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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点时间读书
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

他的阅读史。”的确，在人生成长历程中，
不单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增长，还包括精
神品位的健全和提升。要使自己的人生
旅程更加丰富而有力量，离不开阅读的
陪伴和滋养。

古人常用“惜时如金”强调要抓紧时
间读书学习。发出了“吾生有涯而知无
涯”的慨叹，提出了“为学之道，莫先于穷
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的劝学
名言。无非是告诫人们要珍惜美好时光，
在不断地读书学习中，使自己的人生更加
充实和完善。读书对一个人的成长进步
很重要，它不仅使我们获取知识、增长智
慧、涵养气质，还使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明事理、辨是非、长见识，认清前进道路和
方向。不读书的人是无法体验其中蕴藏
的强大力量和所展现的广阔视野。处于
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知
识更新的速度日新月异，如果不读书、不
学习，就跟不上时代进步的脚步，就会成
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整日沉湎于上
网聊天、游戏娱乐，或者忙于应酬、忙于事
务，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而耽于读书。
实际，只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有一
辈子学习的志向，完全是可以挤出时间来
阅读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时间就像
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叶
剑英元帅一生戎马倥偬，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还是想办法挤出时间读书，是我军中杰
出的诗人。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座右铭，

“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
休息。”处理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关系，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读书学习方式方法。

《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从小参
军，骁勇善战且有胆略，但文化水平较
低。有一天，孙权劝他，你现在掌握这么
大的兵权，“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却
以“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推

脱。意思讲他军机事务要应付的太多
了，哪还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并不是
要求你成为精通经史学识的博士，只要
你懂点历史罢了。要说事多，难道你比
我还多吗？并以自己读书而“自以为大
有所益”开导他，又以“意性朗悟，学必得
之”相鼓励。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从此
发奋读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
胜”。后来在讨论军国大事上，他的策略
和见解独到精辟，连他的上司、读书人出
身的鲁肃也深感惊叹，并赞扬道，我以为
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学识渊博”，已不
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吕蒙后来成
为东吴的杰出统帅，为东吴政权立下汗马
功劳，连孙权也赞扬道，没有人能赶得上
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刻苦学习。
评价他“筹略奇至”，仅“次于公瑾”。历史
史实告诉我们，只要有学习的主动意识，
肯下功夫，不管什么年级，也不管有多忙，
时间和机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关键在
于愿不愿学。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读
书，涉猎广泛，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
老。他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读书精神为
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一部《资治通鉴》
读了 17遍；《二十四史》读了 24年，写了
4000多字的点评批注，做了大量圈画。他
终身与书相伴，办公室里、游泳池旁，甚至
床上都摆满了书。尽管日理万机，非常繁
忙，但他还是把“挤”出来和“抢”出来的时
间用来读书，而且读得仔细认真，诗词章
句和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连专门研究文史
的专家都不得不佩服。1944年，著名明史
专家吴晗出版了《明太祖传》，1948年着手
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同年11月，吴
晗来到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村。他把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
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当时毛泽东正
忙于指挥三大战役，但他还是在紧张忙碌
的战事中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书稿，还邀请
吴晗交谈了两次。在肯定吴晗所取得成
就的同时，坦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观点

和建议，指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作
为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手段。特别是对书
中有关彭和尚下落提出了不同看法。吴
晗按照毛泽东意见，重新查阅有关资料，
搞清了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通过
这件事，我们深切感悟到，毛泽东同志在
战况紧张的重要时刻还能抽出时间阅读
历史著作，不仅体现了对历史学家的尊
重，更重要的是他严谨细致、刻苦读书的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挤”和“钻”的
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
和营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全社
会文明程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这对
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
要指导作用。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征程，历史的重担落在了我们这一
代人身上，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必
须高度重视学习。党员干部要带头读书
学习，自觉把读书学习与提高履职能力结
合起来，与提高工作实效结合起来，与提
高品德修养结合起来，在读书学习中净
化心灵、提升品位、增长才干，做到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同时，要养成终身学习
的好习惯，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
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始终保持挤
劲、钻劲和韧劲，让读书学习成为干事创
业的不竭动力。 □张从军

读
书
﹃
慢
﹄
记

西 岭 雪 的 诗

《之间》的时代意义

步
履
不
停
，向
着
明
亮
那
方

书人书事

范墩子长篇小说
《抒情时代》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诗萌）近日，“百名作家
话永寿”暨范墩子长篇小说《抒情时代》研讨
会在永寿县召开。来自省内外的著名作家、
评论家齐聚永寿，就该书的时代价值、人物
塑造、艺术表达、语言风格等展开深入研讨。

长篇小说《抒情时代》是青年作家范墩
子的首部长篇小说，全书以逼真精彩的想象
和魔幻色彩的叙述风格，着重书写青年一代
的命运起伏、感情纠葛和心灵世界。省作协
主席贾平凹在贺信中写道：“希望陕西的青
年作家能立足三秦厚土，潜心创作，写出一
批好作品，回馈时代，回馈读者。”杨争光、李
国平、杨乐生、周燕芬、韩鲁华、安黎、贺绪
林、耿翔、王鹏程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抒
情时代》手法新颖，特色明显，叙述奇崛，是
一部深度反应改革开放巨大变迁且富有现
代主义格调的长篇小说佳作，也是陕西长篇
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作者通过杨梅、杨大
鹏的视角，以诗性的叙述方式，真实地表现
了底层人物的生活，被认为是一部展现当代
小城青年精神成长的命运交响曲。

张德臣长篇小说
《亮宝楼》研讨会举行

近日，由西咸新区作家协会、咸阳市作家
协会主办的张德臣长篇小说《亮宝楼》作品研
讨会在空港文学馆举行。陕西省作协副主
席、西咸新区作协主席王海，陕西散文学会咸
阳分会会长、咸阳市作协副主席董信义等专
家教授、作家40多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亮宝楼》共94章，86万字。故事以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以历史文化为主线，
从纵向描写清末至民国半个世纪发生在关中
文物专业人员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与破坏、
盗掘、贩卖、走私文物的不法分子进行的一系
列斗争。歌颂了亮宝楼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弘
扬爱国情怀，无私无畏，坚持不懈，捍卫历史
文化的奉献精神。

张德臣生于 1934年，咸阳市永寿县人。
他一生从事文化文物工作，出版编著文史类
书籍多部。80岁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亮宝
楼》，十年磨一剑，成书将由当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王海

姚家明中短篇小说集
《冬日暖阳》出版发行

近日，姚家明中短篇小说集《冬日暖阳》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集收录作
者近年来发表在《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文
学期刊中短篇小说 17篇，小说风格淳朴，读
来引发对人生、人性深度思考。

姚家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商洛市
作协副主席，供职于商南县文联，业余坚持文
学创作，已出版文集多部。 □朱金华

时隔十年，再次来到延安。
三天的培训安排得紧凑有序，思
考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成长了很
多，真是久违的充实。

从小受党员父亲的熏陶，我
一直对党史颇感兴趣。趁着培
训后鼓荡的热情，我找出美国作
家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准备再次拜
读。拿起书本才发现，随着年龄
的增长，读书愈发慢起来。一周
时间，大概只读了书本的三分之
一。相比年少时的专注和精力
旺盛，如今能在工作之余挤出一
两个小时，认认真真拿起书本读
一读，简直变成了奢侈的事情。
其实我明白，年龄增长只是疏于
读书的一个理由而已，其他诸
如工作忙碌、辅导孩子功课、做
家务……也都是给自己的懒惰找了个看似合
理的借口。

《红星照耀中国》书中老一辈革命家那种信
念、热情、力量，深深感染着我，让我从时代的泥
泞中拔出脚来，从喧嚣的都市生活中沉下心来，
静静地回归自己，回归初心。

斯诺从旁观者的视角，客观地塑造和传播了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形象，真实、具体地展现了中
共领导人、苏区军民的正面形象和人格魅力。在
延安，斯诺看到被南京悬赏 25万元的毛泽东“自
在地”和其他人一道走在大街上，见到了这位“大
人物”穿着补丁衣，吃着黄米饭，居住在简陋的窑
洞里。在那里，他看到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
怀穿着用缴获降落伞做的背心；在那里，他看到
红军将士信念坚定、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和革命
热情。斯诺用他的所观所感，生动地向世界描述
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主张和目标，以及陕甘宁
苏区军民的斗争经历和生产生活。

烽火岁月，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让外界了解
到真正的延安，无数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走上
抗日救国的前线。50多年前，15岁的习近平来到
延安，在延川县梁家河和当地百姓一起抓生产、
搞建设。今天，我们来到延安，跟着斯诺当年的
脚步，同样可以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赓续红色
血脉，坚定必胜信念，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义无
反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在“慢”读书的过程中边思考、边品味、边感
悟，这种纯粹的浸染，让内心世界充盈、让思想境
界升华，赋予了我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原来“慢”读书也有很多乐趣，拒绝浮躁，砥
砺前行，磨砺精神，但前提是要先“动”起来、“勤”
起来！ □田茅

谢俊乾（网名西岭雪）的诗集《西岭飞雪》
出版，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因为他的诗写得
好，而且数量也多，早就可以出集子了，可是
他谦虚，对自己的诗总是不满意。

我和俊乾是同乡、同学、朋友，他家在白
鹿原上，我家住浐河岸边。1970年，我们进入
鸣犊中学（现在的长安九中）读高中，同吃、同
住、同学习，因为都喜欢文学，业余时间给学
校办黑板报，又参加学校的小评论组写“评
论”文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时候，我们
这些学生都是背馍上学，一个星期要两次回
家取干粮，来往得多了，两家的家长也都记下
了我们的名字。后来走上社会，我在西安上
班，他在长安工作，虽然不能每天见面，却联
系不断，只要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聊的话题

也多是读书、写作。2013年年底，我们都退休
赋闲在家，见面的机会却少了，因为都要照看
孙子。好在有微信，一直保持着联系。

俊乾喜欢读书、写作，这是我在鸣犊中学
时就知道的，他作文写得好，语文老师经常表
扬，有时还把他的作文当范文讲给我们。那
时候，俊乾就有长大当作家的梦想。记得一
次看电影《奇袭》，他竟然把电影内容靠记忆
记录在一个课外练习本上，我在看了这篇上
万字的文字后感动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他
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影文学剧本。
也是这件事，我更加佩服他的文采。

俊乾写诗，是退休以后。开始，我在高中
同学群里读，后来发现一些公众号平台、网站
上也有。他写的诗不少，都不长，有的就是短

短几行，但是好读，我很喜欢。他所写的内
容，开始多是写乡愁的，乡情、亲情、友情、爱
情，故乡的土地、庄稼、房屋建筑、花草树木。
后来又写长安乃至关中的山川河流、自然风
光、文化遗迹、风土人情。到外省和境外旅游
观光，他每次都会写下一系列的诗作，记录自
己的旅程和感受，异域风光、奇特经历、有趣
事件、深刻感受，都在他的诗歌里跳跃。偶
尔，我还读到他对人生、命运、生活的思考和
探索。这些诗作思想深刻，富有哲理。近几
天，通读《西岭飞雪》诗稿，发现网络上发过的
多数诗作都收进了诗集中，并分为“故土情
深”“河山锦绣”“旅欧留痕”“人生絮语”四辑，
章节清晰，层次分明，内容丰富，一看就是认
真精细之人的精心所为。

俊乾的诗，自然、真实，不华丽、不娇柔、
不做作，语言简洁明快。诗句不长却内涵丰
富，诗语平实却富有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

俊乾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
身边的所有人。读他的诗，你会感受到一种
爱，这是一种大爱，热烈、纯粹、真诚、饱满。读
他的诗，你还会感觉到温暖，感觉到他的真情、
激情和深情，这种情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不是
装出来的。读他的诗，你还会看到俊乾活泼、
富有朝气的一面，他童心未泯，依然沸腾如
初。这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我认为这也是
俊乾笔耕不辍、充满活力的主要源泉。

衷心祝贺俊乾出版诗集《西岭飞雪》，同
时祝愿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写出更多、更美的
诗歌！ □周养俊

《悉达多》里有一句话，曾让我念念
不忘：“一个人不可能看到另一个人在
路上走了多远。”读吴晶《我听见这世界
缤纷》时，脑子里不时闪过这句话。因
为，我们更不可能看到，一位盲人在黑
暗里需要走多远多难的未知路途，才能
抵达明眼人或许毫不珍视的细碎日常。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没办法
停止阅读。即使没有扣人心弦的情
节，也会忍不住紧紧跟随吴晶的脚步
跌跌撞撞往前走，往前走：一路替她提
心吊胆，为她欢喜忧伤；一路只想不停
地走，迫切想要看一看，最后她是否如
愿抵达理想的、有光的彼岸。

当读到 20 岁的吴晶坐上飞机、即
将开启留学生活时的心境时，我几乎要
为她落泪：“我做出今天的选择，是因
为我知道昨天的我付出过怎样的努力，

那种痛苦煎熬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别
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合适的言语
来表达。”吴晶写下《我听见这世界缤纷》，分明是在黑暗里
书写辽阔世界，心怀浩渺广宇。

在此，我想以吴晶称之为“明眼人”的角度，谈谈这部非
虚构作品的三个动人视角。

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视角。这本书不是明眼人对
盲眼人的想象之作，也不是盲人的口述实录，而是，吴晶借
助各种现代化手段——盲人专用电脑、点显器、语音输入、
读屏软件等，写成的明眼人世界的书。这个可贵的第一人
称，从叙述方式到心理呈现、情感流露，都不曾假借他人之
手、他人之感，也不曾被无端改写或善意掩饰。吴晶大大
方方地书写自己一步一步地成长，像拉家常一样记录自己
在每一段求学过程中的同窗趣事，重现淘气的场景，重温
微妙的心情。她像真正的写作者那样，表达自己想表达
的，坦露自己想坦露的，感激自己想感激的人与瞬间。自
由无障碍的书写和表达本身，就意味着平等，盲人与明眼
人之间的艰难平等。

二是联结世界的无障碍视角。借由作者的经历与体
验，读者打开视野，得以窥见全球视角下各国无障碍公益
事业的发展现状。这一视角，是吴晶真切受益的点点滴
滴，也是她成长路途的坚实前提，因为全世界无障碍设施
和规范的顺利运行，她才能顺利出国参加残疾人运动会，
能够走出国门去求学，能够获得学业与生命的双重发展。
甚至，凭借科技感应技术，与整个交响乐团完美配合，流畅
地演奏长笛。

世界各国对残疾人的关注，对无障碍化程度的科学
开拓，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与发展。支撑无障碍事业的
核心价值是无差别的平等与尊重，诚如吴晶第一次出国
转机时邻座那位男子所言：“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
都是一样的。”

三是基于自我实现的共情视角。这是书中最为动人的
视角，每一种平等的生命都有自我实现与发展的渴求。吴
晶拥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不只是感官通道的某种缺失而
带来的平衡或补充，而是她本身的敏锐与善感。所以，她更
能准确觉察到盲人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需求，也更能深
刻感知很多盲人无法自我实现的郁郁失落。“在大多数人眼
里，残疾是一种遗憾。但我认为残疾对我是一种恩赐。它
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帮助自己和关心别人的机会。”

在黑暗中努力摸索前行的吴晶，不断突破盲人世界里
的寻常“惯性”，甚至突破现实世界的想象。意外成为运动
员，作为短跑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参加亚洲青少年残运会和
残疾人奥运会两项国际赛事。不愿接受盲人学生只能学一
门按摩手艺而终老一生的“宿命”，突出重围，进入南京知名
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和“明眼”同学一起求学和生
活。顺利经历了美国 8所学校的面试访学之旅，不断拓展
自己缤纷世界的高度与广度，最终吴晶从录取自己的 6所
学校中选择了蒙哥马利学院，实现了大学梦……她的人生
道路越走越宽，自我发展的空间也一直在拓展——“我希
望通过读书，让自己有能力使盲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让世
界上更多的残疾人活得更好，让生命更有意义。”

步履不停的吴晶，一直坚定地走在追逐明亮生命的
漫漫长途中，诚如金子美铃诗中的形象：“向着明亮那
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她的
经历，将给千千万万的盲人带来无尽的勇气和无限可能
的未来。 □俞婷

“父亲坐在车上已经听到儿子放出
的几个响屁。他知道那是气呀，儿子肚
子里憋了口难受的气呀。本来他还想和
儿子说说让老大去上学，留下老二出去
打工。但他知道以老大的性子，肯定不
会顺从自己的想法。那几个壮实的屁已
经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之间》的故事
就在金大平和父亲金发财出门求人贷款
上学的艰难中缓缓拉开帷幕。《之间》是
陕西作家李虎山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小
说根植陕西，以陕南的鹿鸣川为背景，叙
写了一群年轻人走出土地又回归土地的
奋斗故事。

小说用 40多万字以大平放弃上大学
机会，外出挣钱供养弟弟小平上大学为主
线展开叙述。大平先在西京城的方便面
厂打工，又到秦北煤矿当安全管理员，在
经历一系列挫折和人情冷暖之后，把目光
重新投回故土鹿鸣川。在秦南县工商局
局长王雪峰的感召下回乡创业，投资建起
豆制品加工厂，成立了农民工创业园，招
商引资、办企业为秦南的经济发展挥洒青

春为主线，辅以大平、夏花、高立军、许静
怡等众青年的爱情纠葛及李爱民等回乡
创业的众多支线，从电子农商、生态技术、
数字科技等多条路径出发，展现新一代青
年从迷茫走向清醒，从单纯走向成熟，从
仅仅“向钱看”走向建设家乡的强烈责任
感。塑造了一批敢于挑战，敢于创新，敢
于为民服务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青年形
象。这些人物形象对于当下中国农村青
年不但有启示性，还极具引领性，更为乡
村题材的小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榜样，这
无疑揭示了《之间》的时代意义。

小说第一主角大平，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正义且善良的青年，面对兄弟两
人高昂的入学费用，面对父亲艰难地抉
择，面对母亲默默下落的泪水，他毅然作
出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打工供养小
平上大学。虽然这个决定是痛心的，是让
他一夜夜从梦中哭到天亮，但他依然无
悔。为维护弟弟的自尊心，减轻弟弟的愧
疚感，他把自己挣的钱汇给父亲，让弟弟
每月向家里要钱。父亲摔伤住院，他风风
火火地赶回家照顾。就在照顾父亲时，
同病房腿受伤的大婶雪青也得到大平无
微不至的照顾。“你老哥有福气呀，一看这
娃就是个孝子。”这是雪青的感叹，也是读
者的感叹。现在社会人们都在呼唤诚孝
贤，期待真善美。

《之间》塑造的大平形象就是顺应了
时代的呼唤、社会的期待，无论是对家庭
还是对邻居、同事、上级，他都有一颗良善
之心、责任之心，从在鹿鸣川办豆制品加
工厂到农民工创业园，大平是带着诚挚
的乡情、人情、亲情和物情动员大伙儿
的。纵观小说全篇，以大平为代表的很
多青年就是诚孝善良，朴实上进，思想活
跃，乐于奉献，为人民服务的时代青年楷
模，他们的形象无疑给时下一些耽于迷
茫的青年注入了一针清醒剂，让他们有
了具体可学的榜样，从而树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生小平，享受着家人层层宠爱，

在学校并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认真读
书，对己、对亲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没有
责任心。当他好不容易得到在报社做文
字校正的工作时，又因为把正确的字校正
成错字，丢了工作。“你说你是金大平的弟
弟，我就想不通，一个那么勤奋的哥哥，咋
会有你这样毫无责任感的弟弟？你们是
不是一个母亲生的？”这是方便面厂主任
质疑小平的话。

母亲突然离世、一次次地丢工作、女
朋友小凤为了生活甘愿在餐馆做服务员，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小平与同为大
学生的夏新在姐姐夏花的感召下彻底放
下架子，学习洗脚技术，在夏花开的足浴
店里认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诚如
小平说：“我已经想开了，一切从零开始，
从实际出发，过去我们的想法太天真了，
以为上了大学天下都是我们的，没想到
社会这么现实。所以我决定静下心来真
正地学些东西，先把自己养活了。再说
其他的。”小平和夏新一天一个样，在洗
脚店中感受人情冷暖，人间真情，他们逐
渐有了生活的资本，也真正从实际开始，
踏踏实实规划自己的前程，最终和夏新
一同考回家乡，为家乡建设作贡献。小
平和夏新形象的塑造是丰满的，具有典
型性的，既贴合时代大环境，又突出时代
特点。他们的人生历程给大学毕业后很
久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有一个很好的指
引：“走出校门面对现实，一定要转变自
己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做好每一件小
事，才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之间》不但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具
有时代意义，其他很多配角也让人过目不
忘。不依靠父辈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乐
于助人的高立军；才华过人、扎根山村的
许静茹；不怕困难，努力生活的夏花；还有
引领奋斗青年的秦南县工商局局长王雪
峰等。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生动特色的陕
南土语，把鹿鸣川的人文历史、地理风貌、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都呈现给了读者，令
读者回味无穷。 □李爱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