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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重读”滋味长
□ 路来森

读书，方法种种，重读是
其一。

重读，顾名思义，重复阅
读。重复阅读，不止于两遍，
可能会是很多遍，一读再读，
不厌其烦，常读常新，滋味
绵长。

《论语·为政》说“温故而
知新”，“温故”其实就是重读。
古今中外，喜欢重读一本书或
者几本书的名人，大有人在。
如，孔子喜欢读《周易》，竟至
于“韦编三绝”，编竹简的熟牛
皮，该有多么坚韧啊，可硬是
被孔夫子读“断”多次；博学如
苏轼，则对《汉书》情有独钟，
一读再读。外国作家，如阿根
廷作家博尔赫斯，喜欢重读的
书是《堂吉诃德》《神曲》《一千
零一夜》；无独有偶，英国作家
毛姆，也对《堂吉诃德》读之不
厌。博尔赫斯甚至说：“我一
生中读的书不多，大部分时间
都在重读。”他又说，“比阅读
更好的事，是重读。”

那么，重读的好处，究竟
何在呢？

重读，一遍一遍地对一本
书反复阅读，首先，就是“熟”，
对书的内容更加熟悉了，就会

“熟能生巧”。在读书上，所谓
的“巧”，其实就是阅读认知的

“角度”——— 对，重读，可以使
你不断找到新的阅读视角。
再进一步，就是“熟”能生

“思”，阅读角度不同了，思维
方式也就跟着改变，建立在新
的思维方式下，自然也就更容
易“温故”而“知新”，从而生发
出新的阅读认知了。

所以说，重读，可以使我
们的阅读更加透彻，从而抵达
彻悟的境界，得以从不同角
度，对阅读对象作出理解和
阐发。

这儿，还存在着一个重要
的问题，那就是：哪些书才值
得重读。

我觉得，判定一本书是否
值得重读，基本的标准是必须
有的。至少要符合以下几方
面：一是该书已然经过了一定
时间的考验，二是该书具备了
深厚的文化积淀，三是该书具
备意义上的多解性，四是该书
具备一定的语言典范性。

在此标准下，你可以自由
选择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本或
者几本书，作为重读的对象。

当然，纵是有如此基本标
准，仍然还是会“人各有异”
的，普通人大多还是按照自己
的情趣去作出选择，但作为一
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中国人
里面的一位真正的读书人，我

觉得，“经典”永远是值得重读
的书目。如：《论语》《老子》
《庄子》，《史记》《汉书》，陶渊
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
人的诗词等等。

如，许多作家，通常把《庄
子》作为一读再读的书目；更
有众多现、当代作家，则是把
鲁迅的作品，作为重读的
对象。

就我个人而言，经常重读
的书目，通常有如下几种：《论
语》《庄子》，《史记》，陶渊明的
诗文，杜甫、王维的诗集；现当
代作家，经常重读的作家有周
作人、汪曾祺。

尤其是《论语》，我有多
个版本，一直放置在桌案、床
头，不仅仅是经常翻阅，而且
还每每对比着阅读，以增强
其印象，加深其理解。我觉
得，一部《论语》，虽然只是简
单的语录体，但其内容，实在
是太丰富了。从前，听人谈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认
为是虚妄的，但后来经过反
复阅读《论语》才知道，此言
果真不虚也。一部《论语》，
不仅存在着“治国安邦”的大
道理，更有“修身齐家”的一
些小道理、小准则，它教你如
何做人，教你如何与社会和
谐共处，娓娓道来，有着耳提

面命般的亲切感，和春风化
雨般的滋润感。

所以说，我认为：一个中
国人，只要识字，第一本要读
的书，就应该是《论语》；第一
本值得重读的书，还是《论
语》。

社会在发展，书籍的出版
量也在呈几何级数增加，如
今，值得重读的书，再不能像
以前那样，仅限于一本，或者
几本，应该有更多的书，值得
你去重读。

正如旅美作家张宗子，在
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一个
人脑子里，如果没有几十部读
懂读通了的书，不离不弃，一
辈子重温不已，仿佛家乡或根
据地，又仿佛一个宝库，取用
不尽，作为安身立命的场所，
那么，涉猎再多，只如满天花
雨，往好了说，不过图个好看
罢了。”

“一辈子重温不已”“几十
部”书，多吗？对于普通人来
说，可能会认为多一点儿，但
对于一位真正的读书人来说，
可真是“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

广泛阅读，好书“重读”，
博观约取，才是最好的读书
方法。

□ 孙志昌
记得，前几年的一个周

末，我给一位同学打电话，想
周末约一下，到郊外放松一下
心情，劳逸结合，欣赏一下郊
外的自然风光。没想到，电话
一通，我还没说什么事，他就
说：“有事快说，我忙着呢。”他
这一句，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
说什么了，赶紧说：“没事，你
忙吧。”

后来，我从其他同学那里
了解到，他开了一家公司，规
模虽然不大，但效益还不错，
得到了市五星企业的称号，还
是县政协委员，天天忙得见不
到人，想找到他，除非生意上
的事。

看看他，再看看我自己，
没那么多事可忙，上好班，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业余时间
享受一下生活。看到他的成
绩，我在心里还是挺佩服他
的，也多少有点自豪感，毕竟
是同学。

现在，他的消息没那么多
了，即使听到他的消息也让人
的心情不怎么好。不是他的

身体出现了问题，就是家庭有
矛盾，据说一家人对他的付出
也不认可，主要是不体贴家
人，没有尽到一个男人的责
任。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如果
生活中，光顾着忙了，其他的
都丢了，简直成了一个工作机
器。时间一长，这样的人，谁
还能欣赏，谁还能喜欢？

我还认识一个开茶庄的
人，五十多岁了，每年都会到
南方种茶的地方去一趟，选完
茶，就会去放松几天，等茶叶
快到家了，他也回来了，什么
也不耽误。平时，他就在茶
店，摆上一张桌子，经常会有
朋友来品茶，听他讲一些茶的
知识。

有一次，我去买茶叶。他
给我称好茶叶，我说：“你天天
这样挺好，品茶、聊天，也不很
忙。”他没回答我的话，说：“要
不坐下喝一杯？”正好我也没
事，我说：“好吧，我也享受一
下。”

我坐下后，他给我倒了一
杯茶，说：“你看着我不忙，每
天生活得挺滋润的。店里事

也不少，我还要抽空学习茶叶
的一些知识，好做生意。做买
卖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所
以，再忙也要安排好生活，品
茶、聊天，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喝了一口茶。他接着说：

“人忙的是事业，但那不是生
活，做事业是为了生活，最终
还是要生活好才是。”

从茶店出来，我回味老板
说的话。是啊，人天天忙，宁
肯失去自己的生活，非要事业
有成。到头来，自己在家人面
前，就是一个摆设，没有丝毫
价值。

人的一生都想有所成就，
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很正常
的。人的一生不光有成功的
事业，还要有美好的生活，需
要我们用时间去创造，去培
育。再说了，人需要成功的事
业，也需要多彩的生活，这样
的人生才是精彩的，才是我们
所向往的。

在人生的旅途上，有着万
千的路要我们走，有着千万朵
花，需要我们欣赏。别只走一
条路，只欣赏一朵花，而忽视
了万千条路，千万朵花。

莫忘欣赏生活这朵花 享受阅读的快乐

□ 麦莎
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一个

人是安静的，心是温暖的。
其实，每一本书里都有一

条心灵的小径，但有时也会被
遮掩。早晨醒来，床头有一本
《中国随笔年度排行榜》，我随
手一页一页翻看着，有的文章
草草看一眼就过；有的文字因
为思想性，我自然会探究一番；
有的文字如茶一般，我就细细
地品味。

莫言出过一本书叫《小说
的气味》，道出写作之秘。作为
阅读者，我们就是找一种气味
或者说是味道，提供给我们阅
读，并享受阅读的快乐。我们
每天读书，是因为我们心灵的
空虚，我们的心需要慰藉，就需
要一些有味道的文字吸引我们
的心，并在阅读的过程，让自己
的情感如行云流水一般，去品
味字字句句里的草木香，体味
阅读带给我们心灵的那份
舒心。

一本好的书是有味道的。
我想到静心读过乔叶的小说
《拾梦庄》，读了一小段落，我的
心就被文字的味道和情节迷住
了，小说叙述的味蕾，让我津津
有味地品着，仿佛把我带到了
小说的情节中。该小说的一个
黑衣女鬼魅，是小说的一个虚
拟，是小说的一个吸引，是一个
结。读到尾声，小说的味道才
尽，但是余味绵厚。乔叶的小
说我阅读的不多，就三篇，这一
篇之外，还读过她的小说《打火
机》和《锈锄头》，阅读时，都是
这般欲罢不能，读后文字就暖
了心灵。想必这就是乔叶的过
人之处。

所以说，文学写作不是个
人发出的呓语，不是粗制滥造
的文字。一个作家要想让自己
的文字被读者铭记，就要写出
味道，大味小味，都如一道佳
肴，不仅要秀色可餐，也要品尝
时五味俱全。如果单是赏心悦
目的文字，没有深度，没有味
道，也就难免遗憾了。到一本
书里去，我们是一个心灵的饥
渴者，或喜淡味，或喜肉食，或
喜生猛海鲜，或喜一杯芳香耐
泡的铁观音，皆因自己的口味。
如果一篇文字高深莫测，仅仅
是语言的堆积，庸俗浅薄，我们
自然会徒手而返，还会败了
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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