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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韬·文韬·赢虚》中进
一步指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
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冶，祸福
在君不在天时。”君主不贤则国家
危亡而人民变乱；君主贤明则国
家太平而人民安定。所以国家祸
福在于君主贤与不贤，而不在于
天命的变化。在《六韬·文韬·盈
虚》部分，还记录了姜太公与周文

王的一段对话：文王曰：“古之贤
君，可得闻乎？”太公曰：“昔者帝
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

“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
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
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
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
斫，茅茨徧庭不剪。鹿裘御寒，
布 衣 掩 形 ；粝 粱 之 饭 ，藜 藿 之
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
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我
给大家翻译一下。文王说：“古
时候的圣贤君主的所作所为，
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回答
说：“过去帝尧治理天下，被称
为 上 古 贤 明 的 君 主 。”文 王 又
问：“他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
太 公 回 答 说 ：“ 帝 尧 治 理 天 下

时，不用金银珠宝作为装饰品，
不穿锦绣绮罗的衣服，不看奇
瑰珍异的宝物，不使用贵重的
器物，不听淫靡逸乐的音乐，不
粉饰宫廷的墙壁，不去雕刻装
饰宫殿的建筑，不修剪庭院的
草地。用鹿皮大衣御寒，用布
衣遮蔽身体，吃粗糙的米饭，喝
藜藿做成的菜羹。不因为公家
的劳役，去耽误农民耕织的季
节，抑制自己的欲望，用仁德去
感化民众，做到无为而治。”

—— 对 于 官 吏 ，要 知 人 善
任，赏罚分明。《六韬·六守》中提
出了“仁、义、忠、信、勇、谋”的人
才标准,就是：仁爱、正义、忠实、
诚信、勇敢、智谋。《六韬·论将第
十九》中进一步阐述了将帅应该
具备的五种素质。太公曰：“所
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
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那么如何识别人才呢？“太公曰，
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
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
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
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

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
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
备，则贤、不肖别矣。”翻译一下：
一是提出问题，看他知道得是否
详尽清楚；二是详尽追问，看他
应变的能力；三是用间谍考察，
看他是否忠诚；四是明知故问，
看他有无隐瞒，借以考查他的品
德；五是让他管理财物，看他是
否廉洁；六是用女色试他，看他
的操守如何；七是把危难的情况
告诉他，看他是否勇敢；八是使
他醉酒，看他能否保持常态。这
八种考验方法都用了，一个人的
贤与不贤就能区别清楚了。在
《六韬·赏罚第十一》中还论述了
奖惩的原则和要领。奖赏是为
了鼓励好人好事，惩罚是为了惩
戒坏人坏事。想奖赏一人以鼓
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戒众人，
应该做到：用赏贵在守信，用罚
贵在必行。如能对于你所见、所
闻的事都做到赏信罚必，那么，
那些你所未见未闻的事，也都自
然会潜移默化了。赏信罚必就
是诚信，诚信可以畅行于天地，
上达于神灵。《六韬·将威第二十
二》指出：“将以诛大为威，以赏

小 为 明 ，以 罚 审 为 禁 止 而 令
行 。 故 杀 一 人 而 三 军 震 者 杀
之 ；赏 一 人 而 万 人 说 者 赏 之 。
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
重 之 臣 ，是 刑 上 极 也 ；赏 及 牛

竖 、马 洗 厩 养 之 徒 ，是 赏 下 通
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
所行也。”主将以诛杀地位高的
人来树立威信，以奖赏地位低
的人来体现明察，以严明惩罚
来 作 到 所 禁 必 止 ，所 令 必 行 。
因此，杀一人能使全军震惊的，
就杀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欢喜
的，就赏他。诛杀，重在诛杀地
位高的人；奖赏，重在赏赐地位
低的人。能诛杀那些有权有势
的人物，说明刑罚能及于最上
层；能奖赏到牛僮、马夫等饲养
人 员 ，说 明 赏 赐 能 达 到 最 下
层。刑罚能及于最上层，赏赐
能达到最下层；这就说明主将
的 威 信 能 够 贯 彻 上 下 了 。《六
韬》还主张，作为君王，应当推
崇德才兼备的人，抑制无德无才
的人，任用忠诚信实的人，除去
奸诈虚伪的人。并进一步提出应
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即

“六伤、七害”（见 《六韬·上贤
第九》）。所谓“六伤”包括：
大修宫室池榭，搞游玩观赏，歌
舞行乐者；不从事农桑，意气用
事，仿效游侠，违犯禁令，不服
教导者；营私结党，排挤贤智，

蒙蔽君主者；自高自大，气焰嚣
张，里通外国，不尊重君主者；
轻视爵位，藐视上级，并以替君
主冒险犯难为耻辱者；强宗大族
争相掠夺，欺压贫弱者。所谓

“七害”包括：第一，没有智略
权谋，为了获得重赏高官，强横
恃勇，轻率处战，企求侥幸立功
的，君主切勿用他做将帅。第
二，有名无实，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掩人之善，扬人之恶，到
处钻营取巧的，君主必须慎重，
不能与他共谋大事。第三，外表
朴 素 ， 衣 着 粗 劣 ， 自 称 “ 无
为”，实是沽名，自称无欲，实
是图利，这是虚伪的人，君主切
不可亲近他。第四，冠带奇特，
衣着讲究，博闻善辩，空谈高
论，以此装点门面，处在简陋僻
静的地方，专门诽谤时俗，这是
奸诈的人，君主切不可宠用他。
第五，谗言谄媚，不择手段，以
求官爵；鲁莽拼命，不计后果，
贪取俸禄；不顾大局，见利就
行，高谈阔论，取悦人主，对于
这种人，君主切不要任用他。第
六，凡从事雕文刻镂、技巧华饰
的奢侈工艺而妨害农业生产的

人，君主必须加以禁止。第七，
用骗人的方法，奇特的技艺，巫
盅左道，符咒妖言，迷惑善良人
民的人，君主必须禁止。在 《六
韬·文韬·盈虚》中，太公接着说：

“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
爱人者厚其禄。平心正节，以法
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
所爱者，有罪必罚。”翻译过来就
是，对于官吏，忠诚正直奉公守
法的，升高他的爵位；廉洁爱民
的官吏，增加他的俸禄。用公正
无私、合情合理的原则处理事
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约束邪恶
奸伪的人。即使是平时憎恶的
人，有了功劳也一定给予奖赏；
对于平时喜欢的人，如果犯了罪
也一定给予处罚。

以 上 内 容 ，基 本 反 映 了 姜
太公对百姓的态度、对帝王的
希望和对官吏的要求等“三位
一 体 ”的 完 整 的 廉 政 思 想 体
系。特别是提出对于“清廉自
守且施仁政的官吏，要优厚其
俸 禄 ”的 观 点 ，从 这 种 意 义 上
看，姜子牙应当还是我
国倡导“厚薪养廉”的第
一人。 6

连连 载载

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 贝 加

二月的二月河
生活需要沉淀，需要回顾。当己

亥猪年走近的时候，我油然回想起了
曾经喂养过的一头头憨态可掬的猪
的模样，还有我生活了二十余年的那
个农家院落，那柴火垛那鸡笼那捶布
石那袅袅升腾的灰白色的炊烟，以及
湛蓝天空下发生在村庄里那些无法
复活的“过往”。

走进农历腊月，村庄里时常有肥猪
“吱——吱——”的叫声。我和小伙伴
知道，这是村里唯一的屠夫又操刀宰年
猪了，就相约跑去看热闹。年猪被几个
壮汉捉拿到一扇平放的门板上，屠夫手
中那把刀霎时便发挥了威力。屠夫在
一猪蹄稍靠上一点的部位先切开一个
小口，再用一根食指粗细的长铁棍探
条，从切口处插进紧贴猪皮正探斜探到
猪体的某些部位，然后嘴巴对准切口处，
鼓起腮帮使劲儿吹起气来。吹一阵子，
他用右手虎口攥紧切口处，招呼年轻人
用一木棒槌捶打探条通过处，使吹入的
气体充分扩散，让猪身鼓胀，以利于下
水好褪去猪毛。

一有猪的尖叫声，年的氛围就从
四面八方聚拢到村庄里。寂寞了一
年的村庄此时分外繁闹：赶年集的，
劈柴火的，磨面的，磨豆腐的，下粉条

的，洗晒衣物的……不一而足，都在
为迎年忙碌。

然而，自打记事儿起，我家只垒
砌过一次杀猪灶，还是个意外。不是
没有养过猪，而是等猪长大出栏时都
卖给了公社的食品站。全家老小不
忍心看着喂养了一年的生猪在自己
的眼前瞬间停止呼吸，隐隐约约中都
有一种怜悯之情，尽管猪肉是餐桌上
一道菜肴。

每年一开春，母亲就会挎一竹篮
到城里的集市上买回小猪喂养。一
日三餐，不厌其烦地“啰啰啰”地叫
着。麸子、谷糠、残羹剩饭、刷锅水
等，都是小猪喜欢吃的。放学后，我
也时常到田埂地边拔野草喂小猪。
每当喂它吃食时，只要“啰啰啰”地一
呼唤，小猪就会闻声撒欢从院墙外

“吭吭吭”着往院里跑。有时母亲正
做着饭，小猪热恋人似的摇摇摆摆走
进厨房，我在它背上或肚皮处轻轻一
挠，并说“卧、卧”，它会很善解人意地

“扑腾”席地而卧。
那时生活极度贫困，卖一头猪就

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除保障我们兄妹
一年的学习用品外，还能应对随礼凑
份子等人情世故。母亲养猪十分精

心，天冷时，她除将熟红薯抓碎，还要
加温，生怕它吃坏肚子；冬天，她挑选
软和的柴草为猪铺窝。遇秋连阴雨
天，不便到井口担水，又缺少干柴烧
锅，哪怕家人不吃晚饭，母亲也要想
方设法不使猪饿着。有年深秋，家中
喂养的那头猪已长大，外地收猪的来
了，父母就将其卖了。收猪的将其赶
到村中一废弃的学校内，准备第二天
统一拉走。深夜，那头猪不知怎么逃
了出来，“吭吭吭”跑回来拱我家用篱
笆编织的院门。听到耳熟的声音，早
已入睡的父母赶紧起床，为它准备了
最后的晚餐。它饱食后在院子里踏
踏实实度过了那个夜晚。它本是不
愿离开这个院落，也不舍主人的“款
待”的，可第二天一大早，还是被收猪
的无情驱赶走了。

当时，村里人养猪基本上是不圈
养的，靠墙根儿竖几捆高粱捆或玉米
秆捆就是猪的窝了。我家居住在村
子最北端，隔一条寨河沟是第四生产
队的晒场。此时的晒场已无粮草晾
晒，可谓场光地净。不料想，竟有始
作俑者用棉籽拌了农药放在晒场的
埂边上，被这头猪误食……我闻讯跑
到那里时，见几张狰狞的面孔还从远

处的场房屋里探出头来窃笑。我除
恼怒痛恨，便是无奈无助。撒腿跑向
村南离家两里多地的卫生所买解毒
针剂，但最终也没能挽回这头猪的生
命。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次想起那个
不快的场面，心中的结仍无法解开。

因条件所限，那时，贯穿村里的
大路和院中的地都是土地，房墙也基
本上是土坯砌就。雨后，我家喂养的
猪为找蚯蚓吃，会用鼻子将院内的空
地“犁”个遍，免不了受到一声声呵
斥。但我觉得，有了家畜的这些活
动，院落就有了生机，就不感到寥
落。许多年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故
去，偌大的院子里房无一间，亲友们
用砖块围了院墙，院内也被邻里常年
种植蔬菜。没有了家禽家畜的院落，
还称得上是实际意义上的院落吗？
我无言以对。

就是在那个院落里，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家每年都会养
成一头大猪，缓解了经济拮据困境。
我结婚那年冬月，还是父母将卖了一
头大猪的百余块钱，寄给在远方刚参
加工作不久的我，解了燃眉之急。后
来，母亲去世了，那个院落里就再也
听不到呼唤猪吃食物的声音了。

养猪那些事儿
♣ 刘传俊

如琢如磨如琢如磨（（摄影摄影）） 吴建国吴建国

二月无声地走近，二月让人
想起了二月河。在2001年前后，
二月河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
笔下 500万字的“帝王系列”《康
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落霞三部曲，堪称清代历史人物
的巅峰之作。也因此，这些作品
被搬上了电视荧屏。也就是在
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二月河，先
从书中认识后到面对面的交流。

二月河长得很有记忆符号，
平头、微胖，操着一口从没有改
变的乡音。我叫他“二哥”，他幽
幽地笑了，说不少人都这样称
呼，久而久之，自己也把凌解放
的名字放下了。

我 30岁读《雍正皇帝》是当
作故事来读，读到最后雍正自
杀，这于我而言就是个糟糕的故
事。雍正 1722 年坐上皇帝的交
椅已经是中年了，那时刚好是康
熙的后期，大清的统治由盛转
衰，但雍正仅仅用了 13年，就让
国家重新散发出了光彩，他始设
军机处、改土归流、评定罗卜藏
丹津叛乱，可惜只活了58岁。等
我过了那道门槛，有了一定的阅
历，把《雍正皇帝》当作隐喻来读
时，我能清晰地觉察到了二月河
想要说什么，他的小说有种少见
的令人窒息的文学密度和强度，
这让我不由地联想到了一个希
腊神话阿喀琉斯之踵的玄机。

阿喀琉斯是荷马史诗中的
半人半神，需要一个致命的弱
点。他在参加特洛伊的战争中，
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后跟的部
位因为没有浸到神水会致命，而
暗箭偏偏就射中了这个部位，并
致其死亡。

一个人无论多么孔武有力、
英雄盖世，他总有致命的弱点，
而有弱点就会被攻击，就像雍正
的自杀，你无法掩盖和弥补，这
或许是故事想要表达的东西。

有人说二月河将雍正皇帝
的自杀，创造了一项史学纪录
——中国历代皇帝中一桩最具
争议的自杀悬疑案。这案件里
面有剧情、有细节，一直被史学
界争论不休，雍正自杀自然是有
客观和主观的双项原因，可能是
他长期劳累依赖丹药中毒后的
恍惚，也可能是他发现爱上的像
小福一样的女人却是自己女儿
时的自责。这当然是个好故事，
货真价实的好故事。

我在50岁之后重读《雍正皇
帝》，又看到了一点不同的东西：
没人能证明雍正自杀或他杀时
发生的一切，证明曾经发生过那
些惊险激烈的搏斗。所谓阅读
理解能力就是这么一回事，看故
事的“看”流于表面，读书的“读”
则深入文本之中，挖掘出故事背
后的隐喻。作家是靠内心生活，
阅读二月河的每篇力作，都会感
到他的心细到底、深到底、软到
底，这或许是我对早年二月河作
品的解读。

最后一次见到二月河，是在
2015年的 2月，我们一起参加了

“影像方城——马俨鹏摄影展”，
他依旧留着平头，但有些虚胖，
我问他那个“嘉庆皇帝”写得如
何？他说，在尽最大努力去写，
但可能会留下遗憾。我没想到
这个遗憾，真成了一个遗憾。从
古至今，没有人完美地走到底，
尼采没有，雍正没有，二月河也
没有，他们都带着遗憾走了。

“浓霜打白菜，霜威空自严。不见
菜心死，反教菜心甜。”品咂白居易笔下
的平民白菜，内心一片波光旖旎。

故园冬寒，窗外寒雀鸣霜枝，屋檐
细雪经风簌簌而下，如楝花轻飏，令人
走进宋代范宽《雪景寒林图》萧寒凄清
的画境里。

霜天清寒，农家菜园里，一颗颗白
菜比肩而立，整饬而鲜明。白菜个大
腰圆，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白生
生的水嫩，洁净素雅，丰腴肥硕，呈半
透明的白绿色、石青色，气味芬芳。白
菜叶如翡翠，茎似凝脂，敦厚中显露端
庄，清秀中蕴藏妩媚。白菜滋味深刻，
蕴涵着无穷气韵，淡、嫩、清、甘、柔、
脆，透着一种丰润而水灵的气质。

小雪时节，白菜修炼得干净脆爽，
碧玉颜色里，浮躁褪尽见真纯。跟霜
前的披散不自持相比，更显端庄静穆，
安然稳重。打坐参禅一般，外表粗犷
却永葆一颗柔嫩的心，将自己修炼成
翡翠之色，呈露纯正情怀。

雪霁，吉祥的村庄，如同古代寒
士，风神俊朗，温润如玉，高远而辽
阔。我性喜雪天出门，听踏雪咯吱如
蚕嚼桑叶。屋后轻铲几颗沾雪青菜，
连同一颗大白菜。天寒霜重，哈气成

烟，地上现清简素描。颇有王子猷雪
夜访戴的豪情雅致。王子猷逸兴遄
飞，雪花一样飘落在时光深处，让人追
慕不已。

寒风袭人，夕光惨淡，寒雀啁啾，
乡愁空旷无边。兜一身寒气入屋，捧
一碗白菜芋粉汤，烟火人间，风雪夜归
人，顿觉日子清新如年画。逼仄小屋
里，火炉上一锅白菜煨骨头，香气缭
绕，云山雾海，骨头白菜，丝丝缕缕，泾
渭分明，让人举箸咀嚼之际，耳畔油然
想起雪村那句响遍四方的吆喝：“翠
花，上酸菜！”

风雪天，炖白菜汤尤佳。白菜烧
豆腐是地道的家常菜。像恬淡的日
子，没有张扬的个性，波澜不惊，却是
平实到极致。是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的执拗，是安贫乐道、宁静致远的境
界，充满温情和慈悲。

若有亲朋到访，白菜煨牛肉足见
待客的厚道。若放入自家熬制的辣椒
油或麻虾酱，热气腾腾，色泽鲜明，让
人涎水汹涌而至。吃得主客服服帖
帖，豪情万丈，忍不住想唱刘邦的《大
风歌》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窗
外雪花翩跹，风声飕飗，聆听一曲《斯
卡布罗集市》，抑或《风吹过的街道》，
伤感与怀旧，感恩与悲悯，棉衣裹身般
熨帖。音符饱醼激情在冬寒里炸开，
直抵灵魂深处。有一种天长地久的邈
远与旷达。

古称白菜为“菘”，尊其有松树耐
寒的品性。老饕苏轼夸白菜：“白菘类
羔豚，冒土出熊蹯。”把白菜类比乳猪

和熊掌。郑板桥赠友：“白菜青盐糙米
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清贫寡淡之余，
尽显澄明清雅的人生境界。白石老人
笔下的白菜，水墨淋漓，青白肥壮，缀
以蛐蛐，妙趣横生。白菜，清白高格，
从味蕾的享受上升到精神的愉悦。

身居小城，凝望故园，遥想白菜娉
婷立于田间地头，寒风中招摇成一首
宋词小令。才长出几片肥硕鲜嫩的绿
叶，便繁衍着农家饭桌的清香。母亲
头顶芦花白发，躬身菜园，夕光濡染，
周身镶锦，暮色清凉而欢悦。白菜内
敛亲切，叶片极具平民光泽，温贫老
暖，诗性乡土，入诗入画。几只芦花
鸡，茅草枯藤下，“啾啾”争食，乡下庭
院破岑寂。

夏丏尊感慨李叔同“我常见他吃
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光景，我想，萝
卜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
能如实尝到了”。

霜天雪夜，煨白菜汤，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煨的是一种情怀，一种清
凉古意。此时，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
传遍全身。雪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
清欢，一如白菜清汤。做一颗清爽白
菜，尘世之外，烟火之中，守望田园，无
须雕琢，恪守本真。

♣ 宫凤华

知味

白菜煨冬暖

百姓记事

♣ 王学艺

挤“糊浓”

江雪（书法） 刘迎春

喜欢冬天，冬天有暖烘烘的被窝，冬天有
红彤彤的火盆，冬天有屋檐融雪的冰挂。

冬天把手相互交叉在袖口里走路，张口
闭嘴连鼻孔都喷着腾腾雾气，“嘭咚嘭咚”跺
着脚上沾雪的棉靴。哎哎，对了！冬天孩子
们有个妙趣横生的取暖绝招——挤“糊浓”。

这一挤估计把你挤糊涂了吧？还真别
说，人之语言怎就这么奇妙，说者无意，听者
有心。“糊浓”，糊涂。这挤“糊浓”还真有糊涂
乱哄的相通之处。

天寒地冻，当你漫步乡野大街小巷，偶见
两个孩子身着厚厚棉衣，头上歪七扭八戴着
棉帽子，紧贴着墙，无论是土墙砖墙石头墙。
他们“哧溜哧溜”吸溜着鼻涕，棉衣袖口被鼻
水抹得干巴锃亮，稚嫩的小脸蛋凸显着扑扑
红润，身上小汗直冒。背部衣服不管三七二
十一“咝啦啦”擦着墙，小肩膀两两相对，你扛
我一下，我撞你一回，初以为俩小不点儿在生
气打架，定睛他们却是嬉皮笑脸兴致勃勃。
就这么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对抗得龇牙咧
嘴欢天喜地，满目绽放着滋润到心里那甜甜
的笑。这就是孩子们冬天喜爱的挤“糊浓”。

冬天，孩子们去学校上早自习，天不亮就
爬出被窝，清冷月光包裹着背书包的身影，他
们迈着细碎的小步。至学校教室的门还大锁
把守，有同学就提议咱挤糊浓吧。一呼众
应。三五甚至十来个同学溜墙根一字排开，
他们摩拳擦掌，跺着脚，叉开腿，雄赳赳，气昂
昂。小肩膀你挤我，我顶你。至激情极致处
会拼尽全身力气，你喊我叫，你蹲我起，挤得
叽叽喳喳欢呼雀跃。站中间捣蛋的孩子会突
起馊主意，在猛烈对撞的瞬间倏然出队，其左
右同学的间隙顷刻变大，两个身子措手不及
对撞落空，刹那倾斜把不住冲击惯性，猛然侧
身倒下，两边人跟着“呼啦啦”歪扭叠加乱成
了一锅粥。他们龇牙咧嘴从地下爬起来，嬉
笑着，追逐着，朝使坏主意的小伙伴围攻着，
打骂着，报复着。晨冷寒意不知不觉皆尽驱
散，场景一派暖意融融。

天蒙蒙亮，待执掌教室钥匙的同学来了，
大家伙带着浑身热气作鸟兽散。校园那琅琅
书声似黎明之序曲，东方一缕晨曦开启着冬
日暖阳。

每个季节都有它独有的味道儿，冬是春
的孕育，挤“糊浓”更让生命在冬的日子里充
满无尽暖趣。

书人书话

《朗读者 II》图书由中国文
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著
名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作序，中
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长慎海雄作代后记。图书以节
目为基础，用 12 个主题词架构
全书。这一季的主题词融合温情
与思辨，更具当下性、社会性和
时代性。既有“初心”“父亲”“谢
谢”这样以情感为主的主题词，
也有“路”“城市”这样比较中性
的主题词。每个主题词都被赋予
了深刻的延展，比如“想念”中的
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器官捐献领
域的了解；“生命”这个主题则涵
盖了环境保护的讨论；“痛”自然
而然地延伸出女童保护的话题。

不同的主题词道出了无数平凡
而伟大的故事，传递了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

阅读是人类传承文明的重
要途径，也是每一代人精神发育
的根本所在。不阅读，就不能站
在文明的高峰向上继续攀登。不
能让每一代人都从头开始，所以
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事。《朗读者》
引领民众走入丰富多彩的阅读
生活，让诸多经典的、古今中外
的文学作品进入读者心里。《朗
读者》把各个年龄层次、各种教
育背景的读者，都吸引到阅读中
来，使我们离实现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的总体目标又近了
一步。

《朗读者II》：朗读依旧，初心不改
♣ 萱 齐

新书架

灯下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