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红的“元宇宙”概念
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的
生活有什么影响？这本书
和孩子们理性、理智地探
讨上述问题，一起见证奇
妙的元宇宙世界。这是一
本对虚拟现实技术和元宇
宙进行全方位介绍的童
书。专家预测，元宇宙是
未来社会的核心领域。通
过本书，孩子们可逐步了
解虚拟现实，增强对元宇
宙的认识，畅想即将出现
的元宇宙世界，并进一步
思考如何发展虚拟现实技
术，如何在元宇宙时代创
造安全和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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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赴永远的远》
中，“忧郁之书”“何处安
身”“寻常时光”“风中远
行”四辑近 200 首诗歌
作品，是对人间之爱、世
间之美、社会之善及人
生、人性、生命、价值观等
问题展开的思考和探
求。李铣的诗歌有着迥
异于他人的个性与气质：
人间烟火在下，思想光芒
向上。紧贴星空的思想
为他的诗歌插上了飞翔
的翅膀，而诗意的烟火让
他的思考落到了人间，回
到了故土，踏上了广袤而
坚实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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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出版局“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
书荐读活动，日前公布4
月书单。

好书荐读活动将持
续全年，每月向社会推荐
重点主题图书，包括权威
读本、理论力作、长篇小
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
画册、连环画、音乐集等，
并通过线上线下书店进
行展示展销，激励人们意
气风发地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4月书单共 12种图
书，分别是：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究文集（2021）》（郑庆东
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
济思想史论》（洪 银 兴
杨德才等著，天津人民出
版社）

《中国共产党农史纲
要》（唐仁健主编，中国农
业出版社）

《百年道路：<生死
关头>二集》（金冲及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觉醒与超越：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
（本书编写组著，中国青
年出版社）

《中国经济的前景》
（林毅夫著，中信出版集
团）

《中国话语体系的建
构》（贺耀敏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新长征 再出发》
（凌 翼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红色气质》（新华社
《国家相册》栏目组编著，
商务印书馆）

《脱贫故事绘》（人民
日报社文艺部编，江苏凤
凰美术出版社）

“中国之光”丛书《一
株小草》《一块石头》《一
粒种子》（肖维玲 秦佳
佳 益新妍著，贵州科技
出版社）

《一起上冰雪：我的
冬奥故事》（《一起上冰
雪》摄制组编著，闫东主
编，研究出版社）
（来源：人民日报文艺部）

好书荐读

4月书单

这部集子是叶嘉莹近年讲稿
的汇总，书名取自“兴于微言，以相
感动”，是从清朝文人张惠言《词选
序》里得来的句子，叶嘉莹深以之
为然，作为自己诗词学说的核心纲
领。

诗人敏感之心触接外界时，自
然现象、万物灵长、人情世态、遭际
变故等引发了诗人心灵的震撼、情
感的摇摆，遂在其心中凝聚成一种
兴发感动的情意。叶嘉莹倾向于
诗词创作中那些油然而生的、直接
的、自然的、本真之情，她将中国古
代文论中零散的“兴发”观点系统
化，上升到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理
论，并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

《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
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出版）包括六篇文稿：探求苏辛二
家小词之微意；从西方意识批评文
论谈辛弃疾词一本万殊的成就；张
惠言五首词中的儒家修养；陈曾寿
其人与两首关于雷峰塔的小词；吕
碧城五首词中所折射的独立之志；
沈祖棻不让须眉的“学人之词”。

苏辛两家词是我们熟悉的，但
未必就能领悟其中的微言深意。
叶嘉莹以细读的方式，一句句剖
解，这些小词，看着像写景抒情，写
惋惜春光，写花木芳菲，可是婉转
曲折里有深情隐意，这里边真是有
政治的托喻。这些解读，结合了苏
辛的政治生涯，慢慢地展开论述。

小词之含蓄，尤其适合微言。
读苏轼，“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
分流水”；读辛弃疾，“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你以为他们在写什么
呢？

叶嘉莹关注诗人词人的生平，
她所抬举的诗人词人，他们的创作

须有一条明晰的轨迹。也就是她
从西方文学评论里借来的这个词
pattern（风格），她称之为“一本万
殊”。不是千篇一律，老说一样的
话，而是一本万殊，根是一个，但是
发展出来的每一片叶子，每一个花
朵都是不一样的，那才是伟大的作
者。一颗诗心，学贯中西，借鉴西
方文论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这是
叶嘉莹致力探寻的方向。

叶嘉莹喜欢的诗人词人，人品
高洁，她于他们的生活、作品里，看
到自己的影子，她的兴发感动不止
来自于作品本身的审美，也是来自
于她对人生的感悟，对于国族天下
的忧思。

为什么那么喜欢张惠言呢？
张惠言一生未曾出仕，将精力投入
了词学研究，培养了很多学生，清
苦自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陈曾
寿是谁呢？婉容的老师。溥仪曾
经劝这位老师同去满洲国，陈曾寿
却放弃了帝后尊师之位，后半生飘
零落魄病逝乡馆。吕碧城弃家奔
读，孤身前往天津，闯出一番作为；
沈祖棻的诗词意境深远，成为女性
词人的集大成者。此外，叶嘉莹还
谈到了李清照、徐灿、贺双卿等女
词人。她自己，何尝不是其中一员
呢？

叶嘉莹认为，小词之妙，还在
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写作
者身份之微妙，男性作者用女性口
吻来创作，自然引发了托喻之想，
感士不遇，隐情于中。诗言志，女
子束缚闺阁，无志可言，只能托付
于词。叶嘉莹说：女词人从最初的
用自己的生命血泪写出的作品，到
随着男性词作的演进，从婉约到豪
放，到妇女的意识觉醒和解放，再
到沈祖棻的“学人之词”“诗人之
词”“史家之词”这位集大成者的出
现，这一部词史，值得我们仔细品
读。

《兴于微言》的最后一篇，是
“代后记”，这是叶嘉莹的生平自
述，与“我心中的诗词家国”的理想
之倾诉。叶嘉莹这一生，与她捧在
手中的诗词册子的那些作者们，在
生命的历程上似乎有冥冥的天意
勾连。她读诗、读词，读的也是自
己，天涯明月，古今共此一轮。

——读叶嘉莹《兴于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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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颐

书中的光阴

流连于图书馆多年，回顾读过的
书，就像回顾走过的人生一样，一幅绣
品展现在眼前。

人过三十岁，始觉出光阴珍贵，日
子荒唐不起，每一寸都想让它按照自己
的心意散发香气。忠厚传家远，书香继
世长。读书是大事，于是决定买书。

张爱玲的书，一整套抱回家。从前
不止看过一回，再看，依旧惊艳。先看
小说，故事是熟悉的，而字句单拎出来，
也自有它的光芒。画面感浓烈，她讲的
人事场景就在眼前晃。找出笔记本，要
记下来那些撑起画面的色彩。她用她
的天分绣着精致深邃的文字光阴，孤独
地，寂寞地，滚滚红尘里默默起舞。

流浪是三毛的气质，她带给人迷
人的向往。她的人生有着飞扬的迷人
的又质朴的底色，遥遥地存在着，令人
向往着，是那种简单的富有和大气。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曹雪芹一
生的光阴都交给了《红楼梦》。在那个
清寂荒凉的黄叶村，穿着最朴素的衣，
喝着稀薄的粥，他用浩浩热情绣着他
的少年锦梦和家族的过往繁华。

多少光阴已去，至今有那么多人
每年都会重新品味《红楼梦》，那是曹
雪芹用他一生的光阴为我们后世之人
创造的宝藏，取之不尽。

我的光阴绣是什么样呢？七八岁
入学堂，二十来岁走出学堂，到如今依
旧与书相好，日日在文字里纠缠。粗
枝大叶地绣将过来，欣赏着前人的光
阴绣，渐渐懂得了珍重的分量。

耿艳菊

我的阅读

老友韩浩月寄来新作《文章之
韵》（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2 年 4 月
第 1 版），扉页题签：“一起逛书店，
一起写文章，一起去远方”。

书中很多文章都曾拜读过，但
结集在一起读，又是另一番味道，
可见，文章和文章之间似乎有着某
种默契，不仅因为它们出自同一人
之手，而是那种气质、那种性格、那
种气息都是相通的，熟悉的，作者
写的时候也许不自觉，但流露于纸
端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格局。

《文章之韵》中，最惊喜的是读
到第四辑“高考作文十讲”，这十篇
大作可以说是全书最高光的部分，
每一讲都是高考孩子们关心的问
题，比如，“如何抓住阅卷老师的眼
球？”“如何处理重大命题？”“作文写
跑题了怎么办？”“如何引用名人名
言？”“如何让作文首尾呼应”，以及

“如何避免作文中的假话、套话和空
话”等等，可见出韩浩月20多年的
写作实践，用中学生都能看懂的方
式讲述出来，对每一位高中生，都有
直接的效用。

如今的高中生，他们的知识储
备足够，视野也宽阔，见识也不一
般，但为什么还是会发愁作文呢？

我想，主要还是缺乏写作的训练，
对题材的理解，结构的认识和文字
的把握。多年写作的人都深有感
受，在写作之初需要借用和模仿一
些写作的技巧，以求达到某种规范
式的写作，而作文是最典型的范式
写作，阅卷老师主要也是盯着那几
种范式给分。

十多年来，韩浩月每年和高考
生一起写作文，用自己一次次实
践，让这些范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
步，比如，第三辑中，那些“被收录
进语文试卷”的作品。真没想到，
浩月有那么多作品被收录到不同
的语文试卷中，其中，《麦浪的故
事》《县城小书店》《从天而降的母
亲》《关于老家》《阅读的红利》等等
作品，都曾拜读过。

《阅读的红利》一篇，入选河南
省2020年中学语文一模试卷精选
汇编，这篇看似轻描淡写的文章，对
于中学生来说，如果从中有所启发，
会深刻地影响他们。比如说“阅读
有点像在银行存款，今天存点儿，明
天存点儿，这个月存一笔，下个月存
一笔，但别老去盯着累积的数字，否
则就是太在意结果而丢失了意义。”

“阅读的红利不等于阅读功利，功利

的阅读是没法造就人的气质的。”
“每个读书人一生总有机会遇

到给自己带来巨大冲击的书，这本
书出现在青少年时期的概率最大，
也不排除到中老年时才遇到。而
这本书就是阅读红利的体现，它是
你所有阅读积累的成果。遇见它，
你便有了一位陪伴自己前行的挚
友。人与书的相遇，就像人与人的
相遇，这就是阅读行为产生的魅力
所在。”

浩月关于阅读的这些观点，我
也深表认同。在读书越来越功利
化的今天，无目的阅读是多么可
贵。我曾经录了好几条视频谈这
个话题，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和认
同，但这些声音对于喧嚣的网络而
言，太微弱了，人们都在追求各种
名人书单、干货，以及知识付费课
程，听各种所谓大咖们在夸夸其
谈，他们以为听了别人谈书，就像
自己读了书一样。“阅读之前，没有
真相”，所有的书只有自己“读”，才
有意义。

对于浩月这本《文章之韵》，我
是倒着读的，在我看来，第四辑“作
文十讲”是最应该先呈现出来的，
大多数读者都是带着问题读书，而

“作文十讲”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
题；其次，就是第三辑的“被收录语
文试卷的作品”，就可以回答通过

“十讲”中的训练，是可以实现这样
的创作，并且得到了验证；再则，来
看他历年来的“高考作文”作品，有
着什么样不同的探寻和呈现；最
后，再来看看 2022年都有哪些有
可能会成为高考作文题的话题，供
同学们参考。

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这本身就是书本的意义，从哪里进
入，到哪里结束，本身就是阅读的趣
味所在，值得每一位阅读者自己去摸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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