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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浮出历史地表》的续写姐妹
篇。作者分析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
代初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作品，在微观的文
本细读和宏观的语境分析之间寻求平衡，
突出这一时期世界语境内的中国经验和
女性生命经验的独特表达，呈现了女性写
作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
别的“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
与 写 作 规 范 的 同 时 ，难 免 与 女 性 成 为 文
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以及多
位女作家寻求超越这一境遇的尝试。

作 者 戴 锦 华 ，学 者 ，作 品 有《雾 中 风
景》《电影理论与批评》《隐形书写》《昨日
之岛》《性别中国》及《浮出历史地表》（与
孟悦合著）等。

《涉渡之舟》

《唐诗光明顶》

书中大唐最有魅力的诗人纷纷登场：冲
出岭南、征服长安的小镇青年张九龄；拥有
了一个少年最好的开场，从高峰跌落也能活
出诗情画意的王维；浑金璞玉又时而情商欠
费的李白；失意半生、终青云直上撑起大唐
一片天空的高适；徘徊在盛唐诗人圈边缘，
却逆袭成为时代最强代言的杜甫……他们
或昂扬、或闲适、或奔放、或傲诞，在盛世的
诗酒风流中兑现着天赋，写下最好的年华。
而高峰之所以为高峰，就是当遭遇从极盛的
顶峰掉头向下的失落时刻，他们的诗歌依然
能照见幽微、擦亮夜空。

作者王晓磊，笔名六神磊磊。著有《唐
诗寒武纪》《六神磊磊读唐诗》《给孩子的唐
诗课》《六神磊磊读金庸》等。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阅读李娟，完全是因为她在文坛产
生的“热度”，还有各方面的评论为她带
来的知名度，及至她的作品被改编成影
视剧热播，使她成为近年来文坛的又一
匹“黑马”。

我相信，评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
的阅读。

和我一样，许多读者开始关注李娟
——关注她的创作、关注她的生活，甚至
迫不及待地打听她什么时候再有新作
品。然而了解她，我从她的散文代表作

《我的阿勒泰》开始。
乌黑的头发，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庞，

说话有些腼腆，笑起来阳光灿烂，还有点
羞涩……这是现实中的李娟，也是文字
背后的李娟，就是这个笑呵呵、乐天派的
女子，不经意间给当代中国文坛注入了
一股清冽的“雪山融水”，让久已平淡、雷
同、缺少新意的散文写作得到了久违的
滋养。

关注李娟，实则是回归散文的纯粹。
李娟大多数的篇章写的都是她在阿

勒泰的乡居生活：阿克哈拉的草原和溪
流、哈萨克族百姓的四季牧场、雪地里撒
欢儿的牧羊犬、河边洗马的少年、捡石子
的女孩儿、屋顶上的炊烟、喀吾图镇的乡
间舞会和酒鬼、如黄金般铺展的向日葵
地……李娟看着边疆皑皑白雪下生命的
萌动和复苏，以汉人的视角，关照并书写
阿勒泰各民族的日常，把自己手中的笔
变成一支灵巧的短笛，吹出了一曲曲边
地“牧歌”。

同样题材的散文，有人比李娟写得
有思想深度，有人比李娟写得有文化厚
度 ，但 为 什 么 李 娟 脱 颖 而 出 ，能“ 火 ”？
我觉得，是因为她写得更纯粹。她的文
字 发 自 内 心 ，有 涉 世 未 深 的 女 子 的 娇
羞，也有在生活的寒凉中摸爬滚打的彻

悟，干净、洒脱，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恩。
她的作品基调与大千世界的喧嚣背道
而驰，文字更贴近阅读的本真，精神内
核更接近人的初心，艺术底色上，简单、
清澈、抒情、痛并快乐，极易引发读者情
感上的共鸣。

她没有婚姻的桎梏、不为爱情伤怀、
不受体制内工作的束缚，而是养花养草、
与猫狗为伴，在阿勒泰那片“北国天堂”
心无旁骛地挥动着手中的笔，挥洒她的
俏皮、记录她的日常、建构属于自己的文
学王国。这一切的确让她引人注目，而
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她写下的一篇篇精
灵般的文字。

李娟沿着自己的路子、按着自己的
性子，写日常生活，写周遭的鸡零狗碎、
小院儿里的春华秋实、成长途中的忧伤
快乐、打工路上的见闻奇遇。她写到不
高兴的时候，俨然一个小姑娘受了委屈
哭鼻子；写到高兴的时候，又活脱一个小
姑娘得了奖励无比开心。她写荒原上的
摩托、戈壁滩的泉流、旷野里的老树、雪
地里的烟花、爱吐舌头的外婆、衰弱的老
狗、铺天盖地的蝗虫……早已司空见惯
的题材，写出了她自己的味道和风格：调
皮、轻松、诙谐、苦中作乐，对生活不失期
待，对未来抱有憧憬，蓄满了一个女子在
悠悠岁月里的心事，而生命的张力，一点
点从笔下溢出。

有 多 少 种 文 体 或 许 就 有 多 少 种 写
法。读罢李娟的作品，不由得感慨：散文
可以这么写——摆脱既有条条框框的束
缚，文字变得轻盈，笔下便是心境的真实
呈现。

她的写作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留住人
心本来的纯真，让读者在远去的回忆里
慢慢找到共鸣。生命给予我们的其实很
有限，每个人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开掘美

好。李娟不仅绘就了“边地”生活的美好
图景，更写下了大多数人在成长阶段共
有的困惑和追寻。

李娟的文字散发着灵性之光，是天
赋，有与生俱来的语感。她的笔下几乎
没有深邃的思想，也没有什么“高大上”
的人生启迪，就是一个女子写自己的一
日三餐、烦恼琐事、欢乐忧伤，可一旦读
进去，就能得到共鸣。或许，好的文学
作 品 提 供 的 就 是 这 种“ 无 用 之 用 的 享
受”吧。

李 娟 坦 言 ，“ 最 安 静 与 最 孤 独 的 成
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
的。”她在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途中已
经描摹了弥漫着风雪的世事，已经写出
了与岁月共情的文字。她的文字是从阿
勒泰的冰天雪地里孕育出来的，因为孕
育文字的温床是干净的，她的文字色泽
便也纯粹而明亮，凝结成一篇篇“阿勒泰
的童话”，谁能说这不是属于她自己的经
典呢。

风 雪 交 加 的 早 晨 、阳 光 灿 烂 的 午
后 ，李 娟 行 走 在 乡 间 路 上 。 故 乡 的 坐
标 稳 稳 地 竖 立 在 她 的 心 底 ，即 使 人 生
的 寒 凉 卷 起 漫 天 雪 花 ，也 不 会 迷 失 回
家的路。小屋里的那盏灯跳跃着夜色
里的朦胧，握紧笔便是自己的阿勒泰，
便 是 遥 远 的 向 日 葵 地 ，还 有 一 条 条 铺
满风雪的“羊道”。这是李娟的写作矿
藏，在她的笔下充满灵性，生命由此焕
发蓬勃。

应该说阿勒泰的清风、明月、落日、
晚霞、枯树、烟花、溪流、雪山、草地、牧
场、飞瀑、旅人……以及长久以来共情的
岁月的抚慰与作者互相成全。在阿勒泰
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她以笔为鞭，策马驰
骋，纵然写作之路还很漫长，但岁月有
光，未来可期。 许玮

——李娟散文印象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重家风、严家教的
优良传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
形成了博大精深、内蕴深厚的家风文化。
良好的家风家教是润物无声的力量，值得
我们好好涵养和传承。近来阅读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李存山教授所
著的《治家——中国人的家教和家风》一
书，正好就立足我国丰富的传统家风文化，
着眼于古代人物家风故事，系统展现其核
心精神和特点，是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家风十章》《齐家——中国共产党人的
家风》的延续之作，读后使人受益良多、感
触颇深。

这是一本适合家庭收藏和共读的中
华文化通识读本。全书从卷帙浩繁的中
国历代家训家风中精心选取周公、孔子、
孟子、马援、诸葛亮、王昶、嵇康、陶渊明、
颜之推、李世民、房玄龄、范仲淹、苏轼、陆
游、朱熹、吕坤、黄宗羲、曾国藩、陈宝箴、

梁启超共 20 位代表人物，梳理他们说过
的经典话语，并以此为引，用具体的人和
事来彰显家风对于他们人格塑造和人生
功绩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将传统家风
的基本条目、义理融于鲜活的故事，娓娓
道来。旨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借鉴古代先贤的先进思想与智慧，从中学
习成功治家之道。书中语言通俗晓畅，故
事感人至深，内容涉及爱国传家、礼让传
家、忠孝传家、浩然传家、气节传家、规矩
传家、勤俭传家等中华家风的方方面面，
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这些历史先贤的高尚
人格与家风传承，为当代人传承和弘扬优
良家教家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
的作品《家风诗》，被认为是一个家庭内部
的精神纽带和文化传承。家风的传承往
往是与家训家规结合在一起的，家训家规
是 一 种 以 家 庭 或 家 族 为 范 围 的 教 育 形
式。《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教导侄子成王
勤俭执政时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
之艰难。”这句话后来成为诸多帝王用来
教育子孙后代做人不要贪图安逸享乐、骄
奢淫逸的名训。《论语·季氏》篇中记载的

“孔鲤过庭”的故事，体现了孔子对儿子的
教育理念：“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

立 ”。 孟 母 为 教 育 儿 子 孟 轲 而“ 三 迁 ”与
“断机杼”，可谓用心良苦。诸葛亮晚年的
《诫 子 书》是 一 篇 传 颂 千 古 的 著 名 家 训 ：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
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对
儿子的谆谆教诲富有感召力和深厚的人
生智慧，也是对如何培养君子人格的精彩
阐释。

作为一代大儒、理学宗师的朱熹，治家
同样严谨有方，他把儒学精华和自身的教
育思想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对朱子后裔
影响深远。他认为“子孙不得不教”，不仅
要教其礼、乐、射、御、书、数，更要教为人处
世的行为准则、慎独慎微的修养方法等。

《朱子家训》是朱熹关于治家、修身、处世的
家教经典，全文短短 300 余字，主要告诫家
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
尚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文明的人。
朱熹送长子朱熟去金华求学时写下《训子
从 学 帖》，叮 嘱 儿 子“ 交 游 之 间 ，尤 当 审
择”。他认为在交友的过程中要选那些德
行、学问好的人，不和那些品行差的所谓的
朋友们混在一起。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有治家
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这 8 个字源于他祖父曾星冈，但是形成很

好的家风还是在曾国藩这一代。他崇尚
勤俭家风，把“且耕且读”作为立家之基、
发家之道。他常对家人说：“持身俭，则自
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
永 世 不 堕 ；为 官 俭 ，则 以 俭 养 廉 ，居 高 不
败 。”他 还 指 出 ：“居 家 四 败 ：妇 女 奢 淫 者
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
客者败。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
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
味 。”要 求 即 使 家 境 宽 裕 ，家 人 也 应 勤 耕
种、好读书，只有自食其力、自求上进才能
力保代代兴旺。曾氏后人谨守家训，传承
家风，贤才辈出。翻开《曾文正公家书》，
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家常的书信集，更是一
部蕴涵着为人处世、持家教子智慧的人生
指导书。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
细胞，只有每个“小家”健康和谐，我们的

“大家”才能繁荣发展，而这正是千古传承
的思想智慧。我们应充分发掘中华优秀家
风文化的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以千
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
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
新风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

“家”力量。 钟芳

——读《治家——中国人的家教和家风》

最是家风能致远

与岁月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