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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诗经》

傅斯年（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傅斯年先生在中山

大 学 讲 授《诗 经》时 的 课 堂 讲 义 。

该讲义涵盖了《诗经》的研究史、研

究方法、地理、艺术性等多方面的

内容。

傅先生在讲义中提出很多特

异的见解，虽然为一本学术著作，

但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充分

展现了傅斯年先生深厚的国学根

底以及独到的西方研究思想。讲

义中融合了理论知识与作者自身

的思想，对《诗经》理解的广度和深

度 ，一 直 为 世 人 所 称 道 ，堪 称《诗

经》讲义类著作的经典之作，是国

学爱好者常备的一部重要资料文

献，也是了解《诗经》必备的一本经

典佳作。

《何以为鸟》

戴维·艾伦·西布利（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总结数十年探索

鸟类世界的心得，用手绘形式呈现

的他眼中的鸟类世界。这不是一

本鸟类辨识指南，而是一本全方位

介绍鸟类生活的画册，跟随大师的

笔触，你会惊觉鸟类远比我们想象

中的更为丰富、复杂以及“深刻”。

鸟类时时刻刻都在做各种不

同的决策，比如应该在何时何地筑

巢，吃种子的山雀还会思考应该选

择哪一粒种子，还要决定是把种子

藏起来还是直接吃掉。本书从形

态、生理构造、行为、演化等多个维

度解析常见鸟类，其中包含了很多

最新的科学研究。本书畅销全球，

既适合观鸟者收藏查阅，也适合非

观鸟者作为入门书籍。

《纸上还乡》

汗漫（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河南南阳盆地为对象，

展开个人化记忆和表达，但努力超

越具体地域的藩篱和边界，使读者

可以在“这一个”故乡，辨认属于自

己的乡愁和中国。

其中既向读者呈现了南阳盆地

的自然风情、风俗习惯、风物特产；

也通过梳理、回顾南阳的历史人物，

特别是其文人传统和不绝的文脉，

展现了一地乡俗、伦理为文化提供

的丰富滋养；并从“村庄和世界”的

角度书写了土地伦理包含的诗学和

美学价值。作者靠书写，在纸上不

断抵达和重建故乡，既写出了一己

的盆地故乡南阳，写出了许多文人

生活过的南阳，更写出了乡村生态

与乡民人格、思维方式、文化等千丝

万缕的连接。

我同学，怀孕三个月，遭遇感冒发烧，她愣

是一点布洛芬没用，一遍遍物理降温，最后刮

痧术都用上了。视频里，她给我看，颈、肩、前

胸，一道道暗紫色的印子触目惊心。“退烧后就

没再反复，也没咳嗽，老天眷顾，我的宝宝安全

啦！”她一脸的喜悦。

彼时，我正在读朱永新的《母爱的学问：名

家忆母亲》。我读序言给她听：“……《列女传》

认为，母亲怀孕以后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到

胎儿的成长，清浊美恶，智愚贤否，所以要求母

亲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

“母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她说，“刚刚走在做母亲的路上，就已经体

会到了。当妈不容易呀，需要智慧与顽强！”

放下手机，我继续游走于温暖且深远的母

之教泽中。

作者朱永新，是一位教育家，他的这本书

不同以往写母亲的文字，朱教授是“用一双教

育的眼睛来选编的”。每篇散文后面，他还书

写了自己的“教育感悟”，从家庭教育理念与

方法的角度阐释母爱的智慧，引导读者领会

母爱的教育意义，学会在家庭教育中如何爱

孩子、教育孩子。朱永新希望“这本书，不是

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兼具文学性与教育性

的读本。”

读来真是大有裨益。

第一篇是胡适的，对于三岁丧父的胡适来

说,母亲的重教、宽容、克制、顾全大局等美德,

对他的影响至为深远。文中这样写：“我母亲

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作严父。但她从来不

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

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

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

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

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

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

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胡适母亲这个教育方法特别好：理性而

严明地责罚孩子的错误。我发现，在生活中，

很多家长面对孩子错误时，往往自己先失去

冷静，把孩子暂时的错误永久化，特殊的问题

一般化；甚至，随口而出自己都无法兑现的惩

罚，比如“我不管你了！”“你爱咋地咋地吧！”

等等。其实当家长处于非理性的状态时，就

很 难 达 到 让 孩 子 正 视 并 改 正 错 误 的 教 育 目

的。所以胡适这样写：“……我的恩师就是我

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

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

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

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

读书……”

郭沫若的《芭蕉花》读来也令人深思。他

的母亲得了头晕病，十分痛苦，需要芭蕉花入

药治疗。当年才五六岁的郭沫若和二哥，就爬

进了私塾的园子偷摘了一朵芭蕉花。母亲问

清了花的来历后，非常生气，立刻叫郭沫若和

二哥跪在床前，呵斥他们为“不争气的孩子”，

称“为娘的倒不如病死了好”。

仔细想，病中的母亲盼花心切，但没有忘

记育子的重任，坚守“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信

条，第一次责罚了心爱的孩子。母亲是把孩子

的品德看得比治病还重要，比生命还可贵 。

“惜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积金不如积德，

善虽小，不可不为。”这样的爱才是真爱，才是

有价值的母爱。

老舍忆母亲，说母亲给他的是“生命的教

育”。他细细描述了母亲，勤劳、热心、疼爱儿

女。老舍的母亲有她独特的性格——软中带

硬，并且，这种性格在老舍身上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母亲去世一年后，老舍才从家书中得知

噩耗。他悲痛感叹：“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

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

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

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母亲是带领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人。母

亲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人格形成都有深刻的

影响。读完此文，不禁让人感叹：不要小看摇

摇篮的那双手，她强大到足以推动世界。

乔治·赫伯特说：“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

个教师。”想想，我的成长也离不开母亲的辛苦

付出。我的母亲是老师，也是我的小学老师，

她从来不教我死读书，而是从小就带我出去旅

游，学这学那，尽管我没有在哪一方面显出天

分，但是母亲坚持要我变成一个见过世面的女

孩子，最后还让我出国读了研究生。

其实，母亲嘴里的见世面，就是不断突破

自己生活的边界。就像她先教语文，后来挑

战自己去教英语，学书法，学国画，学诗词，学

朗读。她经常跟我说的是，只有不断见过世

面，不断学习，把你自己各方面都提高上去，

你才能结识配得上你的人，将来，才有条件给

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教育。如果自己还是个

孩子，就要把孩子带到世上，那不会成为合格

的母亲！

每一位好母亲都会造就一个好孩子，每一

个好孩子都源于有一位好母亲！上班这几年，

我努力工作，积极上进。我弹钢琴，打架子鼓，

学茶道，练瑜伽，潜移默化中，我在践行着母亲

的人生观：但凡能让内心更丰富的事情，即便

强迫自己也要多去尝试。女人就要多见世面。

母之教泽，温暖且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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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母爱的学问：名家忆母亲》有感

□ 希子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

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

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

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

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出门向东，走

了一百多米就到达了。而我们从课本中走出

来，填补了整个青春年少，感慨万千，却也觉

得十分奇妙。百米远的距离，鲁迅便体会到

了生活的情趣。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

往往被各种琐事所困扰，往往忽略了身边的

美好。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就步行三分钟的

距离，也难怪鲁迅迟到一次私塾先生便严厉

批评了他。我想，就凭他在文章中写的这“一

路景致”，我们深处其中也会迟到的，不得不

感叹鲁迅的学习环境真的很美。

古朴的屋子、斑驳的旧书、沉闷的课堂、

须发花白的老师，无论是先辈还是今人好像

对这样的学习环境，多少有一些提不起精神

和兴趣，更何况是如朝阳般活泼好动的孩子

们。郁郁葱葱的百草园却与其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微风吹过，花、鸟、鱼、虫生机盎然。当

阳光穿梭在课堂窗棂之间，瞬间变幻出的美

丽花纹在地上默默地舞动。当人与动物、景

物和谐共处一个画面的时候，读书便成了另

一件美好的事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 1926 年写

的，到现在也快 100 年了。100 年前鲁迅从百

草园走到了 100 米开外的三味书屋，读着这些

书中文字，我们依然感觉不到陌生，反而很亲

切。不禁感慨，从前的孩子童年乐趣多、快乐

的玩法也很多，不用花钱孩子们也能玩得如

此不亦乐乎！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

鲁迅先生在这篇散文中展现了自己的“铁汉

柔情”。百草园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童趣的

童年栖息地，是鲁迅一生中短少的、最美好

的阶段。百草园、三味书屋这两个地点的转

换，象征着他童年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玩

乐和学习。玩耍是儿童天性，鲁迅通过两地

生活的对比将儿童刚开始上学、天性被压制

的难以习惯写 得 淋 漓 尽 致 。 从 一 个 侧 面 说

明了，启发孩子们天性的重要性，不要过早

地 给 予 孩 子 们 太 多 的 责 任 和 压 力 ，一 切 顺

其自然。

百 草 园 也 只 是 这 小 园 子 而 已 ，但 在 还

是 孩 子 的 鲁 迅 眼 里 ，它 却 无 异 于 天 堂 。 人

长大后，懂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容易快

乐 。 就 像 下 雨 天 ，成 年 人 都 撑 着 伞 ，行 色

匆 匆 ，生 怕 弄 湿 衣 服 和 鞋 子 。 孩 子 们 却 不

管 不 顾 ，在 雨 里 疯 跑 着 踩 水 ，大 声 笑 着 ，在

水 洼 里 跳 着 ，此 刻 他 们 得 到 的 快 乐 是 无 可

替代的。

“童年的事已经记不得了……小时候的事

都忘了……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这些

话常听人说起。我想，人总要长大的，《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的儿时记忆又何尝不是

我们回不去的童年呢？童年是永远值得珍惜

和怀念的，自由也是永远不可替代的，是 不 是

我们可以先让自己先慢下来，重新去感受一

下生活、自然。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年少时似乎没有

读懂，如今认认真真地读上几遍。所谓书读

百遍其义自现，每多读一遍都会加深对原文

的理解，都会品味到字里行间的深情和对儿

时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

多年后，当我们再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总觉得性格刚毅的他竟有如此温

馨笔触，中年之际尚如此童心未泯、热爱生

活，感觉我们也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一 切 都 像 是 从 前 ，一 切 又 都 不 再 是 曾

经。深夜，窗外的雨滴在玻璃窗上，恍惚间仿

佛看到了年少的自己，台灯下书中的文字渐

明渐暗，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

草 园 至 书 屋 百 米 远
□ 石岩

五 岁 那 年 ， 爸 爸 带 我 去 书 店 。 到 了 门

口，他先拉住我，耐心地告诉我书店里的规

则，说要尊重每一本书，要轻拿轻放，不要

在书店里大声喧哗，我听完点点头，便迫不

及待地进去了。

只见店里到处都是书，简直就像一座书的

城堡一样。我挑来挑去，终于找出一本自己喜

欢的书开始读，这本书足有九十多页，但我却

一口气将它读完了。之后，又拿了几本来读。

一个半小时后，爸爸叫我，说该回家了，我只

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书店。回家的路上，他问

我：“读了几本书？”我兴奋地说：“三本！”并

且一一介绍起来，第一本书写的是小女孩跟小

狗的故事；第二本书写的是主人公在工作路上

遇到各种困难的事情；第三本写的是查里做了

一件让朋友很生气的事……爸爸惊讶地看着

我，夸我读得认真。

爸爸告诉我，其实读书不像有些人认为的

那样，没有乐趣、无味，读书是一件很有趣的

事情，不同系列的书有不同的乐趣，而且里边

还有丰富的知识，包含了各种为人处世的道

理。我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书店就成了我们

经常去的地方。

七岁时，爸爸带我去了一家图书馆，那

里的书比我们常去的书店里的书多很多，简

直 是 琳 琅 满 目 。 我 看 到 很 多 以 前 没 看 过 的

书 ， 打 开 那 些 书 ， 我 就 情 不 自 禁 地 读 起 来 ，

真舍不得合上。

回家后，想到某本书的情节，我会忍不住

笑起来。但是想到某个桥段，又会很生气，想

到书里另一个情节，又会莫名其妙地解气。书

打开了我想象的世界。

我想，我们不应该将读书当作一种硬性的

指标，更应该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只要静下

心来，深入其中，你就会发现，读书可以使人

感到愉快。对我来说，读书，让我的内心有了

更多精彩的内容，每次想到读过的那些书，就

会觉得很幸福。

我的读书故事——

读书让人快乐
□ 廉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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