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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香 奉 城 全 民 阅 读

读 书 活 动

《三味书讯》由三味书店提供

欢迎读者朋友登录都市奉化论坛 http://bbs.fhnews.com.cn/
“全民阅读活动”参与读书话题讨论，进行网上互动。

邬烈成
春节期间，我读了别人赠送的一本《竺梅先

传》，品读后大受教益，并被爱国实业家竺梅先

的崇高精神所折服。

该书系竺梅先之孙竺士性编著。全书分五

章叙述了其祖父竺梅先感人的人生故事，从宁

波奉化乡间放牛娃，沪上小学徒，投身革命的热

血青年到满怀实业救国理想的商界巨子。他以

融入中华民族抵御日寇侵略的滚滚洪流，护佑

国际灾童拯救百姓、传承爱国精神的方式，走完

了不断奋斗的一生。从中可以感悟到竺梅先不

朽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的

爱国情怀，他的身上闪耀着正义、博爱的人性光

芒和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以为中

华民族的复兴而奉献自己全部的行动诠释了生

命的价值，真乃品质高贵，精神可佩。

竺梅先于 1889年 11月 16日出生于萧王庙

街道后竺村，至 1942年 5月 30日在为浙东饥民

和教养院筹粮途中病重，后在象山医院辞世。

清理身后财产，民丰、华丰两厂和宁绍商轮公司

股票已全部抵押给银行，全部身家悉数投入抗

战事业、灾童教养院支出及筹粮救济灾民。

竺梅先生命绽放的光彩，感人至深，令人动

容。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始

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还是热血青年时，他

就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上海光复起义。五卅运动

时，他以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的身份领导罢市

和游行。他掌握的两大纸厂，不断创新并制造

新品纸张，以维护国货利益，抵抗帝国主义的经

济侵略。他在抗日战争中，严词拒绝了日寇企

图与之合作经营企业的阴谋。他救治抗日伤

兵，拯救难民灾民，源源不断地组织军需物资送

往抗日前线。他资助有为青年学生，为革命志

士仗义疏财，他为饥民奔走筹粮，他教养遗孤灾

童，在奉化后琅泰清寺创办了灾童教养院，教育

培养了六百名在国难当头失去亲人、挣扎在死

亡线上的灾童遗孤及极贫家庭的孩子，并将他

们培养成合格的人才。他不愧为实业家、慈善

家、教育家。

匹夫虽微 兴亡有责
——读《竺梅先传》有感

虞燕
作为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青年小说家，寒郁

的小说常常直视生活的真相，在小说中理性地

呈现当下的社会现实，能够引发读者的诸多思

考。他刊发在《作品》2018第 12期的中篇小说

《纸婚祭》亦如此。

《纸婚祭》的语言很吸引人，精炼、精准，叙

述上有一种厚积薄发的从容，漫不经心中自有

惊心动魄。尽管看完第一、二章节已隐约猜到

大概就是个婚前出轨、勉强修睦、然后崩裂的故

事，但想读下去的兴趣丝毫未减，这当然跟有魔

力的语言脱不了干系，除此之外，还有个重要因

素——小说里不时冒出一些欲说还休的东西，

引发读者的想象，且结构紧凑，情节展开得爽

利，能勾引着人一口气看完。

《纸婚祭》用一个婚姻的外壳包裹了现代人

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郑一介和林碧微的婚

姻就像有裂痕的玉器，看着美观贵气，实则经不

起一点击碰。一个忍辱含垢，一个颇不甘心，他

们犹如候场的演员，临上场却一时半会找不到

更合适的搭档，眼睛一闭，决定联手合演，欺骗

自己，忽悠观众。

郑一介来自农村，家有智障的哥哥和瘫痪

的父亲，他孤身奋战于城市一角，节俭、努力，却

仍旧或者说永远达不到林碧微眼里所谓的“经

济宽裕”。很多被时代变革的浪潮挟裹进城市

的乡村人，境遇大致雷同，城市的异化和膨胀令

他们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偏偏郑一介迷恋于林

碧微的天然城市气质，就算林碧微刚打掉别人

的孩子，他也忍着不舒服娶了她。他自卑、敏

感、执拗，深知自己掌控不了林碧微，也依稀窥

见了他们的未来，却依然为这场婚姻竭尽全力

的样子令人心疼。林碧微貌美，能力强，出身于

小县城的单亲家庭，傍款失败后委身于郑一介，

她一心想要更辽阔的世界，想要锦绣山河一路

铺展。为成全自己的野心，投诚于前情人的老

婆，为其冲锋陷阵，紧要关头，还决定“献祭”自

己。她活得激进、壮烈，为自己庞大的欲望斩荆

披棘，勇往直前，与郑一介的谨小慎微安于现状

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却也逃不过命运的重重

一击。

两个人生方向完全不同，精神上毫无共振

的人仓皇结合的结果，只能是土崩瓦解，付水东

流。

这个小说里的几个人物，郑一介、林碧微、沈

虹、周立等都不怎么讨喜，却很真实，是各个城市

里随处可见的你们、我们、他们。人生在世，得失

同行。物质欲望对精神依托的驱逐和绝杀从来都

没有停止过，现实与理想的对撞和脱节也一直存

在着，怎么调适？怎么选择？这是个永恒的社会

命题。

婚姻外壳包裹下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
——读寒郁中篇小说《纸婚祭》

裘七曜
朱自清先生是一位耳熟能详的大家。他的

作品如《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我们曾

读背过，相信至今依然有人能够倒背如流，挥之

不去。

也许是“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所

以每每看到朱自清先生的作品，总会情不自禁。

全书分《踪迹》《背影》《你我》《欧游杂记》和

《伦敦杂记》五章计 65篇。《歌声》只是一篇有

500多字的小文，但在文中的抒情却相当地纤

细灵巧生动鲜明，通过在欣赏中西音乐中寻找

独特的感受，在听、触、视、嗅觉的交融下，作者

展开了蕴意无限的遐想，如“仿佛一个暮春的早

晨……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是愁

着 芳 春 的 销 歇 么 ？ 是 感 着 芳 春 的 困 倦

么？……”让人在诗意盎然的想象中去感受“令

我神迷心醉”的三部清歌。

在《荷塘月色》一文中，作者挥洒自如地将

语言运用得淋漓尽致。他对月色和荷塘的描写

充满了空灵静美和淡雅韵致。如描写荷叶“像

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

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又如“微

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

歌声似的”。用这样的比喻、通感、叠字等，将月

下的荷花描述得灵动、巧妙……如轻云蔽月如

流风回雪。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风格，无论是抒情还是

叙事，语言描写总是恰到好处。恰如清风扑面，

静水深流；恰如灯下细语，星月微醉；恰如少女

之娴，温婉明澈。不矫情不做作，娓娓道来，总

能将最朴实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读之更是琅琅

上口，韵味无穷，使人身临其境叹为观止。

《背影》是朱自清先生的佳作，也是中国现

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作者用平淡朴实的语言，

把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一幕，写得情意绵绵，动人

心肠，感人至深。那种深深的父子之情，令人在

读后情不自禁地掩卷深思，不忍卒说间有一种

欲潸然泪下之感。所以说当朱自清先生逝去

后，北京城内大街小巷的少年儿童都知道“那个

写《背影》的作者走了”。可见这篇散文在当时

确是脍炙人口、争相传诵的。

可以说，朱自清先生的作品，从初期的如清

丽婉转的鸟儿雀跃枝头，到质朴隽永，再到后来

如激越翱翔的雄鹰俯视大地，无不彰显出他特

有的审美情趣和人格魅力。

另外，家里的一位先人当年在省立第四师

范就读时曾聆听过朱自清先生的教诲(朱自清

先生教他们哲学和国文)。在先人的日记本里，

满满当当地记载着朱自清先生的教学方法和对

他的敬仰之情！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先生

欹嵚历落、其清穆如。也尝闻朱自清先生在反

饥饿、反内战中，他激于义愤勇于担当，虽身患

重病却拒领美援面粉，并于病危之际还嘱告家

人遵守。其凛然正气，令伟人毛泽东为之动容：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

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朱自清那卓

尔不群的铮铮风骨。真，高洁之士也。

从另一层意义上而言，这也是我喜欢朱自清

先生散文的原因之一吧！

你若清风徐自来
——读《朱自清散文精选》

《成为》
作者：米歇尔·奥巴马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定价：98.00
推荐理由：美国前第一夫人亲笔自

传，内涵丰富，鼓舞人心！

当米歇尔·罗宾逊还是个小女孩的

时候，她的世界还只限于芝加哥南城。

那时，他们一家租住在位于二楼的小公

寓里，米歇尔和哥哥克雷格共用一间卧

室，他们还常常去公园里玩传球游戏。

在父亲弗雷泽·罗宾逊、母亲玛丽安·罗

宾逊的教导下，米歇尔养成了直率敢言、

无所畏惧的性格。然而，生活很快就将她带向更遥远的地方：在普林斯顿大

学，她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班里的黑人女生是怎样的感觉；在全玻璃幕墙的办

公大厦，她成为一名杰出的公司法律师，也是在那里，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

名叫贝拉克·奥巴马的法学院学生出现在她的办公室，打破了她人生的所有

精心规划。

从爱荷华州不起眼的厨房到白金汉宫的舞厅，从那些令人心碎的伤痛

到惊人的抗逆力，《成为》将带我们认识一位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人物，带我们

走进她的灵魂深处，见证她如何为了活得真实而努力，如何为了实现一系列

更高的理想而贡献个人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米歇尔坦诚而又大胆地

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并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想要

成为怎样的人？

《迁徙记》
作者：安宁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2月
定价：58.00
推荐理由：
《迁徙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沿着作家迁徙的足迹，从安静田园，到

青葱校园，再到广袤草原。收录了获

得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的散文《走亲

戚》和安宁“乡村三部曲”中的散文佳

作，以及正在创作中的系列校园散文

新作，非常全面地收录了安宁的散文

精品。本书既是讲述一个人的迁徙旅

程，也是描绘一个人的精神迁徙史，更

是作家对于当下迁徙变动成为常态的“流动者”的观察笔记。

“我将过去的三十多年，安放在这本书中。然后，我便可以继续上路，永

不停歇。”这是 80后作家安宁从青春美文写作到更具文学气质的散文创作

的转变之作，是其文字的成长转折点。

静莹：这个时代不缺观点更不

缺感受，但要在一般性的、泛化的、

浅层的直接感受之外，挖掘出一点

新的、更深刻的、更幽微的感受，却

很不容易。在《新腔》中，处处流露

出对性别的关注。但同时，作为一

本面向大众的作品，《新腔》中的叙

述又是很亲切的，从来没有高高在

上的狭隘。甚至有时候比起原著，

这种带有“我”的解读，更耐人寻味

些。

维度：自己孤陋寡闻，提及的很

多剧和电影都没看过。但不妨碍理

解作者从中提纯出来的道理。作者

才思敏捷，行文速度很快，往往一句

话还没理解过来，下句已经跳到了

另一种深度。但细品发现很多观点

都很深刻不流俗。至少勾起了自己

赏读这些作品的欲望。

丫丫：新腔一曲，低唱闲愁……

文章很通俗，适合不怎么看小说、戏

剧和电影的人用来入门，也适合看

过的人得到新的观察角度。怡微

说：“我总是想如果不写这样的文

章，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变得更加‘整

齐’一点、体面一点。但……一个人

只有一种命运。”其实蛮好的，不要

时时刻刻整齐体面也蛮好的。我喜

欢这本书。

《新腔》

青言：时隔五十年的一场回望，

支离破碎的回忆里，情感、话语、声

音、颜色，一一复活。时间太久，久

到起伏的心绪早已打磨成温吞而平

静的叙述，人去楼空后再说起往昔

的人声鼎沸，童年疑惑不解的有几

分明了几分依旧困惑，京式方言里

淳厚的人情，那些早已随风而去的

真诚和善良的人，足以让我一次次

热泪盈眶。

小鸟：张之路的童年五六十年

代的北方，我的童年是八九十年代

的南方。可读起来，我一点也不觉

得累。可能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

“我的童年若能写到心灵深处，便也

是你的童年。”另外，喜欢胡同里人

的良善，喜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彤呛：《吉祥时光》用悠长舒缓、

平和冲淡的笔调细致地刻画了

1948年到 1957年期间北京男孩吉

祥的童年生活，用孩子的眼睛映射

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百态。在

这个有些倔强的小男孩眼中，世界

是如此丰富、复杂而富有质感。文

章文笔朴素，看似无趣，实则丰富多

彩，让人想慢慢去品读，内心平静而

祥和。适合孩子看，也适合大人看，

留给我孩子小学看。

《吉祥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