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如旷野，再颠簸的生活，也要
闪亮地过！”

第一次拿起《到明朗处去生活》这
本书时，我就被其清新明丽的风格所吸
引。一股浓浓的暖意涌上心头，让我情
不自禁地想要去亲近它。

这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 2024
年11月出版，收录了史铁生、迟子建、刘
亮程等 21 位文学大家共计 36 篇散文作
品，《我与地坛》《暮色中的炊烟》《寒风
吹彻》《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等经典名篇
均囊括其中。书中的 36 篇美文佳作犹
如经过精心打磨而成的36封情书，或讲
述自在生活，或描摹自然风光，或书写
万物生灵……每一篇散文都在诉说着
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带着炙热浓烈的情
感，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阅读过程中，我无数次折服于这
些文学大家遣词造句的功底，他们的笔
总是能够高高地抬起，又轻轻地落于某
个角落，轻柔缱绻的思绪溢出笔尖，每
一页都写满了温暖和感动。

“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
合收藏。”史铁生的文字总是能够抵达
人心灵最深处的柔软。他写母亲的那
些文字，让我伏案流泪。那种对母亲的
怀念和愧疚，通过细腻的语言倾泻而
出，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遗憾和
痛楚。“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
化成的幽魂。”迟子建的文笔光亮澄澈，
像秋水照出晚霞漫天，她的文字中充满
了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让人在阅读时
收获宁静和安详。“落在一个人一生中
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
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刘亮程的
文字像从屋檐垂坠的雨滴，字字落到心
间，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孤独和无奈。
但也正是这种孤独和无奈，让我们更加
懂得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也
眷恋那样的时刻。宁静、轻松，心中饱
满得欲要盛放，脚步轻盈得快要起飞。
那时的希望比平时的希望要隆重许多
许多。”李娟的文字则处处蕴藏着满怀
希望的温暖和诗意。她的笔轻轻拂过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琐碎繁杂的日子
也吟诵出无限美好。

行走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充满
烟火气的暮色炊烟，感受和家禽们排队
散步的热闹，奔驰于内蒙古广阔的草原
上，聆听不同节奏的雨声，享受来自故乡
的美食……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
幅精美的画卷，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就这
样展露在读者眼前。不管是多么平凡的
生活，在作者笔下都尽显明媚与可爱，生
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在他们的笔下都像是
点缀了光，温暖直达人心。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我们
时常会感到迷茫和疲惫，好似跋涉于一
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找不到绿洲，
也看不见希望。而《到明朗处去生活》
恰恰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不仅
是一本书的名字，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生活太忙，美好偶尔会隐
没，但不会消失，它会在某个合适的瞬
间再次浮现，成为照耀生活的光。

生命的真谛，是在平淡的日子里发
现充满诗意的风景。心存阳光，所到之
处皆会繁花似锦，只要保持内心的明
朗，就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点滴温暖，生
活也会晴朗顺遂。

在这珍贵的人世间，愿你我都能做一
个温暖的人，到明朗处去爱、去笑、去生活！

我与陈富强老师相识于
十余年前，曾与他一起以国网
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钱海军同志的先进事迹为
蓝本，共同创作了长篇报告文
学《点灯人》，讲述了钱海军利
用一技之长为身边有需要的
孤寡、空巢、失独老人提供免
费的电力维修服务，从他为老
人修灯到温暖老人们的心灵，
从孤军奋战到团队作战的“成
长史”。

那次合作之后，虽然我们
日常见面不多，但我得其帮助
良多。在我眼里，陈老师是一
位勤奋的写作者，无论工作怎
样繁忙，依旧笔耕不辍。写作
者大多有自己的偶像，这些偶
像或为他们走上文学之路的
引路人，或为他们坚持梦想的
精神支柱。我一直很好奇陈
老师的偶像是谁。读了他的
新著《花朝月夕：一个中国工
人作家的文学编年史》（以下
简称《花朝月夕》），这个问题
便有了答案。原来，他的偶像
是那位被国人称为“大先生”
的鲁迅。

鲁迅先生的诞生地与陈
老师小时候的居住地相去不
远，从更大一些的地理概念来
说，他们同属一个故乡——绍
兴。同一故乡之人，即为同
乡。同乡之中，有这么一位伟
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任谁都
会感到骄傲吧！在《花朝月
夕》的自序里，陈老师通过自
己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交代了
自己与故乡、与文学、与父亲
的关联。这个梦与记忆互相
交织，讲了他年少时乘坐夜航
船去鲁迅故居，对父亲说“我

也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写文章”
的经历。寥寥数语，为人生这
本大书写下开篇之语。

如果说故乡以及故乡的
鲁迅是陈老师文学梦的起点，
那么文学这个梦则是他后来
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的支点。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
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显
而易见，文学也将陈老师撬到
了一定的高度，这在书里可以
管窥一二。

《花 朝 月 夕》由“ 一 九 八
四”“一九九九”“二〇〇四”

“二〇二二”四个部分，以及自
序、楔子和尾声组成。全书 50
万余言，以时间为序、事件为
链，主要讲述了陈老师的“文
学人生”，即他成长路上许多
与文学有关的具有特殊意义
的经历。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言，这
是“一个中国工人作家的文学
编年史”。“工人作家”是陈老
师的定位，“文学”是这本书的
文本之眼，“编年史”则是书的
体例。

书里的内容精彩纷呈，包
罗万象，有文人轶事，有旅途
风景，也有故乡人、故乡事，但
归根结底不离两个方面：电力
与文学。从小镇安昌走向省
会杭州，从入职电力行业到调
入《浙江电力报》，再到创办

《东海岸》杂志，围绕着人生中
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地理
坐标，他将自己与文学有所关
联的往事娓娓道来。在这段
讲述中，“电力”占了极大的比
重，重到让人觉得，若是没有
它，陈老师人生的精彩将会大
打折扣。

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人
在提起陈老师时，都会说他是
一个重要的“电力作家”，即
书的封面上所写的“工人作
家”。他数十年如一日，立足
岗位，写下了许多极有厚度且
在文学史上拥有一定地位的
行 业 题 材 作 品 。 比 如 2006
年，他和黄亚洲、柯平联合采
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亮
了》，是作家出版社迎接党的
十七大召开的重点献礼作品；
此外，还有《铁塔简史》《和太
阳一起奔跑》，均以大气的笔
墨，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电力工
业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近
些年，他又陆续创作了《能源
动力》《能源工业革命》《火焰
传》《中国电力工业简史》等
作 品 。 其 中 ，《能 源 工 业 革
命》还入选《人民日报》“2019
年值得一读的 30 本好书”推
荐书单。

早 前 ，我 与 陈 老 师 闲 谈
时，问及为何将创作重心放于
能源题材上，他说原因有很
多，但主要有两点：一者，他觉
得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力
行业，应该有一些作品来承载
它的历史与文化；二者，他觉
得作为长期在电力系统从业
的一名职工，应该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为这个行业留下一点
东西。

正因为心有所念，他不断
学习，不断钻研，一方面，使
自己如“得江山助”，写起能
源题材的作品来信手挥洒，收
放 自 如 ；另 一 方 面 ，他 将 文
学、简史、科普、学术、漫谈融
为一体，让自己的作品不落
窠臼。

而我之所以对陈老师充
满 敬 意 ，还 因 为 他 的“ 执 ”。
作文如做人，当有自己的态
度 ，在 这 本 书 里 ，哪 怕 有 些
事 情 不 好 明 说 ，但 寥 寥 数
语 ，依 旧 彰 显 态 度 ，让 人 深
以为然。

看着眼前的作品发表证书，
我的心里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喜
悦。这是阅读给予我的回馈，也
是推广阅读带来的美好果实。这
份喜悦，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
绚烂而温暖。回溯过去，阅读与
我相伴的成长之路清晰可见。

儿时的寒暑假，父母忙碌，我
便到县城与爷爷奶奶生活。爷爷
做过教师，爱书如命，常用潮汕话
教我念诗。在他的引导下，我早
早学会了自主阅读，当伙伴们嬉
闹于田间地头时，我已痴迷于《东
征》《西征》的诗歌中。阅读的种
子就此种下。

小学六年，每学期期末两科总
分我都稳居年级榜首，这份佳绩离
不开假期海量阅读的沉淀。午夜
梦回，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那些站
在领奖台上的瞬间。我接过校长
递来的信封，里面装着沉甸甸的奖
金。每当我把奖金交到妈妈手中
时，她总是笑得合不拢嘴，温柔地
对我说：“这是你的钱，你可以自由
支配，买你喜欢的东西，或者存起
来。”或许在那一刻，妈妈已经在我
心中种下了努力的信仰。

怀揣着对知识愈发炽热的渴

望，我踏上了前往镇上中学的求
学路。彼时，学校对面的那家书
店，成了我课余的心灵栖息地。
那里只需交点押金就能借书，午
饭后我便沉浸在书中，文字魔力
非凡，常让我顾不上休息。夜晚
做完作业接着读，母亲阻拦，我便
悄悄躲进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
继续看。

后 来 ，我 考 上 了 市 直 属 高
中。由于离家较远，周末我通常
不回家。学校里有一个宽敞的图
书馆，但只供教师借阅。一天，语
文老师对我说：“如果你想看书，
我可以以我的名义帮你借。”或许
是老师经常看到我向同学借书阅
读，又或许是对我这个课代表的
特别关照。于是，在他人玩耍时，
我却沉浸在书海中。那些书籍如
同宝藏一般等待着我去发掘，每
一次阅读都能让我收获满满。

在文学社团的熏陶下，我对阅
读更加热爱。我与伙伴们一起讨论
文学作品，一起分享阅读心得。因
为遨游书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
异；因为与文字为友，我荣获了市级

“优秀团员”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
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我

未来人生的激励和鞭策。
大学期间，我突破专业限制

广泛阅读，大二时获现场作文比
赛一等奖，开启写作之路。毕业
后入职市直属学校，借《师道》钻
研、参赛、写论文，顺利晋升一级
职称，阅读始终相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
始有所懈怠。高级职称似乎遥不
可及，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书，放下了；写作，更是彻底搁
浅。好在看到他人的奋进，我及
时醒悟，重拾书本和笔杆，找回初
心与斗志。

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带娃辛
苦，但我依然坚持遨游书海。我深
知文字对于我的意义和价值，不仅
让我更加充实和自信，还让我更加
懂得珍惜和感恩。每一次思维的
碰撞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
每相亲。”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
己喜欢的书籍，在阅读中成长，在
成长中阅读。因为读书如走路，
每一步都算数；因为书香能伴我
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留下
无尽的芬芳与回忆。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快速发展
的时代，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
而，随之而来的青少年手机成瘾
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家庭、学校
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
一名初中教师，我深感这一问题
的严峻性，也一直在寻找有效的
方法来帮助学生走出手机成瘾的
困境。近日，有幸阅读了高秋凤
老师的《脱“瘾”而出：如何让孩子
放下手机》一书。这本书不仅为
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方法，还让我深刻认识到在解决
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上家校合作
的重要性。

高秋凤老师作为一名经验丰

富的心理咨询师，在青少年手机
成瘾预防与干预领域有着丰富的
从业经验。书中，作者结合多年
实践经验和大量真实案例，将心
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恰如
其分地运用到青少年手机成瘾问
题的分析中，形成了全面、系统的
理论框架。

书中详细分析了青少年手机
成瘾的成因，包括家庭环境、学校
压力、同伴关系以及个体心理因
素等。通过这些分析，读者能够
更清晰地认识到手机成瘾问题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作者还
根据这些成因，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预防和干预方法，既有理论指
导，又有实际操作步骤，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使得整本书内容既深
刻又实用。

作者通过大量的真实案例，
展现了青少年手机成瘾的种种
表现和危害。这些案例既有共
性，又有个性，既有成功的干预
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通过这
些案例，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
解手机成瘾问题的严重性，同时
也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这些案例不仅增强了书籍的可
读性和趣味性，也提高了读者的
代入感和共鸣感。在阅读过程
中，我常常能够找到与自己学生
情况相似的案例，这不仅加深了
我对手机成瘾问题的理解，也为
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在解决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
上，家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作者
在书中多次强调，家长和教师是学
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者和引

导者，只有双方紧密配合，形成合
力，才能有效应对手机成瘾问题。

书中不仅为家长提供了很多
实用的方法和建议，如营造积极
的家庭氛围、制定合理的手机使
用规则、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和交
流等，也为教师提供了有效的干
预策略，如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组
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建立家
校沟通机制等。

我尝试将书中的一些方法
和建议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比
如 ，我 组 织 了 一 次 以“ 健 康 生
活，远离手机”为主题的班会活
动，通过讨论、分享和互动，引
导学生认识到手机成瘾的危害，
并 鼓 励 他 们 积 极 寻 找 替 代 活
动。同时，我也加强了与家长的
沟通和交流，与他们共同制定了

合理的手机使用规则，并鼓励家
长多陪伴孩子，参与孩子的成长
过程。通过这些努力，我发现学
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学习和生活状态也有了明显的
改善。作为一名初中教师，我将
继续努力学习和实践书中的理
论方法，同时也将积极与家长沟
通合作，共同为学生创造一个健
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此外，我认为，解决青少年手
机成瘾问题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
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专业
人士和机构关注这一问题。相信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一定能够帮助学生走出
手机成瘾的困局，迎接更加美好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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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困局，迎接美好

□吴春喜

——读《脱“瘾”而出：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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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微露，古建筑的飞檐翘角
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仿佛诉说着古
老的故事。杨大炜的《有趣的中国
古建筑》一书，带我们深入探索古建
筑领域，领略其独特的魅力与深邃
的智慧。

杨大炜是一位自媒体人，更是
一位热衷古建筑科普的传播者。自
2020 年起，他在抖音平台上发布关
于古建筑的短视频，采用边画边讲
的独特形式，内容通俗易懂，迅速吸
引了大量粉丝。

这本书是杨大炜对古建筑知识
的精妙诠释与生动展现。他以一根
木头为起点，循序渐进地引领读者
深入古建筑的奇妙世界。书中首先
聚焦于古建筑的屋顶样式，细腻地
描绘了庑殿顶的庄重、歇山顶的秀
丽以及悬山顶的简约。庑殿顶，常

用于宫殿、庙宇，其宏大构造与独特
形态，象征着皇权的至高与宗教的
神圣；歇山顶则多见于园林、楼阁，
其曲线优美、变化丰富，透露出古代
文人雅士对精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追求。随后，杨大炜又引导我们探
索古建筑的内部结构，从斗拱的繁
复工艺到藻井的精巧设计，从窗棂
的千变万化到屋脊兽的栩栩如生，
每一处细节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与匠人智慧，让人在赞叹之余，更
增添了对古建筑艺术的无限敬畏。

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古建筑的
各个元素，还通过趣味冷知识和民
间传说，使古建筑的故事更加生动
有趣。例如，杨大炜深入解析了太
和殿柱子数量背后的秘密，讲述了
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的休闲时光，
并巧妙穿插了与古建筑相关的成语

和俗语，如“栋梁之材”和“梁上君
子”，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
长知识、开阔眼界。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古建筑
的科普读物，更是一本蕴含深厚文
化内涵的佳作。在杨大炜的笔下，
古建筑不仅仅是砖石木料的堆砌，
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见证者。
从故宫的宏伟壮观到江南水乡的温
婉细腻，从北方的四合院到福建的
土楼，每一座古建筑都承载着独特
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以故宫为
例，其建筑布局遵循严格的中轴线
对称原则，前殿后寝，左祖右社，这
种布局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秩序
与宗法观念。而江南水乡的建筑，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与当地的自然
环境和商业文化紧密相连，体现了
江南地区独特的人文情怀与生活方

式。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
以了解到古建筑的历史背景和艺术
价值，更能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这本书在编排上也下足了功
夫。书中近 500 张精美手绘插图不
仅精美绝伦，而且极具表现力，将
古建筑的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介绍斗拱时，插图以细腻
的线条勾勒出斗拱的各个部件，用
阴影和色彩的变化突出其立体感，
使读者能直观地看到斗拱如何巧
妙地支撑起屋顶的重量，又如何成
为建筑装饰的点睛之笔，与文字中
对 斗 拱 结 构 和 作 用 的 讲 解 相 得
益彰。

这本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古
建筑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用心去
呵护和传承。杨大炜认为，中国古
建筑文化在传承其深厚底蕴与精湛
技艺的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融入
新的时代元素。只有保持这份文化
的灵动与创新，才能激发后来者的
探索热情，让古建筑文化在新时代
继续绽放光彩，为后人开启一扇持
续探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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