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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
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刻画的几位
人物个性鲜明，即使在现代，人们依旧可
以从主角身上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人
生处处皆围城，不单是婚姻，杨绛先生说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遇到困难时，人
们常常会和《围城》中的人物产生共鸣，究
竟是逃出去，逃出那座困城，还是选择冲
进另外一座新城，这种困扰会伴随一生。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曾下定决心逃出
他的“职业围城”，我问他：“你找到新的围
城了吗？”他说是，且目标很明确，但他就
是不知道该如何进去。我思前想后有了
些感悟，于是说：隔行如隔山，围城如山墙
一般，你找到了门，但还少把钥匙。”他问
钥匙呢？我回答：看书。

我将书比作钥匙是因为它们有相似
的地方。人用钥匙开门，门后是新的空间
和事物；人们读书，也可接触到新的知识
和事物，并为读书之人开启新的大门。对
我来说，书房是家中最重要的房间，每次

读书必然是小心取下，读完后立刻放回到
书架上，每个书架上的书也不尽相同，如
史书和典籍都十分厚重，我将它们置于第
一层，书架中间的是长篇小说，社科类和
散文则置于最上层。我将这书房称为一
个“挂满钥匙的房间”，在我需要帮助的时
候，我总会在这房间中寻找解决之法，总
有那么一本书可以帮我走出困境，步入崭
新的世界中去。

小说中方鸿渐的学位证书是花钱买
来了，没有真才实学的他也只能跟着朋友
去到一个不知名的大学里教书，如果在别
的地方恐怕早就要被识破了。一个人处
于什么水平，那么他就将住在怎样的围城
里，所以当我们打算步入更高的领域，就
必须要读书，要有真才实学。人需要历史
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各种
书，但身上的钥匙也不能太多，多了腰上
未必挂得下，那么究竟该如何取舍呢？我
国的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曾写过《书太多
了》一文，我想对于那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来说很有价值。

吕叔湘在文中将读书之人分为四

种，第一种人是干脆放弃读书，吕老认为
这类人会内心惭愧，因当时是一个崇尚阅
读的时代，大家都将不读书视为耻辱。而
现在呢？实在不想多言。第二种人是只
读一类书，比如医生只读医学，官员只读
政治，教师只读教育，这在现今社会中很
普遍。第三种人是随大流，流行什么读什
么，今天穿越了，明天盗墓了，完全是将文
学当作交谈时的话题资本。而我想劝大
家成为的是吕叔湘所讲的第四类人。第
四类人会选择各学科内的好书来读，即

“精华阅读”。这些人常说：“我们既然无
法读所有的好书，那就让我们认识一下从
古到今东西各国最好的东西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吕叔湘的一个梦。
他在《书太多了》一文的最后写道：“有人
把书搁到衣橱顶上，有人把书塞在床下。
如果有钱，就可以请人抄材料，省下自己
的时间，等扩大了居住面积，我不但不必
和老婆孩子争地方，还坐拥书城。但愿在
不久的将来这不再是痴人面前说梦。”许
多年过去了，房子大了，书却少了，我们对
得起谁？

●暇观亭书话

读书最是有情物
梁云祥 本报讯 6月19日下午，周伟

散文集《乡村书》分享会在湘中图书
城“书里书外”举办，这是邵阳市文
联、邵阳市作家协会、邵阳市新华书
店主办的2017“书里书外-邵阳文
艺家沙龙”的第四场。

周伟，1971年生，隆回人。现供
职于邵阳市文联。国家一级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
理事，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
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邵阳市作协副
主席。著有散文集《乡间词韵》等多
部，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
两百余种选本和中小学语文读本及
试题。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冰
心儿童文学奖、孙犁文学奖、冰心散
文奖、邵阳市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
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等。

《乡村书》（现代出版社2016年
1月出版）艺术地全面展示了社会转
型期的乡村现状，除了追忆往昔，更
多的是当下现实的揭示与呈现，记
录乡土变革和时代变迁。同时真实
地反映乡村在文化冲突中的撕裂和
疼痛感，表现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
活和爱恨情仇，深入探索他们独特
命运的风雨波涛，充满激情地给以

剖析、描绘、抒发，显示其丰富的思
想内涵和生活美。在最真实与最痛
彻的文字下，对乡村理想进行了书
写与重构，拓展了散文的精神空间，
使作品负载了较高的文学价值与社
会意义。

分享会上，周伟就散文写作等
问题与现场嘉宾进行了互动，回顾
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分享了自己的
写作心得。 （刘振华）

我们时代的乡愁
周伟散文集《乡村书》举办分享会

法国大作家莫泊桑说：
“人世间最美丽的情景是出现
在当我们怀念到母亲的时
候。”母亲不但养育我们，还教
化我们。捧读文学名家笔下
的母亲，或美丽深情，或勤俭
善良，或坚韧耐劳，但都令人
印象深刻。

冰心把母亲看作是自己
生命的情思，心灵的故乡。她
的膝上和怀里，是孩子避风的
港湾。在《繁星》《春水》《我的
故乡》中，我们都能看到她母
亲圣母般的身影，都能听到她
对崇高母爱深情而热烈的讴
歌。在《我的母亲》一文中，

“母亲希望我早点娶亲，毕竟
三个弟弟都娶了媳妇，老大的

‘我’还是孤怜怜的过着流浪
的生活。她在担心孩子们家
庭的同时，总不忘教导孩子
们，也不忘做家务去关心身边
的人。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
且是我的知友。她有现代的
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
一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

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
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字里行
间，一种无私奉献的母性光辉
熠熠闪耀，令人幸福绵长。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
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
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
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
的。”老舍笔下的母亲形象非
常感人，她勤劳诚实、坚强善
良、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伟大
无私。很小的时候，老舍的父
亲死了，母亲撑起整个家，抚
养子女，生活很是艰难。在

《我的母亲》一文中，老舍写
道：“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
年是鲜红微肿的，她要给人家
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母
亲却无怨言，只说命当如此。
在家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
偷偷地考入师范学校，母亲四
处借贷，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除夕请假回家，母亲笑了，听
说还要回去，愣了。走时，母
亲递给我一些花生说，走吧，

小子。”品读此文，一位爱子无
痕，润物无声的母亲犹如近在
眼前，令人潸然泪下。表达了
老舍对母亲的热爱、赞颂、感
激和怀念之情。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里
讲述我和母亲的故事，散发出
浓郁的情感，凄婉动人。“她不
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
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
我心里的苦闷，知道有些事不
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
于不敢问。”面对残疾儿子，母
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摔
打东西时，母亲就躲出去。她
躲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听动
静，等到摔打声没有了，她才
回来，红着眼圈说，‘说北海的
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
走。’我狂怒地说，‘我不去！’

‘可活什么劲！’母亲这时哭
了，说：‘咱们娘俩在一块儿，
好好儿活……’这时母亲已经
患了严重的肝病，后来妹妹
说，母亲当时已因肝痛，整夜
整夜地不能睡觉。就在那一

天，说好第二天去北海公园，
母亲高兴地走出去；但是也就
没有再能回来。她忽然发病，
大口大口地吐血，去医院，死
了。”这篇文章中，母亲对子女
无限怜惜和疼爱的形象栩栩
如生，跃然纸上，读罢令人掩
卷良久，催人泪下。

母爱如细流，润物无声。
透过作家笔下对母亲的描写，
让我们感受到母爱的平凡与
伟大。美国作家惠特曼说得
好：“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
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
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
的赤子之心。”时间无尽，母爱
永恒！

●读书笔记

文学名家笔下的母亲
钟 芳

李公可样，六十有六，行
伍出身，邵阳县人也。其天资
聪颖，首创平仄倒推法作对
联，开全国联坛之先河，值得
倡导。焚膏继晷，勤奋好学，
孜孜以求，诗词曲联，无一不
通，擅长用典，诗作具文人之
气矣。其为人也，性蔼然，蜗
角虚名，蝇头微利，蔑视之。
不汲汲于富贵，不斤斤于得
失。胸阔无惎，人皆亲之矣！

其古今罗胸，山水寓目，
看日月运行，迓四时八节，察
风云变幻，窥社会窳败，觑舆
情鼎沸，睹兴盛衰落，念天地
长久，叹人生苦短，品世态炎
凉，味人间冷暖，物换星移，沧
海桑田。喜看党恩浩荡，江山
永固，繁荣昌盛，民富国强，与
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如此等等，储灌诗脾。于是
乎，感慨万端，其激情似火，思
如潮涌，情不自禁，诗兴大发
矣！“铁肩挑日月，妙手绣山

川”，赞母也；“将花削出尖尖
角，把土雕成脆脆酥”，形象
也；“赵后舞蝶飞柱上，秦青歌
燕落台边”，用典也；“剑光灿
灿映非雾，诗韵朗朗震若烟”，
夸张也；“坦途似网织花带，高
厦如云比靓装”，描写也；“蛇
岭擒鹰披雨雪，滇池捉鳖冒风
霜”，怀旧也；“翡翠璀滑缠紫
树，胭脂娇艳嵌茸丝”，写景
也；“横扫麦军如卷席，气吞恒
马似旋风”，气雄也；“霞耀香
香香醉弟，风弹脆脆脆迷哥”，
叠字也；“切切私言吹醒地，嘈
嘈急雨落昏天”，化用也；“异
树如琼环画栋，奇花似玛缀诗
茵，工对也；“黄鸟呖呖迷痴
月，紫燕喃喃剪碎云”，拟人
也；“玉貌花容光灿灿，神姿仙
态气雄雄”，奇特也；“为何如
此费心力？因是英豪血染
红”，问答也；“炼药申公已眠
岭，寻仙徐福未回廷”，忬情
也；“宝庆教师千万个，何人堪

比聂黄牛？”颂师也；“一花落
地一锤定，山也昂来水也昂”，
感慨也；“红腮杀士欲称霸，玉
面借威行扩张”，斥敌也；“张
口能吞千里海，睁瞳可望九重
天”，辞壮也；“歌舞如潮拍银
宇，火灯似斗灿金台”，场景
也；“纵横大道车争宠，栉比雄
楼葩竞娇”，颂词也；“汗水浇开
千亩萼，忠魂垒起万寻堤”，联
想也；“世人只有农民苦，不信
请君来品尝”，悯农也；“同祖同
根同欲旺，共甘共苦共遭灾”，
炎黄也；“最是昂头撑碧汉，满
园春色满佳音”，托物也；“鹰捕
飞莺莺翘尾，虎追奔兔兔回
头”，借喻也；“青岭和长天一
色，彩霞与白鹭齐飞”，借用也。

统而观之，其诗，或一气
贯注，飘洒动人；或音韵铿锵，
余味不尽；或想象丰富，结构
严谨；或词旨婉切，寄托深情；
或文字凝炼，意在言外；或意
境雄大，情调悲壮；或景色如

画，清朗明净；或构思新奇，不
落窠臼；或用字精妙，耐人寻
味；或气势雄伟，意境阔大；或
构思新颖，抒情深婉；或飘空
而起，蕴藉而结；或两用比兴，
情韵悠然；或情辞并茂，悲切
动人。总之，意境深邃，亦幻
亦真，幻如镜花水月，真如日
月星辰也。其诗如红日丽天，
如璧月映水，如繁星罗列，如
锦缎堆放，如芙蓉映日，如玉
树临风，如桃蕊朝阳，如翠柳
拂风，如龙腾虎跃，如钱塘涨
潮，如靓女敷粉，如俊男著彩，
如碧沼浮霞，如瀑布悬挂，如娇
姿水仙，如艳丽桃花，如鸳鸯戏
水，如龙盘虎卧，如珍珠罗列，
如玛瑙横堆，如西施貂婵，如飞
燕玉环，如凤舞龙飞，如琪花瑶
草，如众星拱月，如霞光万道，
如桃红李白，如柳翠草碧。总
之，山花烂熳，绚丽多彩，婀娜
多姿，异彩纷呈也。

余受聘湖南邵阳市老年
大学，授课诗词曲联也，可样
入胶庠学习，遂识之。今其蒐
集习作，裒然成帙，且已杀青，
写白付梓，索序于余，余欣然
为之作序，爰缀数语于其端，
旨在激励志也，岂有他哉！

是为序。

●序与跋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序李可样《麦兰荟萃》

聂荣华

2008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新
办了一种期刊，名曰《湖南民俗文
化》。来信约稿，还催得很急，正在
不知怎么交差的时候，忽然想起近
日在街上见到的一幕：一家酒店开
张，横写的大招牌上，怪样地挂了个

“店徽”（我这么称呼）。一个“口”字
稳稳地“坐”在中间，上边有个“五”
字，左边有个“矢”字，下边有个“止”
字，右边有个“未”字，转着一读，则
是“吾知足味”一句话。酒店是最讲

“味”的，“味”是口尝出来的，“口”宣
布说：“吾知足味。”那么，食客会怎
么样呢？还能怎么样？放胆大吃就
是了！

这样的广告词，真精彩！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四个字的外边，厚厚地加上一

个圈。里面的“口”，四四方方，外边
的圈，溜溜园园。外圆内方的是什
么？尽人皆知，是象征财富的“铜
钱”啦，俗谓之“孔方兄”也。

巫术认为，钱会找朋友，铜钱高
悬，远近的钱都会找上门来，你不想
发财还作不到呢！

好！就写一篇《现代广告与原
始巫术》去交差吧，小文就刊发在

《湖南民俗文化》的《创刊号》上。
这类广告词意蕴很深，值得我

们深入研究。希望有人作出更大的
成绩来。

梅山文化的会议开过四届之
后，我年事已高。2015 年 10 月正
式退休，自然退出了民协的各种大
型活动，也不再有多少研究成果问
世了。北师大与法国远东学院联
合搞了一个专题：梅山与道教。邀
请我参加，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
思之再三，婉拒了。

2013年，省文联60大庆，所属各
协会也奉命编辑了《纪念专辑》，统一
命名为《湖南文艺六十年·××协会
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次的“民协卷”与五十周
年的不同：无个人专卷，也无个人
单篇论文。而是由几位同仁共同
搜集资料，然后分八个专题综合介
绍的。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涉及较
多，成绩较大，但也点到即止，不作
深入发挥。总之，前一次，主要在
突出个人，这一次，主要在展示整
个协会。

我已经退休，又未在省协会兼
有职务。本来可以把我完全撇开
的。谢谢协会领导，上一次突出个
人，给了我一个“专辑”。这一次综
合评叙，也将小名提了两次。

《绪论》上说：“在民间文艺研究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巫瑞书、林河、龙海清、彭继宽、左汉
中、田顺新、王建章、刘城淮、何学
威、张劲松、易重廉、马铁鹰、田明、
潘年英、田茂军、郑天长、李跃忠、漆
凌云等一大批老专家与中青年学
者，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为
湖南省的民间文艺发展与繁荣做出
了积极贡献。”

《口头文学的研究》节中说：“湘
中地区也是民间口头文学蕴藏丰富
的地区，尤其是梅山文化的传承腹
地。一大批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梅山文化的研究方面。易
重廉先生较早对梅山文化进行了全
面的探讨。其梅山文化的研究论
文，在《楚风》《民间文艺季刊》《民间
文学论坛》等学术期刊发表，广受关
注。马铁鹰先生出版专著《梅山文
化概论》，较早对梅山文化的内涵、
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界定与讨论，他
又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届梅山文
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新吾、李
志勇、李新民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
出版长篇调查报告《梅山蚩尤》。刘
楚魁先生出版了《梅山婚育文化研
究》《湘中民俗文化》等著述。曾迪
先生出版了《梅山神坛》《梅山乡土》
等著述。在口头叙事方面，出版有
方吉长主编的《娄底民间故事》、曾
有幸的《湘中民间故事》等。”

前面说了，研究梅山文化，我本
是受少侨师的引导与鼓励才入门
的。少侨师归西，我失去了依靠，真
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继续走下去。
协会领导把我摆在最前，并说我的
研究成果“广受关注”，我惭愧！太
惭愧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我感谢民协领导对我的爱护与尊
重。

“暮色疑来早，夕阳漫自骄”。
我个人却只能不断地对自己提出
这样的诫勉与期待。（完）

附：我的民间文化研究四书
㈠《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民间文

学方阵·六人卷·易重廉专辑》，3.5
万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㈡《湖湘梅山文化研究》绝大部
分已发表，约20万字。

㈢《楚辞九歌文化研究》，除二
《湘》一篇外均已发表，约15万字。

㈣《敦煌民间曲词研究》，校正
部分已发表，注释部分未发表，约12
万字。

●学林漫录

回忆我的“民间文化”研究（四）
易重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