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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人生如逆旅》（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 8月出版），是汪曾祺优秀散文的
集合之作。51篇清新雅致的典藏之文，
或记人叙事，或描摹四时风物，或感怀
天地大美，或展示生活的闲情与逸
趣。平实的语言，悠远的境界，极具

“汪氏”散文之魅力，也构筑了一个纯
净明澈的清丽世界。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
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这些负重的人，
在生活的激流里，或以勇者、或以“逆行
者”的形象，担当着责任与道义，用自己

的坦诚和无私，展露出“大写”之人的宽
广襟怀。在怀念亲情友情的《沈从文先
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汪曾祺就以平
和冲淡的文字，回忆了恩师在艰苦条件
下，用自创的授课方法，教书育人的历
历往事。在汪曾祺笔下，沈从文就像一
个普通的城市教书匠，真实的可爱。先
生上文学课，“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
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常对学生说
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教
写作，自有一套方法。有时还在文后推
荐相关类型的中外名家作品，让学生在
比对中加以提高。有一次，汪曾祺跟先
生上街，沈从文打了酒来，只喝了一点，
其余全让汪曾祺喝了……朴素的文字
呈现，跃动着一颗质朴的心。先生只知
奉献，不求索取的善举，读来既让人忍
俊不禁，又令人分外动容。

汪曾祺是生活中的多面手，除了写

得一手好文章外，余暇还喜欢旅游和美
食。《四方食事》就记录下了他游走各地，
品味美食的一些深厚感触。从内蒙古
少数民族嗜好的手把羊肉，到云、贵、
川、黔、湘、赣等地人吃辣椒；从齐鲁一
带爱食生葱生蒜，到江浙人好醉虾醉蟹

“这一口”。汪曾祺入乡随俗，从啖食各
处的风味大餐，到饱尝街头巷尾的地方
小吃，随遇而安的背后，是作家对生活、
对文学深切的感悟。风物凸显着风情，
风情勾连着人心，汪曾祺不愧是写文章
的“圣手”，他由一方小小的食事，联想
到人生多舛的际遇，从简单的口腹之
欲，又联想到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命题。
试想，如果汪曾祺没有对生活、对艺术深
切的理解和把握，这样深刻的体悟，是无
论如何也感触不到的。

人生的大江大河，有风平浪静，也有
惊涛翻滚，纵是潮起潮涌，汪曾祺置身其

间，始终不变的是恬淡的生活态度。在
《难得最是得从容》里，他从京剧名家裘
盛戎“淡泊明志”的艺术追求里，寻觅到
了一种气定神闲的从容。这种独特的精
神气质，让裘盛戎不论塑造什么样的人
物，都韵味十足，让人印象深刻。汪曾
祺由此感言，裘盛戎之所以能达到这样
的艺术境界，皆缘于他“发自于中的儒
雅，即一般常说的‘书卷气’。这就提高
了人物品格，增加了人物的深度。”其
实，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
是一人饰多角的“演员”？既要顽强生
存，又要承担起家庭、社会所赋予的各
种责任和义务，生活也好，打拼也罢，
还真的离不开恬淡从容的儒雅气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拥有这份定力，何
来做人做事上的安祥？这或许正是汪曾
祺所要告诉我们的真
义所在。 □刘昌宇

清雅之中见真趣
——读汪曾祺《人生如逆旅》

他的美食散文，为故乡高邮的咸鸭蛋
成功“带货”；他的代表作《受戒》《大淖记
事》，是评论界反复研究的经典母本……
今年正逢作家汪曾祺诞辰 100周年，一批
汪曾祺著作选集或纪念文集陆续面世，
掀起阅读热潮；在微博、豆瓣、贴吧等网
络空间，年轻网友热评不断。粉丝心中
的“汪曾祺散文”，为何能打破年龄界限
持续“圈粉”？

经得起咀嚼
耐读的文本不需要定义归类

“‘读汪’潮流最早可追溯到 1980年
代，近十年间愈发明显。老少汪迷不光读
汪曾祺小说、散文，还读他的诗与画、书信
等，承载这些内容的出版物越来越多。”
《汪曾祺别集》出版统筹人、北京读蜜传媒
总编辑金马洛谈到，汪曾祺作品很早就编
入大中小学生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已成为
当代文学与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部分，近
年根据汪曾祺作品改编的青少年绘本也
逐渐增多，很多孩子因此成了“小汪迷”。

多维度开发，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
汪曾祺的文字耐读、经得起咀嚼。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认为，很难把

汪曾祺简单归到任何一个派别或潮流里，
“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市井小说？诗
化小说？好像都可以，但是好像都不太
妥当。汪曾祺是一个初读时没有门槛，
谁都可以读的作家，感觉似乎很浅，但
很难被模仿。”杨早用“诚实、有趣、诗
意”来形容汪曾祺受欢迎的原因——他
是一个肯跟读者说老实话的人，愿意分
享真实的世界。

对此，汪曾祺长子、作家汪朗深有感
触：“汪曾祺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跟在家
里一样，不端着，也不摆出一副文人架子
高高在上；他不装，知道多少就告诉你多
少，邀请读者共同认识这个世界，共同欣
赏美好的事物，进行平等的交流探讨。”
在他看来，父亲的文章好多地方是“使
坏”的，但藏得较深，“你读到一定程度，
就发现这个老头在悄悄犯坏，然后就会
心一笑，经得住一遍遍读下来。”

有人间味儿
透着中国文人的恬淡与闲趣

提起汪曾祺，不少读者眼前会展现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画卷，淡淡笔墨
勾勒出随和的可爱老头形象。相较同时

代作家，汪曾祺似乎总能从平淡生活中
找到乐趣，发现被宏大的东西所遮蔽的
生活日常。学者李建新有个观点：“汪曾
祺是身处人间、写人间的作家，读者喜欢
这种人间味。”

这种珍贵的“人间味儿”洋溢在字里
行间。纪念文集《百年曾祺 1920—2020》
包含了 60位汪老生前好友、故交、学生
的缅怀回忆、文学评论等文章，由梁由
之收入文集中。《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则是汪曾祺关于家的生活散文集，完整
表达了一个人应怎样面对世界。恰如沈
从文所总结的，“他（汪曾祺）最可爱还是
态度，宠辱不惊。”

有“天下第一汪迷”美誉的作家苏北，
是汪曾祺生前的忘年交，他曾多次到汪老
北京家中请教为文之道，“蹭饭蹭酒”。他
从“灵性”角度解读了汪曾祺作品在年轻
群体中备受追捧的原因，“所谓灵性，是我
们面对同一事物，他有自己的方式和眼
光，你没看到的地方他看到了。读汪曾
祺，翻到任何一页，把精神集中起来去阅
读，很快就会读进去。每一次读就像第一
次读的状态。”苏北认为，汪曾祺经典化不
是一蹴而就，而是自下而上、由民间读者

自发推动的，“这个过程很神奇”。
如果说生活总要有点乐子，汪曾祺

不疾不徐地用文字将读者带到了色声香
味、鸟兽虫鱼的世界，并怀着挚爱和亲切
感，去发掘蕴藏在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
美、人情美。恰如他生前所袒露的，希望
自己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使人的
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许旸

汪曾祺何以在年轻读者中持续“圈粉”

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
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被称为“中国
最后一个士大夫”。

弹窗广告“霸屏”一直是网络牛皮癣之一，在近日案例
中，无锡一名小学生因被无良弹窗广告引入骗局，5万多元
钱打了水漂。

弹窗广告本无原罪，是一种常见的市场营销行为。之
所以沦为“过街老鼠”，一是因为“耍无赖”，强行限制和影
响正常上网体验。二是因为“手太黑”，肆意“监视”用户一
举一动，用户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了诈骗分子的“猎物”。更
可恶的是，随着网课不断普及，弹窗广告的黑手竟开始伸
向了学生。有广告公司负责人毫不讳言：“学生的钱更好
赚。”弹窗广告越弹越歪，必须引起足够警觉。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其实，在治理弹窗广告方面，
我们有不少法律法规。《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等明确规定，弹窗广告要“确保一键关闭”，“以欺骗
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可多年过去，问题为何愈演愈烈？从事主体
多、涉及范围广，监管鞭长莫及；网络平台为分羹，为之
提供便利……这些都是原因，但归根结底还在于维权成
本高、违法成本低。弹窗广告分散性、隐蔽性强，举证十

分困难。很多广告主根本不怕被告，因为“告
也告不过来。”而且即便真被判定违法，与过度
弹窗取得的经济收益相比，不到三万元的罚
款，实在没什么痛感。

过度弹窗，究其本质是一种技术霸凌，治理
起来尤须划清红线、明确底线，让踩线企业付出
沉重代价。这一点，国外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以“史上最严”的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为例，
如果企业侵犯了用户数据权利和自由，轻者都要
被处以1000万欧元的罚款。如此天价，谁还敢肆
意妄为？此外，也应探索一些创新管理举措。如监
管部门可以主动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网络上进行

“穿透式监管”。还可将过度弹窗的企业和平台纳入全
网可见的失信黑名单，使其商业行为处处受限。相对
于不痛不痒的罚款，这一招或更能打在“七寸”上。

在信 息 高 速 公 路 上 ，管 理 要 跟 得 上 网 速 。 让 我
们拿出些狠手段、硬办法，来几次大扫除，还网络空间
一方净土。 □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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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乱弹窗咋就管不了

越 来 越 多 的 90 后 、
00 后认为自己“社恐”。
据《光明日报》报道，在
日 前 发 起的一项网上调
查中，参与投票的 2532 名
网友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
果——仅 69 人认为自己
没有社交问题，97%的参
与者存在回避甚至恐惧
社交的现象。同时，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享受独居
独处，依靠手机建构和维
护自己的社交网络，在虚
拟世界越陷越深。

社交工具升级、社交能力降
级，是当下年轻人群体的一种生
活交际尴尬。这种“社恐”心理不
只表现为相关调查数据的高企，
更有“线下独处、线上‘热闹’”的生
活现实佐证。社交恐惧症在医学
上称之为社交焦虑障碍，常发病
于青少年或成人早期。不过，当
下许多年轻人自称的“社恐”尚
未达到疾病的程度，只是一种对
社交回避 、抗 拒的负面情绪，但
这种带有倾向性的社交焦虑，却
需引发人们关注。

在科技进步、信息发达的当今
社会，年轻人也同样没有泯灭“交
往”的欲望，只不过是将这种诉求
倾注在了网上、借助于社交软件。
年轻人热衷线上社交的热闹，非但不能消解

“社恐”焦虑，反而会拉大与他人的心理距
离。社会心理学家描绘出的“群体性孤独”
现象，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家人
在一起不是彼此交心，而是各自在看电脑
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畅谈，而是拼命
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
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发言，听众在看新
闻头条。

纾解年轻人的“社恐”症，关键还是要靠
“自我疗法”。最好的医生是自己，矫正年轻
人的“社恐”心理，还是要致力于提高自身的
社交自信、社交勇气和社交本领。首先，要
消除“恐惧症”。社交不是不敢染指的洪水
猛兽，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常态。回避、抗
拒不过是自欺欺人，唯有直面现实和积极参
与，才能在社交实践中学会社交，这就需要
正确地评价自己，发掘自身优势，铭记尺有
所短、寸有所长，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会
在人际交往中扬长避短。

其次，要保持平常心。社交是平等交
往、诚意交流和坦白做事。要友善地对待别
人，多些乐善好施，在帮助他人时忘却自己
烦恼、证明自身价值；不苛求自己，能做到什
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只要尽力了，不成
功也没关系。找个倾诉对象，有烦恼一定要
说出来。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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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农民工手捧两块红
砖朗诵的短视频刷屏全网，视频主
人公李小刚以其富有磁性的嗓音
把徐志摩的经典作品《再别康桥》
演绎得十分动人。今年 35 岁的李
小刚出生在陕西神木的普通农户
家庭，打小就爱鼓捣文字，还偷偷
模仿名人大家的朗诵。

辍学-打工-结婚生育-打
工，这是许多农家子弟的人生轨

迹；由于缺乏学历和一技之长，农民工挣钱
并不容易。让李小刚与其他农民工不一样
的，就是他的“农民工播音腔朗诵”。

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兴起，打破了传统
社会的成名壁垒，让一些小人物也有机会
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在人们的刻板印
象中，农民工大都干着不太光鲜的重活、脏
活和累活，和体面、风光的“专业范儿”播音
员、主持人并无关联；“农民工播音腔朗诵”
以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迅速走红。

不论是爱写小说的育儿嫂范雨素，还是
“食堂诗人”宋成宝，抑或纪录片《乡村里的
中国》中爱写书法、爱弹琵琶的杜深忠，都
生动地说明农民、农民工并不是一尊尊没有
思想的“兵马俑”。长期以来，农民和农民工
习惯了沉默和被代言，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农

民和农民工开始用诗歌、播音朗诵、写作等方
式来表达自己、表现自己。

“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农民工
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著名社会学者符平
认为，农民工进城之前生活的圈子是他们
的“乡土世界”，进城之前所想象的城市生
活是他们的“想象世界”，进城后生活于其
中的客观现实世界是他们的“城市世界”，
对真实生活的不断适应是“实践世界”。农
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在许多农民
工玩手机、打麻将、看电视的时候，李小刚将
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人需要吃饭，精神世界也需要“营养输

送”；当精神诉求和情感需要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满足，一些农民工便采取了“自我救
赎”。就像用美声唱法唱歌的“大衣哥”朱之
文，他也曾饱受质疑，却通过自己的不断努
力和坚持，最终改善了生存状态，实现了向上
的社会流动。“农民工播音腔朗诵”或许不会
像朱之文那样“功成名就”，但李小刚对播音
朗诵的热爱与坚持却应得到尊重和肯定。

欣赏农民工的诗歌、小说、播音朗诵
等作品，正视农民工丰盈精神家园的需要，
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尊重“平民表
达”，是一个成熟社会应有的姿态。

□杨朝清

眼下，崇尚节约，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餐饮
业浪费之风在全国迅速掀起，广大群众纷纷响
应。然而除餐饮业之外的其他浪费现象也不少，比
如家庭药品浪费现象也很惊人，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几个月前，我一直不停流鼻涕，打喷嚏，去看
医生，经诊断是鼻炎，医生各开了三盒药，花了三
四百块钱，真是药到病除，刚吃了五分之一就好
了。有道是“是药三分毒”，既然病好了，剩下的那
几大盒药还吃不吃？又去咨询医生，医生说，既然
病好了，那就不用吃了。如今剩下的那几大盒药
一直放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药效也在一天
天降低，直到过期扔掉。

由此想到十几年前，在小区门口有一家诊
所，每次自己或带家人去诊所看病时，那个女大
夫总会给我一个个小纸袋，里面分别装有相应剂
量的药品，纸袋上分别写明了服药的方法和时
间，等这些小份药吃完了，病也就好了。而如今
那个诊所早不在了，此时此刻，很怀念往昔“吃多
少，买多少”的售药模式，这种方式，不仅节约资
源，替患者着想并省钱，更重要的是杜绝了剩下
的过期药品乱扔乱弃对环境的影响，可谓一箭三雕。

那么现在的药品为什么不拆开小份卖呢，难
道国家有规定禁止？其实，国家一直在鼓励药物
拆零销售，笔者专门查了一下，早在2000年的《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就有关于药
品拆零销售的说明。2013 年的新版规
范中明确要求“药店要设置拆零专柜，

并配备消毒棉球、药品袋子、剪刀等；拆零销售应当
使用洁净、卫生的包装，包装上注明药品名称、规格、
数量、用法、用量、批号、有效期以及药店名称等内
容；负责拆零销售的人员经过专门培训；拆零的工作
台及工具保持清洁、卫生，防止交叉污染；提供药品
说明书原件或小印件”等等。

看来，一些药品可以小份卖，国家也有规定，虽
然有些麻烦，但这样做既可以节约资源，杜绝过度包
装和药品浪费，患者也期待，关键是执行力不到位。
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使“药品拆开小
份卖”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做法早点回来。 □汪志

近来，关于副业的讨论持续升
温。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副业打着让
人挣钱的幌子，背后却深藏套路。日
租金超百元的微信租号、日进千元
的博彩投资……它们通常以高薪、
收益快等作为诱饵，成功骗取求职
者信任后，再以各种名义收取会员
费、培训费等。 □徐简

副业陷阱

普通劳动者也有美好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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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次地中海的邮轮之行，八个家

庭的红尘翻覆，四百个片段的精致跳
荡，四代人的昔日今生。

该部小说，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挪
到了一艘邮轮上。在这“海上大观园”
里，他将四代中国人的命运浓缩在一
起，让他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巡
航地中海，漂浮在前世今生里。八个
家庭和两个自由行的人，涵盖世相的
方方面面，明暗相间、伏延千里。

推荐理由：
从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由不

同职业群体构成的故事主角，共同讲
述了一个完整的时代故事。书中人
物之间的故事，全景式地展示了当
下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仿佛就发
生在我们身边，具有极强的显示表
现力和感染力。

刘心武是“以小见大”的大家，
对于这种通过故事碎片营造时代氛
围，复刻人生百态的小说手法，自是
举重若轻。各种身份、阶层、职业的
人在这里交汇碰撞，引出的条条线
索虽然驳杂，却被处理得“形散而神
不散”。这是一部笔法放松的作品，
虽然也有光怪陆离。但就像小说末
尾部分有一段提到的，“你若认定了
世界本荒谬，那就消化掉任何意外遭
遇。”荒谬，是这个世界的常态。重要
的，是我们怎么去看。

新书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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