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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闪亮的名字》
作者：葛竞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此书由作者根据 11 位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生
平经历和先进事迹撰写而成，介绍了“人民科学家”
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顾方舟、程开甲；“人民教
育家”于漪、卫兴华、高铭暄以及“人民艺术家”王
蒙、秦怡、郭兰英等 11 位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旨在
向广大青少年读者讲述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的动
人故事，展现榜样人物真实的生活面貌和赤忱的家
国情怀。

《国王的游戏》
作者：大头马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作家大头马的最新小说集，收录八篇极
具魅力的中短篇小说，呈现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
世界。《幻听音乐史》邀请读者聆听一首“不存在”的
音乐，《全语言透镜》寻找一座文学上的加拉帕戈斯
群岛，《赛洛西宾 25》则关于一种吃下去就能顿悟自
己生命意义的神秘药丸……作为大头马“小说工程
学”的精彩展演，本书集知识性、技术性、结构性于
一体，有一种奇妙的文学的“未来感”。

《找事》
作者：何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著名经济学家何帆以其独有的大局观，解读了
新经济形势下的就业现状、市场形势等，致力于帮
助高校毕业生和年轻的就业群体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找到适合自己的事业。作者通过走南闯北的实
地调研，以及大量新鲜故事，帮年轻人解除职场烦
恼，找准自我价值，既有深度，又有温度。何帆基于
对真实求职场景和案例的观察，帮助读者思考长远
的人生规划。

（综合）

读完余华的《活着》，已是深夜。窗外一轮残月悬于
天际，木槿花在凉夜里瑟瑟地蜷着身子。

掩卷，几多感慨涌上心头。关于生命，关于生活，关
于生死，关于幸福。

余华的《活着》是一部将苦难写到极致的长篇小说！
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丧父、丧母、丧

妻、丧子……一个个死亡的故事为什么叫活着呢？
或许作者自序中的这段话会给我们一点启示：“人是

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事物而活
着。”是的，生活是自己的感受，不是任何别人的看法。

纵观福贵的一生：生活优裕时为玩乐而活，被抓壮丁
时为回家而活，终于回家后，为全家人的温饱而活，当身
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世后，才为自己而活。

福贵的一生是悲苦的，活着于他来说很难，但他的一
生却不是悲剧。这个人物是当时整个社会底层的缩影，
从他身上，我们更应感受到人性的宽广与丰富。

《活着》讲的是活着，换个角度，《活着》讲的也是死
亡。对于生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曾有过诸多探讨，如
孔子、老子、庄子等。

孔子对生与死，有深刻的认识。他对待生死的态
度，是贵生慎死。“朝闻道，夕死可矣”想必大家不陌生。
孔子认为生的意义在于明“道”，并真正执着于“道”的实
践，一个人若能做到这些，即便是死，也是无憾的。孔子
的 道 ，是 一 种 人 格 理 想 。 孔 子 所 说 的“道 ”就 是“仁 ”。

“仁”从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
人活着的价值，正在于人所具备的责任，为家，为国，为
天下的责任。

老子对生死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自然无为”，他的生

死观是贵道轻欲。他认为人在生死问题上应该遵循自然
规律，以自然无为为生存之道，而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追求过多的欲望，过度地厚待自身。无论是身体，还是财
富，不应该贪婪，而应该有所保留的“无”。无，才能使得
生命不断地延续，有，恰恰是生命的耗损。生老病死都是
自然而然的事，贪恋生，害怕没钱，害怕生病，害怕年老，
害怕死，因这些害怕，反而中途夭折。人应自然恬淡无
为，抱朴守拙，这是生命之道。

庄子的妻子去世，庄子却鼓盆而歌。列子去世，庄子
歌“道初混沌兮，化而有气……嗷嗷痛哭兮，不知天命。”
他将生死视为四季的更迭一样自然。在他看来，生死都
是自然的变化。所以，他不因活着而高兴，也不因死亡而
畏惧。这是庄子的生死观。

庄子把生死看作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那么我们普通
人当以此为镜。在生时，不追过去，不畏将来，活在当
下。坦然豁达，自然超脱这才是面对生死及超越生死的
人生应具有的修为及生活态度。

我们年少时曾热烈地渴望命运的波澜，渴望得到外
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人生最妙曼的风景，竟是内在的淡然与从容。

鲁迅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
视淋漓的鲜血。罗曼·罗兰也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
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苦难与福
贵一生形影不离，而他却把它们都变得云淡风轻了。

福贵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向苦难、向命运开战的人。
生命的短暂，生活的不易，命运的坎坷时时提醒我们

要珍惜幸福。
福贵与家珍的患难之情，凤霞与有庆的姐弟之情，福

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有庆与羊之间的温情……这
些无不在提醒我们，幸福就在身边，就在普通平凡的日复
一日里。

有庆每天光脚拿鞋跑去上学，为的是怕母亲做鞋太
累。福贵在送凤霞回去的半路上又折回来，为的是不
舍。二喜宁可自己去喂蚊子，为的是怕凤霞被叮咬……
文中俯拾皆是的有爱画面，让人为之动容。有人说，心里
有许多苦的人，只要有一丝甜就能填满。而正是这一丝
生活的甜，便足以让福贵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让他在断壁
残垣中破土重生。

记得四岁那年，邻居给了我一个红通通的大苹果，在
此之前，我没有见过苹果，更别说吃了。捧着那个大苹
果，我端详着上面深深浅浅的红色竖纹，心想那也许就是
阳光的印记吧。上面记录了光照、水分、湿度等密码。我
被苹果的馨香诱惑着，小心翼翼，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嚼
着。生怕一不小心吃快了，那幸福的味道就在不知不觉
间溜走了。

为了更多地感受苹果的甜美，我可以一下午什么事
也不干，只慢慢去吃一个苹果。那个下午的我满心欢喜，
觉得特别幸福。

福贵面对那些离去的亲人，心里也是会有一种幸福
的吧。庆幸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是自己亲手把他
们一个一个掩埋了。如果一定要有人承担失去亲人的痛
苦，那最好是自己。那些逝去的人，因有人缅怀，而延长
了生命的长度，对活着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读完这本书，觉得压抑却并不悲伤，而是获得了一种
生命的超脱和淡然。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
命的辜负。那么，既然活着，就好好活！

含着眼泪，我读完了拥有留洋经历和博士学位的复
旦大学青年教师于娟的遗著《此生未完成》，她在与癌症
抗争一年四个月 之 后 撒 手 人 寰 。 于 娟 ，这 位 年 轻 秀 丽
的 知 识 女 子 ，在 病 魔 的 摧 残 下 ，仍 然 写 下 如 此 灵 动 感
人 的 文 字 ，面 对 步 步 紧 逼 的 死 神 ，依 然 坚 强 ，依 然 谈
笑 自 若 。 读 完 之 后 我 的 心 中 不 仅 是 钦 佩 和 感 动 ，更
是 喜 欢 —— 这 个 小 女 子 着 实 可 爱 ，在 她 已 被 疾 病 折
磨 得 不 成 样 子 的 躯 体 里 ，仍 然 蕴 藏 着 这 样 坚 韧 活 泼
的 生 命 力 。《此 生 未 完 成》，正 是 闪 耀 着 生 命 之 光 的
文 字 。

于娟的性格很阳光。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这阳光
依然灿烂，她对生命依然珍惜，同时又对生命产生了深刻
的反思。她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和其他青年教师一样，面
临着双重压力：职称升迁、买房买车。她在《此生未完成》
中这样写道：“在生死临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
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
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
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
起，蜗居也温暖。”

我相信，如果于娟能活下来，她的人生一定会和以前

不同，她会更加超脱也更加本真。她的这些体悟，现在只
能成为留给同代人和后代人的一份遗产。

书中写 到 这 样 一 处 细 节 ，于 娟 做 完 一 次 化 疗 后 回
到家里，刚 19 个月的儿子小土豆趴在她的膝盖上，奶
声 奶 气 唱“ 世 上 只 有 妈 妈 好 ，有 妈 的 孩 子 像 个 宝 ”。
她 流 着 泪 想 ：“ 也 许 就 差 那 么 一 点 点 ，我 的 孩 子 变 成
了草。”

于娟的文字率真、质朴、生动。在《此生未完成》灵动
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她的鲜明的个性和聪慧的悟性，读
出了于娟那熠熠闪光的生命。

活 着 ，那 就 好 好 活
聂爱蓉

熠 熠 闪 光 的 生 命
——读于娟《此生未完成》

王自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