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瑜） 2017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推荐活动于日前在京启动。 本次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 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承办，旨在引导大众广泛参与读书活动，在全社会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

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活动首次广泛邀请出版社自荐图
书，并创新性启用微视频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活动还特别
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工人日报等几十家中央媒体和专业媒体重点推荐 2017 年
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本着导向性、原创性、可读性等
原则，推荐活动将在媒体推荐、出版社自荐、市场检验、专家
评审基础上产生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精品图书进入候选， 然后由网民
进行网络投票产生 2017 年度 “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并
于 2018 年春节前向社会公布。

本次推荐范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底出版的新
书，分为文化、文学、生活与科普、少儿四大类。 活动将充分
运用传统媒体、 各类新兴媒体和全民阅读工作网站进行宣
传推广，出版社可登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下载 2017 年度
“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推荐活动备选图书自荐表。

据悉，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推荐活动今年进入
第 8个年头，已为读者推荐 350种好书，品牌影响力凸显，成
为读者每年翘首以盼的读书盛事。 2018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
期间，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展台将对 2017年度“大众喜爱
的 50种图书”的 100种候选图书进行集中展示，以吸引广大
读者积极参加投票。 2018年春节期间， 各大书城将设立专
台、专柜对“大众喜爱的 50种图书”进行集中展示展销。

卢海娟

最近看到一位老师关于读书的言论， 对师生读
书必要性论述很是赞赏。在讨论学生该读什么书时，
却产生分歧。他的结论是中学生不该读郭敬明的《小
时代》这类书，因这与考试无关，也非“正经”书。

世间事就是这样，难免重复———当年，我们就
曾被师长耳提面命，说书有好坏之分，有正经书和
闲书，有用的书和没用的书……哪些能读，哪些不
能读，师长们手中总有把明晃晃的尺子。

好在我的父母没有草木皆兵。 从小学三年级开
始，我就开启自己的读书旅程。 上世纪 80 年代初，
那是物质和精神都较贫瘠的年代， 我没有选择，遇
见什么读什么，全凭个人与书的缘分。

说起来家长老师一定要为我捏把汗了。 我读的第
一本大书是从同学家借来的，封面、封底以及前后数十
页都被撕掉做了卷旱烟的纸， 但我还是记得书里的故
事，记得怀着好奇饶有兴致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看

过《喻世明言》的大人们，大概少人会让 10岁的孩子读
这种书吧？“三言二拍”在成年人世界尚有很多非议。一
个孩子的纯净心灵，却并没有被其“染黑”。

小学四年级时读《红楼梦》也是缘分。 《红楼梦》
是二叔最爱。看他读得忍俊不禁，我馋涎欲滴。但二
叔不给看，说小孩子不能看这种书，容易学坏。 他把
书藏在箱子里，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一有机会，就把
书偷出来看。 每次看书都侧着身子听动静，怕被二
叔抓到。 尽管如此，却也没落下任何情节，一本“坏
书”早早被我照单全收。

从《中草药手册》《赤脚医生工作手册》到各种话
本、小说、传奇故事……二叔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那些
书，既不够“正经”也非主流，但情节曲折，人物命运坎
坷，因此很好看。 因为看到这么多“好看”的书，尤其看
到大人们不愿让看的书，读书欲望越来越强烈。

看书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习，相反，因为热爱文
字，课本就是阅读首选。 每次收到新课本，废寝忘食
也要把所有文字先读一遍。 因为喜欢阅读，为了读
到更多的书，我学会一目十行，阅读和学习效率都

很高。 记笔记也好，写作业也好，总是最先完成。
这种高效的读书写作方式让我受益终生。 今

天，我每年利用业余时间写百余篇小文在报刊杂志
发表，却不会因此而忙乱，即缘于此。

除了文学书，我也喜欢自然科学。 大家有种偏
见，认为爱读书的人都会偏科。 数理化难道不需要
文字表述吗？ 爱读书的人又怎会厚此薄彼？ 数理化
教科书一到手，我一定细心翻看一遍。

回首童年和少年时代，凡是热爱的学科和取得
好成绩的学科，上课和做题时，一定是处于亢奋状
态，充满求知欲望。 做教育，能让学生一生都保持这
种亢奋，这种热情，这种收放自如脑洞大开的状态，
才是理想的状态。

基于此，凭啥围追堵截，不让孩子看“好看”的
书呢？ 只有孩子觉得书“好看”，他才会有继续读书
的欲望。 在开篇提到的那位老师眼里，读书是要与
考试挂钩才有用。 除了应付考试必读书目之外，读
其他书便是浪费时间。

对此，我只能一声叹息：被动阅读，哪还有什么

乐趣可言？ 当读书完全成为一种功课，成为家庭作
业，成为考试题目，成为压力，谁还会爱上读书呢？
没有爱，就没有动力，无怪乎现在的孩子整天忙于
功课，疲惫不堪。

随着国家对出版物管理日益完善，教师应对书
有信心，放心大胆让孩子们走进阅读世界，自由选
择。 他们认为“好看”的书，可浏览，可精读，也可陶
醉其中。 不要急于让孩子做笔记，更不要写什么读
后感，不要采取任何让孩子反感的方式，只需全心
全意把孩子们读书的热望培养起来。

只有爱上读书，专家学者推荐书目才不会成为
孩子们讨厌的负担。 只有爱上读书，才会养成终生
学习的习惯，教育才会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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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让孩子读些“好看”的书

他将笔触深植家乡热土，描摹波澜壮阔的巴渝大地上，一代代移民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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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吴长飞

从长篇小说《填四川》到《开埠》再到《碑》，作家
王雨将重庆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
致。 “我写了解放碑的过往种种，但这些都只是大背
景，《碑》所蕴含的内涵是‘解放碑’背后，我们重庆
人炸不垮的爱国精神。 ”10 月 29 日，在重庆解放碑
国泰广场书展现场， 重庆本土作家王雨面对 200 多
名书友，谈及新书《碑》出版后的感想。

今年 72 岁的王雨，在重庆文学界代表着一种独
特的“现象”。 他虽曾任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从青
年时代就涉足剧本创作，且已出版 8 部颇有影响的
长篇小说，职业却并非专业作家，而是重庆医科大
学超声影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写作
时，他用笔名王雨；工作时，他用本名王志刚。 正是
出于对家乡重庆特有的历史文化心结，他才能在业
余时间坚持 9 年， 完成重庆移民三部曲———《填四
川》《开埠》《碑》。

年少起笔情迷巴渝历史

“我最开始写的是话剧。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根
据身边的人和事，创作了反映军人爱情的话剧《鲜
花献给谁》。 ”王雨告诉记者，后来一次排练中，正巧
遇到峨眉电影厂导演李家模来重庆物色演员。 李家
模看完排练后，十分欣赏，就找到王志刚，希望他把
这幕话剧改成电影剧本。

他的创作热情随之被激发，仅花三天时间就完
成电影剧本《鲜花献给谁》，拍成电影后改名为《年

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是新的生活，
使我们感到骄傲……” 同名电影主题曲由李谷一演
唱，风靡一时。

这次剧本创作如同找到他写作的泉眼。《年轻的
朋友》上映后，他用“王雨”的笔名写了首部中篇小说
《桂阿姨》，发表在《红岩》杂志。之后，他陆续发表短、
中、长篇小说，均沿用这一笔名。 于是“王雨”名字开
始出现在国内文坛。

此后，他的创作几乎都聚焦巴渝历史小说。从描
写重庆开埠时期长篇小说《水龙》，到描写抗战时期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短篇小说《船神》和长篇小
说《长河魂》，到反映明末清初中国西部大移民的《填
四川》，他的小说像一轴白描长卷，恢弘生动地还原
了巴渝大地近现代史。

“与历史题材结缘，缘于对读书和历史的偏好。”
王雨说，2002 年， 他在党校学习期间， 第一次读到
《重庆通史》，怦然心动。“这样一个文学富矿，目前却
没多少人进行文学创作，我如果不去挖掘这个宝藏，
对自己、对文学、对家乡父老都是一种损失。 ”

说来有趣，在写《填四川》时，他并未计划好要写
“重庆移民三部曲”，甚至这部《填四川》也是在创作
《长河魂》时“顺藤摸瓜”来的。

“写 《长河魂 》期间 ，我查阅到不少关于 ‘湖广
填四川 ’史料 ，忽然兴趣就来了 ，决定正面将这一
历史大事件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下定决心后，他
广泛收集资料， 还跑到客家移民落脚最多的重庆
市荣昌县考察， 整理出好几本素材。 经过不断努
力，《填四川》 终于在 2010 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获得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 并入围第八届茅盾文
学奖。

故土情节写就地域文化

“我深深热爱着生我养我的故土，力求用好看的
小说发掘故土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王雨对记者
说，“作为本土作家， 写重庆地域文化的最大优势是
充分了解这片土地，比如十八梯、小龙坎、朝天门，都
是自己十分熟悉的， 这种熟悉转化成一种独特的情
节后，就会文思泉涌。 ”

王雨对这种故土情节毫不隐晦， 他让记者翻开
《碑》的扉页，上面写着“碑，竖石也。 ”他说：“这里我引用
许慎《说文》对‘碑’字的字义解释作为题记，实际有其寓
意。 重庆解放碑的变迁———从‘精神堡垒’到‘抗战胜利
纪功碑’再到‘人民解放纪念碑’，正是绝好的历史见证。
后记里也写道———我的长篇小说《填四川》的主人公宁
徙，是我的长篇小说《开埠》的主人公宁承忠的高祖母；
宁承忠是我这部长篇小说《碑》的主人公宁孝原的曾祖
父。 移民女杰宁徙及其后代的故事得以延续。 ”

王雨对重庆地域文化的挖掘， 引发重庆文化圈
热议。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敖忠说：
“王雨是我跟踪阅读的作家之一。 两年多前，我在对
《开埠》的评论中赞赏过他‘扎根本土，抒写乡愁’的
情怀。 他自己也多次说过，对重庆这座城市、这片热
土怀着挚爱深情。这种故乡情结，在其三部曲收官之
作《碑》中表现得更加浓郁。 ”

著名作家、 重庆市作协荣誉主席黄济人对王雨
的评价是：“写人，不写成败，只写心路历程；写人，不
写躯壳，只写灵魂归宿。这样，碑可作证，往昔那些用
血泪谱就的旋律就会绕梁三日，直抵肺腑，在无法复
制的悲壮里，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之魂。 ”

“移民三部曲”中，王雨通过人物关系设计，把他 9
年间完成的这三部长篇连在一起，构成一部关于重庆移
民故事的史诗。 此间业内人士认为，某种意义上《碑》的
完成也是他在长篇小说创作道路上又一个里程碑。

无惧“碎片化”讲好重庆故事

作为医生和作家， 这两个角色切换中会矛盾吗？
“这两者间有矛盾也没有矛盾。 从时间上看，确实有矛
盾，因为医疗、教学、科研的诸多事情不能懈怠，就是
写上兴头也得把创作放一放。 不过，我倒觉得这正好
是文化创作的休整期。 ”王雨回答说，我不打牌，双休
日和寒暑假都用来创作。 如同有的人喜欢打牌一样，
创作的时候正是我最舒心的时候。

“重庆移民三部曲”收官之作《碑》出版后，王雨进
入总结阶段，思考小说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如何做得更
好。 在他看来，目前重庆本土小说很难有哪一部能堪
称经典之作，他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面对当下网络小说和碎片化阅读的冲击，王雨并
没有悲观：“不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不同的文学
体裁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体。 比如我在微博更新小
说章节后，不用过多久就会出现几百条评论，所以读
者是不会完全消失的，真正重要的仍然在于你能否沉
下去搞好创作。 ”

说着，王雨向记者展示自己带的硕士生写的《碑》
读后感 ：“借国庆假期 ， 读完了王老师的长篇小说
《碑》”，从起初“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也没有长在重庆”
“不喜欢，因为读不懂”到后来变成“可看到后面，我居
然开始以重庆话的感觉在看这本书，真神奇！ 最后，结
局我很喜欢……”。

浙江宁波：
阳明书院正式开讲

11 月 9 日，浙江省余姚
市涌泉学苑学员在阳明书院

聆听王阳明心学讲课。当日，
“阳明书院”揭碑仪式在余姚
王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

阁举行。今后，书院将于每月
开设一次讲堂， 由书院志愿
者老师主讲， 内容包括王阳
明在余姚的讲学及其学术传

承、阳明心学在当下的意义、
王 阳 明 与 姚 江 望 族 等 。

张辉 摄/视觉中国

《高难度对话：如何与挑剔的人愉快相处》

为什么越是亲密的人，我们越发挑剔？为什么越是
重要的关系，我们越容易忽略？ 为什么越是重要的对
话，我们越是努力回避？ 本书旨在帮助我们在重要的
人际关系中建立一套有效的沟通策略。

书中指出，人际关系难题的根源在于人的基本需
求未能得到满足。 作者认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他的
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这就为健康人际关系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不能独立的人不能自己承担负责，总
是指望别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人际关系中的别扭
和不愉快，大多由此而产生。 因此，本书将人的需求总
结为六种———安全、冒险、成长、接纳、关联、价值，并由
此引出了帮我们处理沟通难题的六种工具和六项技

能。 全书传达的核心理念在于，当我们掌握了合适的
工具和技能，哪怕是面对艰难的对话，我们也可以远离
内心的恐惧与挫败。

学会与挑剔之人相处
让读书运动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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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基础运动》

现代白领阶层的生活，多数是这样一幕场景：白天
在电脑前坐一天，或者低头紧盯着手机屏幕，上下班途
中困于地铁， 回到家窝进沙发追剧……这些生活中的
长时间静态举动多是各种慢性疼痛产生根源。 本书告
诉读者，这些不良姿态使人们的身体失衡，而逐渐累积
的压力甚至会损伤关节、压迫内脏和弱化肌肉。 可以说
每天的举手投足决定了人的整体健康。

本书倡导的核心基础运动被国际社会誉为“脊椎
康复训练的圣经”，其介于医疗和健身之间，是将原理
和训练方法融为一体，聚焦脊椎、关注核心的训练型
康复方法。 本书作者正是核心基础运动创建者，期望
通过本书带领读者发掘身体伤痛、 失衡和虚弱的根
源，系统教授整套核心基础运动训练方法，并帮助读
者应用到日常生活和训练中，使之重获力量、健康和
运动的自由。

当下效率至上的年代，在成年人世界里，读书这一
行为或多或少会带有某种目的性，甚至有些“功利”。或
许是为追逐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或许是为了提升某种
工作技能，亦或是想要从书中获得灵感，当然也可能是
寻找某种慰藉，等等。 可能不时会遭遇的状况是，有时
候我们明明读了很多书， 却仍然没有掌握每本书的内
容和精髓； 也许在读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新的灵感和
启示，却因没有花时间来行动落实，最终对现实的影响
或者改变并未显现。 作为每年阅读 300 本书以上的日
本知名讲师， 本书作者认为， 读书需要投入时间和金
钱，没有给自己带来改变的读书实在是一种浪费时间。

书中介绍了作者在创业时如何将书本知识应用到

实际行动中。 用大量的书和实例讲解自己是如何做笔
记、 如何牢记书中的内容以及如何将书中内容付诸行
动。其中更有作者精心总结的实用性读书技巧，或许能
帮读者真正提高阅读效率，缩短阅读时间。

《实用性阅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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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宏莉

《我的世界下雪了》是知名女作家迟子建的一本
散文集，作品沿袭作者一贯文字风格 ，清新质朴 ，散
发着自然与人物和谐之美的气息， 文思中的宁静简
单，仿佛一幅北国雪天的风情画，透着融融暖意。

这是一本清静灵魂，滋养身心的书。书虽然只读了
一半，但每个故事里，那种童话般的纯净气息已漫笼心
房。 一种久违的童话世界轻轻地把我裹围。 忙碌的间
隙，我一次次徜徉在她幽淡而清雅的文字里，跟随她一
起回到纯朴的极地世界：河水是清冽的，天空蓝得看不
见一丝杂质，白云似乎抬手可触，木屋板房中有一股纯
香的泥土味道，一日三餐里，都是翠绿和清香。

在《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这篇里，开句便有：“这
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 我不知道作者
家乡的大山叫什么名字，可我知道为什么叫它五花山。
因为秋天的第三场霜下过，“树叶大多是金黄和金红
的，但有也黄中带粉，粉中含翠，翠中生红，红中隐紫，
紫中有褐的，这时的山恋分明就是一个春天的花园，五
彩缤纷的”。这样的文字，让我联想起北京香山的红叶，
秋日黄山的彩霞纷披，庐山寒霜里的五彩斑斓。心儿随
着作者的笔墨，走入秋天最迷人的丛林深处。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一定
难忘那里的炊烟。在作者纯净的眼里，浪漫的笔下，炊烟
沾染上了天堂般的仙缈气息。“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
是劈柴化成的幽魂。 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
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
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无云的天气
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
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我想， 能描画出如此仙美的画
面，作者一定拥有一双孩童般干净明澈的眼睛。

时光如水，在飞速流逝的时光面前，任谁都会忍不
住感叹岁月的倏忽和无奈。 作者在《好时光悄悄溜走》里
写道：当我将要放下笔来的时候，我想，当我白发苍苍，
回首往事时，我的回忆是否仍然是这样美好呢？ 但愿那
时我会平静地站在西窗前，望着落日轻轻吟唱我年轻时
就写下的一首歌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有过好时光，那
森林中的野草可曾记得，我曾抚过你脸上的露珠，啊，当
我抚弄你脸上露珠的时候，好时光已悄悄溜走……

在作者的歌词里，我回到我的故乡，那里有黄灿灿
的油菜花，一望无际的麦浪，白的刺眼的棉花田，藏着
数不尽野鸟的池塘，在风中呢喃的白杨树，我亲爱的父
母劳作的背影，我们捉迷藏的麦垛子，以及我在清冽的
渠水里洗衣的午后， 我和小黄狗一起奔跑的黄昏 ,听
母亲讲鬼故事的夜晚……

我想说，成年的你，若想重温童年时光，就去读一
读迟子建的散文吧， 你一定会在那里看见童话世界的
纯真与美好。

成人世界的童话

一 也

斜阳兰径里俯拾一片随风飘落的叶子， 略经处
理后舒展笔墨，将欲达之心语饱濡其上，这将会是怎
样一种情形呢？

某日偶睹毛智华先生以树木花卉之叶所作书法
也就是“叶书”，突如雾山半隐度仙境，感受到的竟是
别一种情致。那些仆之于地的枫、桐、杨、蕉及菩提和
滴水观音的叶子，本将枯腐为泥，却因了由浓墨建构
的具象审美意趣 ， 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生命形
态———因为细加品咂， 仿佛能从中感受到生生不息
之气，正充盈流达乎叶脉及笔画间。 如此，承载书法
的叶子便如受了仙家点化，顿然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她比绿曳枝头之时，既有了闲云的飘逸，同时还多了
些岩石般的凝重。

但凡有水准的艺术，对于读者或观众而言，总会

像磁场之于铁屑那样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在这
里，作为展示主体的艺术和作为客体的受众，必然会
萌生出良性的互动。 不过，能够催发这互动的，首先
还在于艺术主体的本身， 因为她自身所具有的魅力
会变成一种特殊的语言， 而这种特殊语言恰如鸟儿
的鼓喙而啁， 善听者自可从其婉转的鸣唱中解读出
春天的桃红柳绿，从而获取欣赏与阅读的愉悦。艺术
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艺术，其魅力与奥秘，大概也就
是在这里。 正因为此，我们便从毛先生的书作里，读
出了“生生不息之气”，读出了“历史文化积淀”，更读
出了“破岩裂石的青檀”等等。

书法是一座风景在最深处的园林，也是一道高
峰在古代的山梁。 在此处驻足领略，我们会为先贤
的杰出与不朽而叹服，也会为今人的迷惘与困惑而
扼腕，但更会为那些师古不泥又勇于自我否定的前
行者击掌喝彩。 在翻读毛先生《中国当代书画家作
品专辑》（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和《毛智华书画印

集》（青岛出版社出版）两书的时候，百余帧作品行
草相间，尺幅大小有异，在时间上也有二十多年的
跨度，其中虽然不乏稚嫩与拘谨处，但总体所表达
和传递出来的翰墨信息，却是艺术与个性的激情张
扬。 比之前番所读，似乎那些笔画勾点以及由笔画
勾点组成行段又组成篇什的作品，更多了些草原驰
马般的狂放和高湖泄洪似的肆意奔突。 这种以强烈
视觉触动来向阅读者倾诉与表现的极端方式，很容
易使人联想到在地底深处奔突涌动的岩浆。 岩浆的
奔突，其实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明天的歌唱。 而在
其以必欲彻底释放为目的的霸气宣泄中，或许会带
来毁灭，带来痛苦。 可一旦成功破幔而出，在海洋，
便是一座岛屿；在地面，即是一座高山。 毫无疑问，
毛先生每一次对作品的创作孕育，每一次力发心底
的起笔收笔，都如其势难阻的岩浆，始终以所向无
前的狂野，寻求着思想与文化的超越，尝试着艺术
与传统的突破。

读懂一片叶子，就会理解一棵树；如果读懂一片
森林呢？毛智华先生矢志不辍的书法园地，葳蕤着一
片蓊郁的绿树，畅游其中不仅可驰目骋怀，尽赏艺林
之大观， 更重要的， 我们还会从这希望的翠波翻涌
中， 偶拾到某种人生的启迪。 不屈而又不懈的前行
者，总会将自己坚实的脚印留在荒僻的崮塬，此处虽
无市井的繁华热闹， 但人们却会把仰望与钦敬的目
光，毫不吝啬地向这里投注。

充满张力的叶子
———毛智华书法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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