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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绘本讲述了一只骄傲的小公鸡的成长故事，既有故事性又有
趣味性。小公鸡因为经常受到表扬，从而形成了自命不凡的性格。它
经常嘲笑奚落别的小动物，不屑与它们为伍，拒绝和它们做朋友。然
而，经过一段时间，骄傲的小公鸡也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渐渐看到别
的小动物的优点，这些事促使骄傲的小公鸡对“优秀”这件事有了更加
深刻的领悟，开始转变。 （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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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十八弯，洄游千万里，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冒险之旅，也是一
部写给成年人的童话故事。玛尔塔和杰森是一对亲密的大西洋鲑鱼
伴侣，它们决定回到度过童年的地方——挪威的曼达尔塞尔瓦河。就
像世界上所有的情侣一样，杰森和玛尔塔这对鲑鱼夫妇，在一起很多
年后依然喜欢斗嘴。这一路上，它们通过各种艰难险阻，遇到了走向
各自命运的新老朋友，最终平安到达挪威繁衍下一代。

《鲑鱼回乡记》对鲑鱼洄游、飞蝇钓等内容进行了科普介绍，语言
风趣幽默而不失严谨。这个充满活力的成人寓言以轻松又深刻的讽
刺来讨论环境，以小说的形式讲述鲑鱼的故事。不仅如此，隐藏在书
中的线索传递了更深层的信息：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正在给鲑鱼、其
他生物和地球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一切都值得人们细细品读与思考。

（转自《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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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基层治理的“乱作为”和“不作为”？怎样避免基层治理
形式主义问题？作者在书中对以上问题做出探讨，并尝试探讨乡村治
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性：通过激活简约主义传统来优化乡村治理体
系。书中解释了那些成功的乡村治理实践是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原有
的制度空间的，而一些看似现代化的做法又是如何产生意外后果的，
既有对乡村治理中老问题的新阐释，又有对乡村治理中新现象的理性
解读。 （转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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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梁晓声的小说精选集《母亲》，部分内容被选入国家统编
版五年级语文教材。

梁晓声以自己童年的真实经历为底本，记叙了母亲在当时极其艰
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善良纯正的品格，勤劳节俭，
以身作则，在做人、做事方面给儿女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表现了
慈母对子女的深情，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敬爱之情。

此外，作者以母亲为缩影，描述了中国社会的起伏变迁，多层次
描写了百姓的现实生活，展现了平凡家庭在艰苦岁月中苦中作乐的
乐观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令人动容。

（转自《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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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中走来的女子，必是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她自萋萋
的蒹葭中走来，在水天一色的苍茫
中若隐若现。她温婉动人，空灵高
洁，引得追寻者心醉神迷。任你如
何“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伊人只
是 在 水 一 方 。 她 是 多 少 爱 慕 者 心
中永远追寻却又遥不可及的梦。

从《诗经》中走来的女子，“螓首
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楚楚
动人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
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她活
泼可爱，娇俏多情。是李清照的“见
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娇羞和率真，是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
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的妩媚和多
情。她们，活得肆意而真实，自由而
忘我。

从《诗经》中走来的女子，娴静而
美好，勤劳且朴实。“参差荇菜，左右
流之。”“窈窕淑女”采摘的动作轻盈
而敏捷，她的面容必是快乐而满足
的。正因如此，小伙子“寤寐求之”却

“求之不得”而致“辗转反侧”。“钟鼓
乐之”，如最终抱得美人归，必是“之

子于归，宜其室家。”她的勤劳，使家庭和睦幸福。这样的女子，
不仅外表美，心灵更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她们有艳若桃花
的面容，有神采飞扬的明眸，更有一颗忠诚善良的心。一旦为爱
作出选择，便会“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为
了爱，她们可以日夜劳作；为了爱，她们心甘情愿献出了自己的
一生。她们拥有着始终如一、矢志不渝的美德，而这样的美德能

“宜室”“宜家”。
从《诗经》中走来的女子，对生活有着简单而高雅的追求。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一天的劳作结束
后，烹茶煮饭，把酒言欢。或素手调琴，琴瑟和鸣。这是何等的
和谐美好啊。时光清浅，岁月静好。生活如此纯粹，方是极好。
自古以来，我们不都是在追求这样的夫妻生活吗？简单，坦诚，
相互扶持，相互信任。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始终如一。

《诗经》中的女子，有着现代人一样的忧思。“静言思之，不能奋
飞。”她们也有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不堪，却也只能忍耐。因
为选择了这爱，便是一生的坚守。纵有再多的怨言，也只能独自疗
伤。她们爱得太过卑微。“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
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她们用自己痛苦
的经历告诉我们：“士之耽
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
可说也。”情感真挚的女子一
旦陷入这种迷恋中，永不可
解脱。自古如此。

从《诗经》中走来的女
子，如兰如菊，如诗如歌。
集 自 然 之 美 丽 ，天 地 之 灵
气。她们惊艳了岁月，成就
了经典。

读书读书··鉴赏鉴赏

从五月底至十月初，我耗费四月
有余的光阴去阅读迟子建的散文集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每逢佳作，我总是读得极慢，一字

一句，反复品味，遇到不懂的字词专程
查阅并在书中标注释义，再将句子默
诵一遍。许是不舍，317页的文字断断
续续地占据了我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日
子，书皮侧边的彩印被磨得泛起白痕，
但我仍享受将自己泡在书海的分秒，
连呼吸的空气都沾染了一丝蜜意。

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均以散文
题目命名，分别是“好时光悄悄溜走”

“我的世界下雪了”“时间怎样地行走”
“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也是冬
天，也是春天”“渐行渐近的夕阳”。从
诗一般的标题即可看出迟子建丰厚的
文学底蕴，文如其人，想来她定是温柔
善良、心思细腻之人。

在这本书中，她开启童年记忆的
匣子、怀念已逝的爱人、踏上异国的土
地追寻文学的本质。她在《我们时代
的塑胶跑道》中提到“文学确实是晦暗
时刻的闪电，有一股穿透阴霾的力
量”。文学确乎如此，能抚慰饥饿难耐
的胃、滋润干涸的心灵，使我们沉醉其
中、不能自拔。

若读者“病入膏肓”急需救治，那
她的散文就是一剂疗效绝妙的良药，
苦中带甜、回味无穷。

好的书籍有龙首凤尾，此书的
第一篇是我学生时代的故友，95 后
应该都不会陌生的《灯祭》，它当之
无 愧 坐 在 首 篇 的 席 位 。 作 为 教 科
书选定的教材内容，亲情贯穿了整
体中心思想，以父亲为女儿制灯为
故 事 主 线 展 开 ，再 由 女 儿 失 去 父

亲，为故事画上句点。“那时窗外还
没有挂灯，天似亮非亮，似冥非冥，
父亲便送我一乳名：迎灯。没想到
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
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每读至此，心中总不由升起万般感
触 。 世 间 万 般 情 ，最 难 偿 还 乃 亲
情，无需偿还乃亲情。十余年前，
我在课堂上强忍泪水读罢全篇，而
今再读，控制不住地潸然泪下。作
者 将 对 父 亲 的 浓 浓 思 念 一 笔 一 划
刻在纸上，融入每一个标点符号，
叫人如何不动容？

龙 首 精 妙 ，凤 尾 自 也 名 不 虚
传。近年，乡土文学逐渐发展为文
学主流，《是谁在遥望乡土时还会满
含热泪》一文细致地描写了迟子建
的故土旧居，以离乡多年重返故土
的角度与昔年乡土旧貌进行对比，
衬托出时代的变迁和乡土文学对于
作家创造文学的影响力。若把做文
章比作包饺子，那迟子建包出的饺
子必定又圆又大。白玉无瑕的外皮
等同于题目，内里包裹丰富饱满的
馅料，再盛上一碗意犹未尽的饺子
汤作文末。一篇文章从内到外营养

价值极高，是思想贫瘠、内心匮乏者
的十全大补餐。

一本书制作是否精良，图文是否
并茂是评判的主要标准之一。在《也
是冬天，也是春天》中，配图选取了作
者本人的摄影作品，以自身之眼所见
及自我之笔所述，使读者能双重体验
到迟子建眼中与笔下的世界，更走向
她炽热真挚的赤子之心。

“我想，人生是可以慢半拍的，再
慢半拍的。生命的钟表，不能一味地
往前拨，要习惯自己是生活的迟到
者。”这是迟子建在《红绿灯下》发出的
感言。在快节奏的繁华都市中，处一
静室，品一口清茗，将自己沉入书海，
听时间在耳边下潜的声音，文字化为
眼中的光，烙在慢下来的时光里。

《小 先 生》是 散 文 家 庞 余 亮 所 著
的散文集。

庞余亮，16 岁考入扬州师范学院，
18 岁成为沙沟镇的一所乡村小学的教
师，由于一米六的小个子，再加上不足
九十斤，看上去像个初中生，家长和孩
子们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

从此，庞余亮在那所宁静的乡村小
学开始了教书匠生涯。十五年来，百余
本牛皮纸封面的教案本，正面是他写下
的备课笔记，反面记录着孩子们、同事、
校长的一个又一个小故事。

“ 哭 宝 ”是 小 先 生 班 里 一 个 男 孩
子 的 绰 号 ，他 被 人 欺 负 了 会 哭 ，自 己
跌 倒 了 会 哭 ，考 试 不 理 想 会 哭 ，挨 了
老 师 批 评 会 哭 ，绝 对 是 班 里 男 版“ 林
黛 玉 ”。 但 哭 宝 语 文 学 习 很 好 ，背 书
快 ，作 文 也 写 得 好 ，还 创 作 了 一 部 武
侠 小 说 。 校 长 ，小 先 生 、同 学 们 都 被
编进了他的小说里。小说里，他是武
功最强大的王，校长在里面是卖老鼠
药的，而小先生却成了哭宝烧火的仆
人 ，这 令 小 先 生 有 些 愤 怒 ，还 有 些 疑
惑 ，为 什 么 老 师 竟 成 了 哭 宝 的 仆 人？
但 他 看 后 却 让 班 长 悄 悄 把 小 说 还 给
哭 宝 ，并 让 班 长 不 要 再 说 了 。 他 小
心地保护哭宝的创作欲望与想象。

乡村学校里总有一群天才，绰号
“叫驴”的男生，吆喝声能从此岸的甲
村 抵 达 彼 岸 的 乙 村 。 有 个 叫“ 蚂 蚱 ”
的 女 生 据 说 能 飞 越 一 条 河 。 班 里 的
美 术 天 才 更 是 把 小 先 生 画 在 了 村 里
的一面墙上，墙上的小先生是那样传
神：招风耳，眯着的小眼睛，中山装口
袋里插着一支笔，可笑的是他的面前
画 了 一 只 冒 着 热 气 的“ 狗 骨 头 ”。 小
先生不想把事情张扬出去，悄悄用红
砖块在自己身边加了一只狗，用幽默
化解了一场尴尬。

每 个 孩 子 在 庞 余 亮 的 笔 下 都 是
那 么 可 爱 。 他 们 冬 天 摘 屋 檐 下 的

“ 冻 冻 丁 ”吃 ，夏 天 吃 野 桑 葚 吃 得 个
个 紫 嘴 唇 。 他 们 天 冷 时 玩“ 挤 暖
和 ”，我 们 小 时 候 叫“ 挤 香 油 ”。 下
课 后 大 多 数 同 学 会 盘 着 一 条 腿“ 鸡
架 ”。 为 了 踢 毽 子 ，学 生 拔 光 了 村
里 公 鸡 的 鸡 毛 。 他 们 用 弹 弓 把 猪
打 得 不 停 嚎 叫 ，子 弹 却 是 苦 楝 树 的
果 实 ，泥 做 的 哨 子 吹 出 悠 扬 的 乐 声
在 操 场 上 空 回 荡 。 两 只 蚂 蚁 也 能
被 学 生 玩 一 节 课 。 面 对 顽 劣 、野 性

而 天 真 的 乡 下 孩 子 们 ，小 先 生 没
有 学 老 先 生 那 样 修 理 他 们 ，反 而
认 为 孩 子 们 像 清 澈 的 水 ，一 直 滋
养 着 他 。

这些乡村学生的故事，就像沙滩上
美丽的珍珠，熠熠生辉。多年以后，庞
余亮用笔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起名为

《小先生》，居然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
爱，也得到了韩少功、毕飞宇等名家的
赞赏，还意外收获了鲁迅文学奖。

《小先生》不仅仅写了孩子们的故
事，还写到了老校长、民办老师、代课老
师。校长为了应付检查，搞一些形式主
义，因为爱惜自行车，让自行车“骑”着
自己走。民办老师为了能转正，展开转
正大战，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代课老
师到了农忙季节，纷纷请假回家干农活
去了。从中可以体会到乡村教师生活
的不易。

《卷了角的作业本睡了》中写道：
“每次改完了学生的作业本，我都记得
把 学 生 们 作 业 本 上 卷 了 的 角 一 一 抹
平，还用几本书压上。”在《寂寞的鸡蛋
熟了》中作者又写道：“冬天来了，我去
县城人武部商店买了一件黄色的军大
衣。我就裹着黄军大衣刻蜡纸。天很
冷，罩子灯上的鸡蛋熟了，我把它握在
手中，揩着鼻子上的清水鼻涕，我觉得
生命中有一种东西正在被我犁开。我
知道，我已和以前的老教师一样，把寂
寞这张蜡纸刻成了一张试卷。”从这些
细致入微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在寂
寞中对教师职业的坚守。

《小先生》这本书，本来打算作为礼
物送给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的。拿到手
后，我先睹为快，一天的时间就读完了
它。书中的每个孩子，每个故事都温暖
到了我，让我对教师职业有了新的理解
和思考。

宁静的乡村，清澈的孩子们，庞余亮
的《小先生》值得一读，因为散文集中的每
一个故事都可以温习，都可以取暖。

我眼里的《小先生》
●谢春芳

慢 时 光 中 遇 见 迟 子 建
●韩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