过《谋事》，能

进一步深谙生活真谛，人也就变得

更加通达。

书中讲到阮籍，“穷途三哭”

的他在父亲驾鹤西去时没有流过

一滴眼泪，左邻右舍很是纳闷，说

他为什么不哭呢？其实，不是阮

籍不悲伤难过，更不是阮籍不知

孝道，而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他的母亲。成熟的人不是没有眼

泪，而是不能轻易落泪。成熟的

标志就是要懂得控制住自己的情

绪，为了不让母亲悲伤难过，他无

论如何也不能把哀痛表现出来，

这样才能更好地告慰逝者，安慰

生者。类似阮籍这样的人，我们

身边并非没有，尤其生长在多元

化的社会里，各行各业竞争都很

激烈，挫折随处都有，若没有一颗

坚强的心，怎能抵挡生活的压力、

就业的压力呢？

读《谋事》就是读生活，在阅

读中感悟生活，自然就懂得如何

更好地生活了。

《谋事》

作者：郭德纲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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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能功成名就，我们

中有些人注定要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

寻找生命的意义。将生活嚼得有滋有

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

只是嘴巴，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

的心。这是我在阅读《在菜场，在人

间》时，脑海里反复出现的话。

《在菜场，在人间》全书由二十余

篇散文组成，是一部纪实散文集。作

者陈慧通过在浙江小镇菜市场的十余

年摆摊经历，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与

各种人之间的命运交织，描绘了市井

百态和红尘冷暖。全书没有华丽的辞

藻，没有高深的哲理，只有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人性的深入洞察。

陈慧以细腻的笔触，将菜场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些

五颜六色的蔬菜、各式各样的肉类、琳

琅满目的调料，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

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与摊主们的

生活紧密相连，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

生活画卷。包子铺的师傅、杀猪贩肉

的屠夫、头脑灵活的捕蛇人、收废品的

“破烂王”、修鞋换锅底的手艺人、靠种

庄稼换取生活费的农民……每一个摊

主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顾客都带

着各自的生活痕迹。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为生活打拼，为家庭付出，充满了

旺盛的生命力和不服输的倔劲。菜场

不仅仅是陈慧谋生的场所，更是她对

这个社会的瞭望窗口。

《在菜场，在人间》让人感知到，在

这个鲜活的人间里，每个人都在为了

生活而努力奔波，也都在寻找着属于

自己的那份滋味。而这份滋味，正是

生活的真谛所在。 （王听年）

《在菜场，在人间》
作者：陈慧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犹如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

■ 赵仕华

——读《病隙碎笔》有感

《病隙碎笔》是史铁生的代表

作之一，这本书以其深刻的哲理和

丰富的生命体验而著称。在翻阅

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被作者在逆

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和乐观所深深

打动。在这本书里，史铁生以一种

平静而深刻的语气，分享了他对于

生命、爱情、信仰的独到见解，他那

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崇高的品格通过

文字传递出来，引发读者的深思。

在《病隙碎笔》的字里行间，史

铁生以他独有的细腻和敏锐，将生

活的琐碎与生命的宏大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从他的文字中，仿佛看到

他在说，生活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

而是充满了五彩斑斓的灰度。正是

这些灰度，使得我们的生命生生不

息，使得我们的心灵纯真朴实。

在他的笔下，生命的痛苦和欢

乐、希望和失望，都被赋予了深刻

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

艰难的时刻，生命依然有着无法磨

灭的价值和美好。

史铁生曾自嘲称自己的职业

是生病，业余时间才写作。面对生

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他没有选

择逃避，而是用一种非凡的勇气和

毅力去追寻生命的真谛。他认为，

人的精神世界不应被肉体的束缚

所限制，而应在思考和信仰中寻求

超越。

《病隙碎笔》记录了史铁生在

与病魔抗争的同时，也在病痛的空

隙中捕捉思想的闪光。他曾经说

过：“不死其实是惩罚。”这句话让

我深感震撼，因为死亡对于每个人

来说,都是公平且不可避免的结

局，但在那之前，我们要经历的是

生命的全过程，包括痛苦和挫

折。通过他的文字，史铁生向我

们传达了对苦难的深刻理解和接

受，使我们认识到健康和病痛都

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书中，史铁生提到，生命至

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度过的。每

个人都面临人生的黑暗，正是这些

黑暗塑造了人们对光明的渴望和

追求。生活中的尴尬、贫穷、富有

等各种境遇，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

的人生。史铁生用他的智慧告诉

我们，无论面对何种境遇，都不应

该恐慌或逃避，而应该坦然接受并

从中学习和成长。

尽管史铁生的身体受到限制，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无比广阔。

他以残缺的身体书写了健全的人

格，用多舛的命运诠释了生活的乐

观。正如他“皈依”的观点那样，他

的人生旅程虽然有终点，但他的思

想和精神将永远在路上。

《病隙碎笔》不仅仅是一部文学

作品，更是一部哲学思考的结晶。

它引导人们思考生命的本质和意

义，引导人们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和

豁达。史铁生的文字，犹如一盏街

灯，指引着人们暗夜里回家的路。

读完这本书，犹如经历一场灵

魂的洗礼。我发现，或许，我们才

是那个生病的人。我们的心灵也

许需要一剂史铁生精神上的良药，

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深意。《病隙

碎笔》不仅是史铁生的生命赞歌，

更是一本指引人们如何在苦难中

寻找希望和光明的指南。

《病隙碎笔》
作者：史铁生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Y
U

E
D

U

泥
土
的
芬
芳
与
生
命
的
宁
静

■
胡
良
桂

—
—

品
读
《
看
见
的
日
子
》

品读《看见的日子》，充满

着泥土的清香，流动着潺潺的

溪水；蕴藏着风物的韵味，活动

着善良的村民。作者用饱蘸感

情的笔触描绘出的这种自然山

水的神奇美丽，乡村社会的风

物习俗，底层民众的酸甜苦辣，

都呈现出了大地的静穆与浩

瀚，恢弘与神圣；乡村的明艳与

丰饶，温暖与美好。

无论《瞅天》对“天哦，透蓝

透蓝的；云哦，嫩白嫩白的”的描

写，还是《大地之光》对“下雪

了。纷纷扬扬，天地雪亮，地上

厚厚地铺了一床雪白的棉絮，无

边无际”的刻画，都注重景与情

的关系。在作者笔下，天空，仪

态万千，生气勃勃；天穹如海，万

里晴空。大地，千姿百态，奇构

异形，峰峦叠嶂，峥嵘奇特。

风物习俗刻画精致温润，

风姿独具。周伟对故乡民俗民

风的展现和风物的描述，质朴

中有精细，粗犷中有细腻，灵动

中有曼妙，氤氲着作者的创设

意境，物意相融，韵味绵长；风

由意创，引人入胜。从而把他

故乡那独有的生活习俗、独有

的风土人情、独有的文化内蕴

鲜活而细致地刻画出来，使他

的散文浸润着他家乡湘西南风

物的灵气和泥土的芬芳。

《山坡上的云朵》中的羊，别

具一格。“山坡上，满坡满坡的

羊，如朵朵的白云时聚时散，奔

跑着，追逐着。我躺在青青的草

地上，厚厚的，绵软软毛茸茸的，

像层层的地毯。我仰面看天，好

个蓝盈盈的天！四周，遍地是

羊，是花，是草，是和风，是阳光，

是温馨。我不能不想到一个字

——美！”这里没有现代文明的

气息，也没有新潮时尚的喧嚣，

却在放羊的忙碌中，在广袤的乡

村里，展现了一种风物习俗，一

种人生理想。《阳光下的味道》

《一地阳光雨露》等对乡村风物

的诗意呈现，也像“大地上一颗

颗晶亮透明的珍珠，迸发出耀眼

而纯色的光芒，日出月白，让大

地回春，四季生香。”

作者的自身表述、内心剖

析或情感宣泄，有酣畅淋漓的

心灵表白，也有细致入微的生

活思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

憧憬，也有满怀挚情的个人主

观抒写。在《走不出土浯之乡》

《风垛口的老屋》中，作者更是

在向读者倾吐着内心的真话，

抒发着自己肺腑的真情，探索

着社会生活的真理，寻求着人

生价值的真谛，关注着人类命

运的前途，以及他对世界的审

视，对社会的思考，对人生的慨

叹，对生命的关注，都是他的个

性与思想在艺术上的物化。

写出人生的苍凉，是对乡

村卑微生命的同情。《看见的日

子》那个瞎眼二婆婆无儿无

女。当她真的走了，“当我们焚

烧起二婆婆的遗物时，起风了，

木火桶滋滋啵啵端端地在禾坪

上烧了许久。烧完时，夕阳已

经西下，一切皆静了，看时，惟

见烟痕淡抹”。就含有一股淡

淡的苍凉。

周伟散文的艺术“素朴而

干净，淡雅而灵动”；清新而明

朗，华丽而机智。有土酒的芬

芳，也有工笔的明快；有童话的

迷幻，也有古典的空灵。那联

想的跳跃出神入化，那辩证的

技巧亦真亦幻，那语言的优美

荷香四溢。从而使作者精心营

构的艺术画卷、乡村世界，“具

有永久的魅力”，经典的隽永。

《大地黄好》由故乡一地黄

金的油菜花，联想到了张承志

笔下，“随风散洒，遇土生根，落

雨花开，安慰天下”；联想到北

岛诗句，“在油菜花中，生命在

烈烈地绽放/在油菜花中，人民

默默地永生……”；联想到乡村

唱起，“黄狗你看家，我在山中

采红花。一朵红花采不了，双

双媒人到我家”；联想到汉代董

仲舒，“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

往”；直至联想到，“大地黄好，

人间沉香，天上仙境”。它一层

一层地递进，一环一环地加

深。怀抱黄土，眺望四方；浮想

联翩，目眩神迷。构成了一个

美艳古今的人间天堂。正是这

种神奇的联想，深化了作品的

主题，创造出了一个大地黄好

的崭新意境。

《看见的日子》中瞎眼“二

婆婆”与“孩子”的对话，就充盈

着童话般迷幻、纯真、空灵，却

又不像童话，而是在二律背反、

灵巧多变中，给人亦真亦幻的

感觉。看似平淡轻松，实则形

象生动，蕴含着沉重的哲学问

题。作品开头：“眼睛瞎了，我

就一点也看不见了吗？”“眼睛

睁开了，你就什么都看见了

吗？”简洁精辟，蕴含丰富。于

是，把日子比作小溪，写出生活

的镇定、豁达、远虑、细水长流，

平平安安；又把日子比作小鸟、

女娃，就勾勒出一幅迷人的画

面：山上开满鲜花，野草到处疯

长，飞禽走兽唧唧喳喳，树是绿

的，气息是甜的。但是，生活中

难免有磕磕碰碰，浅创深痛，也

不用忧愁，只要磨利生活中那

把刀，“一刀砍下去，就砍死一

个严冬。”还把日子比作走路，

路的弯弯曲曲，老长老长，曲折

且漫长。路上泥土飞场，泥泞

满路，冰雪地冻，路窄坡陡，坑

坑洼洼，险象环生，只有坚持不

懈，才会拥有充实、光辉的人

生。这就从俗常的生活底层人

物中发掘出潜藏在人性中的朴

真美好与哲思智慧。

《一个字的故乡》以简单的

“等、怀、单、想、回”五个字，就

表达出了一种人生的大境界。

既有对留守故乡亲人的凄苦眷

念，又有对游子的渴望与期盼；

既有希望与理想的现实化，又

有追求幸福的情感凸现；既有

执着的守望让人荡气回肠，又

有散文的意境得到极尽张扬；

既有宽泛的审美空间，又有极

大的情感内涵；既有精神流转

或人生奋斗的方向和规律，又

有消融一切，走向平衡，回归

本源。它们都超越了一时一

地、一人一事的个体书写，而

透散着人类的大命运，人生的

大情怀。

精美洗练质朴，是周伟乡

土散文的语言艺术。《大地清

明》就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的

乡村图画：“乡下的禾田”，“齐

齐整整也好，累累垂垂也好，绿

汪汪也好，黄澄澄也好，抑或是

冬天的一片空旷也好，铺在乡

村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幅

乡村最美的画图，美得自然天

成，美得无言、无缺。”这种灵动

之态，洁雅之美，仿如稻香四

溢，水滴轻溅如珠，云霞轻度如

绸。无不显示出“山青水清，人

勤水甜，大地清明”的人间仙

境。这些文字，哪怕是一个字

或者一组词，都是一些活蹦的

生灵，在我们耳畔发出不同的

声音。聆听它们的律动，感受

它们的欢快，继而触摸灵魂深

处细碎的搏动，都会让人感觉

到岚雾晨风中心灵一片宁静，

山涧清泉流露出来的曼妙与灵

美，月光笼罩的清凉和舒畅。

真是清风明月，自然天成。因

此，无论《乡间的和弦》“晶莹的

露珠，一颗颗从荷叶上滑下来，

仿佛是在捉迷藏”；还是《你的

眼里有春天》“有了爱，风带着

绿意，雨落下恩情，雪飘着圣

洁，黑夜也在欢快地舞蹈”等，

都有着泥土淡淡的清香，让人

感到亲切、自然、虔诚、美好。

这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静

到动，由形到声的美，是丰富多

彩的。它有大气恢弘之美，朦

胧含蓄之美；也有纤巧精致之

美，温润性灵之美，既斑斓夺

目，妙语天然，又绚丽多姿，韵

味无穷。

—
—

读
《
在
菜
场
，在
人
间
》

《看见的日子》
作者：周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趵突泉的金线池旁，一只眼睛

半闭的海豹，被争食的鱼群挤到一边，

笨拙地撞上桥墩，却只是缓缓转动着

身体，摸索着游走。这一幕，如同书中

三代女性的命运，她们在生活的泉水

中挣扎，渴望自由，却又不得不面对现

实的束缚。《盲眼海豹》以三代女性的

生活为线索，细腻地描绘了她们在不

同时代背景下的困境与抗争，展现了

女性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

《
盲
眼
海
豹
》

作
者
：
韩
今
谅

出
版
社
：
工
人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她的诗远比她和她的生活更惊心

动魄、更明亮、更残酷。暌违八年，再

度回归诗坛，余秀华自称完成了写作

的使命，因为“我所有的爱里面，对文

字的钟情经久不衰”，而在最忠诚的文

字面前，“一切的苦厄都成了配菜”。

《
后
山
开
花
》

作
者
：
余
秀
华

出
版
社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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