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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欢迎加入一城湖QQ群（群号：584666478），品书、
聊书，讲述你与书的故事。
●一城湖投稿邮箱：lcwbyichenghu@126.com。

作者：[英]毛姆
译者：张柏然 张增健 倪俊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毛姆的《人生的枷锁》（译文名著精选）主人公菲
利普·凯里自幼父母双亡，不幸又先天残疾，在冷漠
而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性格因此孤僻而敏
感。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让他饱受了不合理的学
校制度的摧残，而当他走入社会后，又在爱情上经历
了伤痛。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每跨出一步，都要
付出艰辛的挣扎，但思想和个性都独立不羁的凯里，
一直努力挣脱宗教和小市民意识这两条禁锢自己精
神的桎梏，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人生
的真谛。 聊城普禾书吧提供

作者：谢春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读懂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
的历史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和伟大成就，深刻阐释了中
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创造的伟大成就，内容涉及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全书以生动的历
史细节、深入浅出的语言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道理。 聊城市新华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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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笔记

初识金庸，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正
在上初中。

“男看金庸，女看琼瑶”。金庸小说里面的侠义
传奇、江湖恩怨、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以及曲折动
人的情节无不打动着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心。再加
上当时《少林寺》等武打影片的风行，可以说那时的
男孩子都有个武侠梦，梦想着学好武艺闯天涯，过
一把除暴安良的大侠瘾。有的同学甚至买来武术
教材，一招一式比着练习。

记得读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是《书剑恩仇录》，它
也是金庸写的第一部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陈家洛
学成了一身惊人武功，一出师就接任江湖大帮会红
花会的总舵主。更令人惊奇的是，乾隆皇帝竟然还
是他的亲哥哥。金庸小说能把虚幻的武侠故事和
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联系起来，让人产生“虚者不
虚、宛若真实”的感觉。

我最喜欢读《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等三人在
古城里的那段遭遇。那一段情节离奇，他们为了躲
避狼群和“人狼”，来到了一个消失了几百年、传说
中的古城。在那里，陈家洛机缘巧合地学到一套更
加玄妙的武功，出来后击败了一个以前略胜自己一
筹的对手。古城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奇异事情，读起
来真是有趣极了。

以后又断断续续地读了好几本金庸小说，有的
是借别人的，有的是在书摊上租借的。金庸的每部
小说都很精彩，读起来都能让人产生欲罢不能的感
觉。有时候为了读书，我都忘记了吃饭与睡觉。那
时候想，要是自己能拥有全部金庸小说，一次读个
够该多好啊！

工作后，手头逐渐宽裕起来，买书的念头也逐
渐强烈起来。在书店，我购买了《神雕侠侣》《飞狐
外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四部小说，每次买完
书后，都会激动地赶紧跑回家，第一时间用颤抖的
手翻开富含油墨香味的新书，认真读起来。读着
书，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金
庸小说了，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想读多少
遍就读多少遍。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把
自己的十几部小说编成了一副脍炙人口、易读易记
的对联。读着这副对联，读遍金庸小说也成了我的
目标。后来家里能上网了，自己学会了网上购物，
买书更方便了。我分三次买全了以前没看过的金
庸小说，小时候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的大部分空
闲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有些书都已经读过三四遍
了，隔一段时间再读，还是感觉很吸引人。

快意恩仇梦
● 冠县 刘爱新

《活着》是作家余华在 1993 年出版的一部作
品，讲述了农民福贵悲惨苦难的一生。福贵一生经
历了7次亲人的死亡，父亲被他气死，母亲来不及
救治，儿子被无良的医生抽干了血，女儿难产，妻子
病逝，女婿在工地遇难，小外孙吃多了豆子被撑
死。死亡，成了这个家庭的常客，而福贵则是那个
送葬人。这还不包括挚友及邻里乡亲的相继离
去。死亡，似乎成了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痕迹。

他伤心无助地看着亲友们一个个离去，最终只
剩下自己。歌德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
以谈人生。福贵的经历催人泪下，但他平静地接受
了命运的安排，并且依然热爱生命，坎坷却努力地
活着。

用一次次的死亡把短暂的幸福撕裂，作者似乎
在做一场实验，他想看看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究竟
有多强。读者等待着某个时期福贵的人生会有巨
变，幻想着命运让他经历波折后达到生命的高峰，
然后完成大团圆结局。但很遗憾，直到结尾福贵依
然是那个普通而又卑微的小人物，没有绝境逢生，
也没有苦尽甘来，他的生命没有目的也不存在升
华。

我们期待从这本书里找到活着的意义和答案，
余华自己给出了书写的理由，他说“人是为活着本
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就像一首满含沧桑的诗歌，它用朴实无
华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活着的
艰辛与苦楚。让我们体会到即便卑微，也要坚强、
乐观地活着。让我们懂得人性的光芒可以驱散苦
难笼罩下的黑暗。活着就是看尽人间百态，尝尽酸
甜苦辣，最后的坚持就是活着的意义。这体现了中
国一直延续的朴素生存观。就如余华所说：“活着，
在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叫
喊，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
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
聊和平庸。”

自省克己、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是
我们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广泛的德行，是
我们的文化、习俗、经验和力量。到了科技发达的
今天，传统的乡土社会与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同处
中国，两者互为张力。中国人从来不惧怕苦难，中
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因为受伤而折腰的民
族。我们大部分人是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不过我
们都知道，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泥沙俱下、有笑有
泪。苦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需要细嚼慢咽的东
西，我们更是在咀嚼苦难中坚定了自己。

活着的力量
● 聊城 薛晓璐

我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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