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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

经常有人问我，网络时代还需要书籍阅读
吗？其实网络只是带来记录知识方式的变化，
因此也丰富了阅读方式：书籍阅读之外的界面
阅读；读书之外的读图；慢阅读之外的快阅读；
深阅读之外的浅阅读。

但是，记录知识方式的变化，并不是阅读
需求的变化，更不是书籍阅读的消失。信息不
等于思想，资讯不等于学问，养眼不等于养
心。网络阅读活在当下,书籍阅读付诸思考。
这一切，只靠网络阅读显然是不够的。

书籍阅读有两类：专业阅读与人文阅读，
对应人的智商和情商。智商做事，情商做人。
兼具智商和情商，是诗意的人和人生。

做事要靠智商。我以为，智商大体包括了
六种能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
力、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也就是认识客观世
界并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颇得曹操父子器重
的人，复姓邯郸，单名淳，曾在魏文帝曹丕身旁
做事。邯郸淳撰写了古代笑话集《笑林》，共三

卷，现存二十余则，其中一则是《长竿进城》：
“鲁有执长竿入城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
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
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
依而截之。”

这个拿着长竿进城的鲁人智商太低，只知
二维空间，不知三维空间，竹竿太长，竖着比城
门高，横着比城门宽，就“计无所出”了。这个
自我感觉良好的“老父”更荒唐，教鲁人的办法
居然是将竹竿锯断。这样，城倒是能进了，但
是长竿就没有了。没有智商，的确很蠢啊！

但是如果只有智商却是人的短板了。只
有智商，只知道自己工作的实用意义，不知道
自己工作的价值意义，工作带来的愉快也就有
限了。工作就成了“混碗饭吃”，变为负担。只
有智商，只能谈技术，谈专业，不了解自己，也
不了解他人，只知“硬件”，不懂“软件”，这样的
人生也是枯涩干瘪的。

情商也是一种智商，是情绪智商，是人在情
绪、情感、处理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能力，它
的核心是人文修养。智商了解“是什么”，情商
追问“应当是什么”。情商表现为对人生终极价

值的关怀，对生命意义的探询和追问，情商帮助
人获得正确的得失观、使命感和大视野。这样，
就能更好地管理情绪，自我激励，与人友善，看
得到，想得开，提得起，放得下，善于调整自己，
拥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人生风度。

情商高的人更能够用人性的眼光对待事
物和对待他人。情商高的人富于幽默，只有智
商没有情商的人和幽默无缘，一是一，二是二，
刻板无趣。幽默是从高处打量生活的智慧，是
阴天里的阳光，沉重时的轻松，人际关系的黏
合剂。数学家华罗庚在19岁的时候得了伤
寒，造成左腿残疾，后来走路都要左脚先画一
个大圆圈，右脚再迈上一小步。对于这种步
履，华罗庚却幽默地戏称为“圆与切线的运
动”，展现了他高于生活的阳光性格。

书籍阅读也与此对应，有两类阅读：提高
智商的专业阅读和提高情商的人文阅读。一
个专业的阅读属于一个特定的人群，而人文阅
读则属于每一个人，伴随着人的一生。

专业阅读是求真的，而人文阅读是求善和
求美的。它从内在提高人的品位，使人有精神
追求，有理想之光。庄子说：“无用之用，方为

大用。”人文阅读就是如此。
专业阅读是功利阅读，为了推进、提升工

作和事业，有时也为了满足求职、文凭、升职等
具体需要；而人文阅读是超功利的，为生命、为
成长、为精神滋养而阅读。其实，人的一生中
的人文阅读，真正记住的并没有几本书。忘掉
读过的东西，你并没有白读；忘掉读过的东西
的过程，正是在无形中塑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
和言谈举止、塑造气质的过程。

人文阅读的中心是元典阅读，元典是经过
历史淘洗的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时代的穿透
力，内蕴了人类一些有永恒价值的元素。元典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经
典，比较恒定。因为思想性、智慧性的东西，越
经过历史检验和人生经验的沉淀，越向深度发
展，正如古人所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这样说元
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
的书。”“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
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在我们国家，孔子、老
子的书都是哲学元典。《论语》至今还具有强大
的穿透力，在反腐倡廉的今天，“政者，正也”，

谈得多好啊！又比如老子，在社会上的浮躁风
气里，“上善若水”的老子给我们送来的是一股
清水。

读书现在已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呼唤。读
书应该内化成我们生命的需求，成为我们的生
活方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4月
23日为“世界读书日”。主旨宣言说：“希望散
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的还是年
轻的，无论你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你是
患病的还是健康的，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
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
学、文化、科学、思想的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
产权。”

为什么确定在4月23日呢？这是因为西
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都是4
月23日出生的，塞万提斯是1547年，莎士比
亚是1564年，他们又都在同一天——1616年
4月23日去世。

英国学者培根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出自他的《沉思录》。
这是智者之言。唯有知识者才有力量，唯有力
量者才能创造辉煌。

网络时代的书籍阅读

古镇的早晨（中国画） 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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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

重庆的春天，最先的信使是南山的玉兰。虽
说山下的重庆人还在纠结大衣能否换成夹克，倒
春寒哪时会应约而至，山中的白玉兰却已独俏起
来。

此刻南山植物园里还冷清了点，有几个探春
的外地人，或者不怕春雨的准新娘，备着羊绒披
肩，对着相机嫣然一笑。那高高的一树花朵特别
抢镜，冰清玉洁的硕大花瓣，努力绽放，华美得耀
眼，甚至像艳丽的假花。

出几个大太阳，杜鹃也开始一丛丛铺开了，
这常见好养的花儿，如燎原星火般漫山乱开，红
红火火的。南山的放牛村，有一个杜鹃园，里面
全是修剪成球形的大朵杜鹃，沉浸其中，立马变
成爱丽丝梦游仙境。

慢慢地，桃花梨花一起赶趟儿。桃花粉嘟嘟
的，那颜色看着让人想起十四五岁少女的腮红。
总能看到逛山的人手一束桃花，老的小的，都喜
气地嚷嚷：走桃花运走桃花运！

桃花盛开的时候粉嫩娇艳，如同少女春心萌
动时羞涩嫣红的脸庞。梨花却低调得多，有点孤
单单地在农家小院前白茫茫一片，但它是最适合
在月下或雨后观赏的花朵，对着满树飞雪，文人
们施施然吟出一首首好诗来。

栀子花香得不像话，用重庆话说，浓烈却一
点“不闷人”。这是南山最接地气的花，常常在菜
市场出现。把雪白的栀子花和绿油油的菜叶同
时带回家，拿个玻璃杯子一插，可以香上好几天，
也算老重庆人的生活小情趣。

南山开得最声势浩大的还算樱花。单单植
物园内，樱花的品种就有 80多种，种植规模
150余亩上万株，从春节开始直至4月中旬的
两个半月时间里，随时都可以欣赏到美丽樱花，
品种包括染井吉野、阳光樱、江户彼岸、白妙、花

笠、红绯衣及垂枝樱花等。
樱花花瓣累累，厚重肉感，如云似霞，华丽坚

决，仿佛发了狠地要夺整山的花魁。樱花次第盛
开，重庆的春天就彻底来了，人们轻灵地穿着鲜
艳单衣在花下徜徉比美。对于地道的重庆人来
说，每年春天上南山赏花像是必修课。花树下几
张照片一拍，就顺势在那暖暖的阳光下、浓浓的
花香中一躺，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南山街道的涂山湖也是春天一景，整个公园
分东西南北打造四季景色，湖东面参差的民居被
错落有致的植被替代，与后面南山相连，构成“翠
堤画屏”的春季意境。湖边，望得见重庆第二外
国语学校身着红色校服的学子们，他们也是春天
的花朵，面孔英气、生机盎然。

湖的对面，就是著名的黄桷垭老街。175栋
风格独特的巴渝建筑星罗棋布于老街两旁，每一
栋都写满过去的故事。这条800年茶马古道，如
今已成城市新地标。这里有川东第一道观“老君
洞”；有一栋如四合院的青砖木屋，是著名作家三
毛故居，三毛从出生到6岁都生活在这里，1948
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90年曾回来过；贵州商会
馆、大夏驿站、孔二小姐的饭馆，刘晓庆的艺术馆
……再往上走，就是曾经的铁路疗养院，建于清
代的文峰塔矗立山顶，电视剧《一双绣花鞋》曾在
文峰塔取景。

重庆邮电大学也是一定要去的，那里培养了
很多科技人才，春天的校园樱花绚烂，绿色满
眼。很多人舍不得下山，等到渐渐暮色四合，从
一棵树观景台或者“壹华里”往山下望，一家一家
的灯火次第绽放，重庆的夜景华丽而亲切。

人间四月天，南山最美时。这里每一朵开在
枝上的花朵，每一只清晨啼鸣的鸟儿，都提醒着
山林的富饶、乡村的深情、农人的奋进，让能够享
受每个南山春天的游客，倍加珍惜花期，珍惜季
节的馈赠，快乐享受无限的春光美景。

春 到 南 山□王文胜

小面，顾名思义，突出一个“小”字。
首先店面一般比较小，通常七八个平方

米，顶多十来个平方米，如果有二三十个平方
米那就称得上是“巨大”。

吃面的桌子也小，学生课桌一般，两边要
坐四个人，有时过道一侧还得挤上一个。四
五个面碗挨在一起，一不留神筷子就夹到别
人碗里了。

吃面的碗也小，比一个巴掌大不了多少，
最多两个巴掌大。面条也小，应该说细，一个
意思，细点的铅笔芯那么粗，粗点的韭菜叶那
么细。

小面的分量也小，这和北方人吃面条完
全不同，北方人的碗叫“海碗”，像个小洗脸盆
似的，脸探进去能淹死人。北方还有一种面
条叫裤带面，裤腰带那么宽的面条。在重庆
一般男人吃三两面，女人吃二两，甚至还有吃
一两的，到了北方通常是四两起坎，吃个半斤
八两也是常有的事。

都说北方人豪爽，其实重庆人一样豪爽，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但在吃面条这件事上，
重庆人可就“小气”得多了，精细得多了。在
北方，面条煮好后倒点酱油、醋什么的，放进
煮熟或炒熟的肉，再来几瓣大蒜就差不多
了。重庆小面可不行，如果这样做，那是对面
条的不尊重。

正宗的重庆小面是纯“素”的，先打佐料，
空碗里放少许酱油、姜水、蒜水、红油辣子、味
精、鸡精、猪油、熟芝麻、芝麻酱、花椒粉、醋、
熟碎花生仁、榨菜粒……然后挑入煮好的碱
面，浇适量高汤，再放适量烫熟的叶子菜，最
后撒上适量的葱花和香菜，基本上是大半个
厨房里的东西。

精彩的生活是由无数个细节构成的，仅
从这些，就看出重庆人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
不马虎、不将就，实打实不玩虚的。对于重庆
人来说，快乐也许很简单，一碗醇香四溢的小

面足矣。
重庆小面的店家众多，品牌数不胜数，什

么板凳面，眼镜面，莽子面，棒棒面……名字
越接地气，生意越好，深藏功与名。

各家都有自己的绝活，都有看家本领，有
的在海椒油上，有的在佐料配比上，有的在面
条材质上，有的在汤底上……反正总有和别
人不一样的东西。要是全都一样，别人凭什
么非得到你家去吃？

小面就是这样，小处不可随便。小面就
是这样，虽小却好。

好是好，可小面要想做得好吃，那还是
要下真功夫的。千万不要以为面条就是面
粉和上水，再用机器压制就行了，那得用高
筋面粉加盐，高级点的还得加鸡蛋，千搓百
揉才能筋道光溜。辣椒油不要以为就是干
辣椒面里倒入热油就行了，那得把红辣椒用
油炕干炕熟后，放石臼里细细地捣……油辣
子是小面的灵魂，一家小面好不好吃，八成
以上都是靠这个。油辣子都是“秘制”的，它
的技术和银行卡密码一样，都是老板家的最
高核心机密，是全家人的饭碗。不知道是不
是传男不传女？

做小面有技术，吃小面也有说道。小面
和火锅都是重庆美食的脸面，但火锅通常是
一大群人围坐在一起，而小面适合一个人去
吃“独食”。先把碗里的东西“和转”，然后趁
着暖暖的白雾弥漫，筷子夹得多，嘴巴张得
大，呼噜噜疯狂吸入。狼吞虎咽，风扫残云，
速战速决，从头到尾一直低着脑袋，让鲜香气
不带停留地直下肠胃。吃完擦一擦红红的油
嘴，讲求的是淋漓畅快，“快感”通常不超过五
分钟，吃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

小面虽然出身“卑微”，但没了它，生活总
感觉缺了点啥。小面虽小，影响力可不小，以
小搏大，在全国遍地开花，到处都能看到它的
身影。小面低调，不张扬，既可以当点心，填
充吃完大鱼大肉后仍有空缺的胃，也可以当
正餐，满足饿了之后的口腹之欲。

如果有人酒足饭饱后打着嗝，喊着：“服
务员，再来碗小面！”这只能算小面粉丝里
的初级粉——“木头粉”。如果有人吃完了
小面还把汤喝得一干二净，这就是“铁粉”
了。如果最后喝完汤还伸出舌头把碗舔得
比脸都干净，那就绝对是“钢粉”了，还是合
金钢。

重庆人成就了小面，小面也成就了重庆
人。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小面馆叫“无名
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老板不知道
该取个什么名字，他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就

“无名”。可这个小面馆一点也不“默默无
名”，每天门庭若市。老板说他的小面技术是
花了一年工夫偷师学艺，再花一年时间潜心
琢磨得来的。

现在，老板已经不亲自挑面了，他说挑
出了肩周炎，请了两个亲戚做帮工。老板
是农村出来的，他得意地说他挑面在城里
挑出了三套房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每人
一套。

南山有一对夫妻，男主人原是重庆饭店
的厨师，吉他弹了30年，已出神入化，人称

“中华大曲库”。女主人原是银行职员，后做
杂志社编辑。他们自己动手栽花、种树、修木
屋，建起了“沐歌小院”。男主人煮的小面唇
齿回香，让很多朋友趋之若鹜。现在又手工
制作半成品袋装小面，一箱一箱被带到全国
各地。我曾在外地吃了他们的袋装小面，送
给他们一句话：此刻，人到不了“沐歌”，但味
蕾可以。

小面让他们夫妻俩身心愉悦、时空自由，
过上了很多人向往却无法企及的生活。

听说重庆小面一年的产值有400多亿
元，没想到吃碗小面就拉动了GDP。它给无
数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带动了种植、加工、
运输、物流等相关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不可小觑。

小面不小，大有乾坤。一碗小面，装满了
整个重庆。

小 面 不 小

□李晓

用文字去梳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为
一座城市写下一部深情的传记，这是对一座
城市的感恩。一座城市，也因为文学富有温
度的书写而厚重，在历史的天幕中经久闪
耀。

这些年来，生活在城市的一些作家，相
继为城市立传。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
的《北京传》、蒋蓝的《成都传》、叶曙明的《广
州传》《中山传》……这些沉沉大著，置放于
我的书房，让我与这些城市尘缘未了，在阅
读与冥想中常常隔空凝望，长久出神。

蒋蓝为成都写了9部书，近百万文字的
《成都传》更是浸透了他融入心血的书写。
蒋蓝这样表达他写《成都传》的初衷：“城市
传应该像人物传记一样，赋予它七情六欲，
凸现城市的性格。”在《成都传》里，横跨四千
年历史时空，涉及地质、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方方面面，工程浩大，头绪繁杂，作家用
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依次出场，立体呈现出这
座城市悠久的历史脉络。

浮现起成都的容颜，闪现记忆屏幕的，
大多是历史上那些文人墨客熠熠生辉的文
学书写。而今，留下司马相如传说的驷马
桥、琴台路，忧愤杜甫留下的杜甫草堂，它们
都是成都历史线装书上厚厚的一页。作家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也是以成都
生活为大背景。而今，成都为敬仰的巴金老

先生保留了两个供后辈们长久怀旧追忆的
去处：一处是慧园，它的原型是《家》中的高
家花园；一处是巴金文学院，里面是巴金先
生一生的文学足迹。今年已108岁高龄的
作家马识途，一辈子的文学书写大部分都是
围绕着母城成都进行，在他的文学作品里，
关于成都的方言、民俗等栩栩如生。成都，
而今是一个作家云集的都市，有关成都的文
学书写，让成都成为一座更为亲切贴心的
城。

想起一座城，那些古今作家文人的文字，
成为我们靠近它港湾的缆绳。在浩如烟海的
古代诗词里，星斗般的文字让城市穿越历史
长廊迢迢而来，让我们今天凝视的眼神深邃
而明亮。在现代当代作家中，老舍的小说与
戏剧里对北京的入骨描写，让京味十足的这
座都城永久活在了历史里，都市里也升腾起
袅袅乡愁。上海的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
天津的冯骥才、蒋子龙，银川的张贤亮，西安
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济南的张炜，南京的
苏童、毕飞宇，沈阳的鲍尔吉·原野，大连的邓
刚，厦门的舒婷……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几
个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用文学的书写赋予一
座城市丰富鲜活的灵魂。

作家与城市之间，是相互馈赠。一座
城，给予一个作家生命的骨血，那么回报这
座城市的，就是用文学的表达，让城市存活
在记忆里，横卧在历史中。

那年春天我去杭州，这座温情的都市

里，而今还飘荡着一个古代文人衣袂飘飘的
豪放身影，有条马路叫苏东坡，有条河堤叫
苏堤，有道美食叫东坡肉。苏东坡与杭州，
已血肉一样相连，仅仅是诗词，他就为杭州
倾诉了300多篇。

苏州是我心心念念的一座城市，那座城
市里有我敬重的一个作家，他是陆文夫先
生。那年去苏州参加一家杂志的笔会，我见
过先生。那天，先生瘦骨峥嵘的脸上，一双
眼睛清亮如山泉，又幽深似古潭。我们围坐
在先生周围，感受到他身上老苏州城庄重古
雅的气场。而今，先生已离开尘世18年了，
但他的老灵魂还寄居在苏州人柔软的心田
中。这个一生匍匐在苏州城散发古风漫漫
气息的作家，他对苏州味道终身缠绵，写下
了《美食家》等经典文学作品。在他的文字
里，我面前浮现起他穿过古苏州城的身影，
他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永斋去买野味，
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

再眺望一下世界上那些“文学之都”，雨
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还在巴黎悠远
回荡，伦敦的剧院里还在演出莎士比亚的戏
剧，歌德的巨著《浮士德》留下了法兰克福那
一群知识分子浮雕般的形象，莫斯科的博物
馆里还藏有托尔斯泰的手稿……这些伟大
文豪的灵魂书写，让这些都城光耀不朽。

文学，让一座血肉丰满的城市灵性地飞
扬，让一座城市在大地上结下丰硕果实，品
尝这些醇香果实的人，在无限地绵延。

在文学的长河里读一座城

【世界读书日专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