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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10■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解放碑重庆书城、当当书店、西西弗书店
等多家书店发现，随着暑期的到来，书店成为学生阅读、购书的好去
处，书店的客流量和营业额有了显著增长。

学生喜欢阅读什么类别的图书？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家长和学
生又该如何选择？如何利用暑期培养孩子阅读和学习习惯？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在书店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
中小学生利用暑期“充电”

“宝贝儿，你是最棒的！”8月6日，在南岸书城第四届童心故事绘
“我是故事大王”大赛上讲完《丑小鸭》的故事后，走下舞台的余佳潞被
妈妈冯菲使劲表扬了一番。

当天，记者在南岸书城看到，书城几乎所有座位都坐满了读者。
还有一些读者席地而坐，捧着图书阅读，画面温馨。

参加“我是故事大王”大赛的小学生，很多人都是“小书虫”。冯菲
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女儿除了参加这项全民阅读活动，每天都会阅读
半个小时以上，“她最近很喜欢读故宫题材童话《故宫里的大怪兽》，还
会通过‘凯叔讲故事’App听《西游记》《三国演义》。”

不少中小学生和余佳潞一样，自觉利用暑假“充电”。“书店非常舒
服，还能读到自己喜欢的书。”当当书店内，刚刚小学毕业的杨旭尧告
诉记者，他经常自己一人从七星岗坐公交到解放碑，在书店一待就是
三四个小时。

很多学生还利用暑假时间预习下学期课程。在重庆书城教辅图书
销售区，记者看到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李昶玮在选购英语方面的教辅
书。“我下学期读初二，很多同学都在预习下一学期的课程了。”李昶玮
认为，暑假是自学的好时机，所以他隔三差五都要来书店看书、购书。

“百本好书送你读”受欢迎
青少年读者热衷阅读中外名著

“爸爸上班时，顺路把我送来这里看书。”重庆书城一角，15岁的中
学生李珺正认真阅读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活着》。她说，阅读是自
己最喜爱的休闲方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小学生暑假热衷于阅读中外名著，从中
汲取成长的养分。

数据显示，7月1日至8月6日，全市新华书店销量最高的25本书
中，有《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草房子》等多部著名儿童文学作
品。“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推荐图书中，《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三
体》《人类简史（新版）：从动物到上帝》《边城》《傅雷家书》等图书的销
售量位居前列。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暑假期间，该馆图书借
阅量增加，借阅量较多的图书有《笑猫日记》《舒克贝塔传记》《郑渊洁
十二生肖童话》《青蛙合唱团》《皮皮鲁和思想手》等儿童文学名作。此
外，该馆配合“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设置了活动专区，活动推荐的《爱
的教育》《小王子》《宝葫芦的秘密》等图书最受小读者欢迎。

在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钟代华看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到书店、
图书馆读书、借书，这是一件大好事，是书香重庆建设成效的体现。

亲子阅读中要注重互动
读儿童文学可以让人永葆童心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很多家长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不知道如
何挑选适合孩子的，也不明白该如何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暑假要求孩子一定读完多少名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发他打
开书本，从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乐趣、收获成长。”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
联合会理事王晨宇说。

他表示，除了引导孩子在家里广泛阅读，也要建议他们到图书馆
或书店，去和年龄相仿或阅读兴趣相近的读者交流，在交流碰撞中能
够提升他们对阅读的兴趣。

在亲子阅读过程中，也要注重互动。这样，在阅读过程中，孩子提
出问题，家长可以给出很好地回应。家长解答不了时，可以引导孩子
进行思考和探索。家长可以通过阅读《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说来听
听》等图书，学习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挑选图书时，要尊重孩子
的意见，还可以参考权威机构发布的阅读指导目录和国内外重要童书
展的获奖图书榜单。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蕴含着美的情感、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
的意境、美的哲理，适合任何人阅读。”钟代华说，对孩子来说，读儿童
文学可以培养道义感、同情心、想象力和审美情趣；对成人而言，读儿
童文学可以让人永葆童心。

钟代华认为，培养阅读兴趣，分级阅读很重要。幼儿园小朋友可
以在家长陪伴下，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等经典绘本和童诗、儿歌，中
高年级的小学生可以读《夏洛的网》等经典童话和《窗边的小豆豆》等
经典小说。

□彭鑫

一部经典，有一种独特的气
味。《人间草木》亦如此。一打开它，
一股清新之气就扑面而来：草木清
香、心性恬淡、人情温馨。

书的气味，自是作者人格芬
芳的流露。汪曾祺是文学家，亦
是生活家。说他是“一个诗性抒
情的生活家”，不为过。他爱生
活，懂生活，把生活过成一种艺
术。他笔下的草木有灵魂，山川
有精神，旅行见闻有人文气息，旧
人往事有温润的光泽。

在晨光里，或于月光中，边品茶
边读此书。我们翻阅的仿佛不是一
本经典的散文集，而是一本文学版
的心灵读本。于其中，可享双重滋
味：领略文学之美，感悟生活艺术。

草木钟情阳光。每一片绿叶都
郑重地朝向光源。汪曾祺之于生
活，恰似草木之于阳光。花鸟虫鱼、
旧人往事、旅行见闻、风土人情，他
样样都充满兴趣。一草一木，一饭
一菜，一事一情，一师一友，他郑重
地去感受，去书写，去表现。

平凡之至的马铃薯，他专门画
过一本《马铃薯图谱》。他甚至发现
有一种“麻土豆”的花是香的。这让
马铃薯研究人员都感到惊讶。

因为钟情之至，所以他的心灵
触角极其敏感，能够以文字捕捉到
大千世界的隐秘之美：“都说梨花
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
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
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葡萄月令》）。他对故人旧事，深
深眷恋，念念不忘。金岳霖的“憨”
与“趣”，沈从文的“真”与“拙”，闻
一多的名士风度……几十年之后，
他以文字将之一一打捞。故人旧
事中的人性暖光，抚慰了他的心
灵，也抚慰了读者的心灵。

草木有素心。汪曾祺爱写、擅
写草木。他的笔下有滚着露珠的白

缅桂花，有香气浓得化不开的栀子
花，有清新绝俗的昆明雨，有空灵的
山光水色……他的描写极简极淡，
他的用情至深至浓。因此他笔下的
人间草木，摇曳着一种“清淡中有丰
腴”的韵致。

草木有时是人的榜样。它们
的姿态，可以象征人的活法。在
《夏天》中，汪曾祺有一段关于栀子
花的诙谐描写：“栀子花粗粗大大，
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
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

‘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
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栀子花说的粗野话，不正是一种“宁
做我”“不畏人言”的生活理念吗？
草木气息与汪曾祺的人格气息，在
这里相互交融。亲近草木，活成一
株草木，就是选择一种清雅而高贵
的生活姿态。

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才看
得到不一样的风景。汪曾祺在旅行
中，时时都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因
此，他笔下的风景自是“人人眼中

无”“人人笔下无”的。在《泰山片
石》中，他感兴趣的不是泰山的高
大、雄伟、厚重，而是泰山中的一方
小小石亭、一种样子很“古”的羊、深
沟里的鲜美野菜。读者因此感受一
种从未领略的泰山之美。

汪曾祺的游记不同于一般的纪
游文字，其中富有浓郁的人文气
息。读者从中看到的除了风景外，
还有关于历史文化的小考证，当地
流传的奇闻轶事，乡土美食的典故
与真趣。

不完美才是人生。汪曾祺才
华横溢，但是生活坎坷，一辈子遇
到的磕磕绊绊可不少。人生好比
一个房间，有两个窗子，左边一个
窗子外面是荆棘，右边一个窗子外
面是玫瑰。汪曾祺爱推开的，是右
边的窗子。例如《马铃薯》《关于葡
萄》《果园的收获》写的都是他人生
最低谷时的事情。但是这些文章
的基调并不沉重、悲伤，还是很轻
松，很淡然，还带有一种幽默。他
甚至因为自己吃过人间最多种类

的马铃薯而沾沾喜喜。这是一种
怎样的旷达？

在淡然的心境中，汪曾祺将生
活中的“小确幸”与“大诗意”一一捕
捉。即便是平常的夏天之晨里，也
有一种惬意在：“夏天的早晨真舒
服。空气很凉爽。草尖还挂着露水
（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
张，读古文一篇”（《夏天》）。人只有
当心静如水之时，心灵才能如明镜，
才能照见生活之美，才能享受生活
的真乐。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也
因此时时焕发出诗意的光泽，充满
了“美”与“趣”。

当下生活节奏很快，《人间草
木》对我们的心灵，显得尤为重要。
其间弥漫的闲适之气，加上文字如
泉水清澈，会令我们沉浸其中，心静
如太古，胸中的烦躁一洗而空。

文学对读者的滋养，总是润物
细无声的。书中，虽然没有关于生
活艺术的公式供我们套用，但是汪
曾祺以自己的人生活法给我们做了
一个榜样。

□华勇

如果自家小孩数学成绩不好。
原因是什么呢？

你的国外朋友会说，因为小孩没
有数学能力。

你的邻居朋友会说，可能小孩需
要更多补习。

你看，西方人关注的是个人的状
况，而东方人更注重的是环境的影
响。

思维差异何其巨大。
这本叫《思维版图》的书，就专

门研究东西方思维认知模式的差
异。我在读这本书之前，非常清楚
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且不以为意：这
不就是人类文化价值丰富多元的基
础么？

但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理
查德·尼斯贝特在《思维版图》中告诉
我们：文明的冲突，根源也许就在东

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之中。兹事体
大。我得翻开这本书细细读来。这
是4年前的事儿了。

为什么奥运会诞生在古希腊而
不是东方？为什么中国产生单声部
音乐而西方是多声部？为什么西方
人直接了当而东方人要听弦外之
音？为什么西方认为“人性本恶”而
中国人认为“近墨者黑”？为什么西
方人喜欢“一条道走到黑”而东方人
愿意选择中庸之道。

甚至100年前东西方的课本，都
展示着我们思维的迥异。欧洲早期
课本第一页第一句话是：“看见迪克
跑，看见迪克玩，看见迪克跑着玩。”
同一时期中国识字课本第一页第一
句话是：“哥哥照顾小弟弟，哥哥爱弟
弟，弟弟爱哥哥。”

你看，这是典型的区别：个人行
为VS人际关系。

为什么人们的思维差异如此之
大？

尼斯贝特从人类远古文明切入，
条分缕析，描绘出东西方族群思维习
惯的成长图景。

古希腊人狩猎、打渔、放牧、海
上贸易，相对而言，无需与他人合作
即可生存。这样一种状态会滋长出
以个人为主体、个体成主宰的思维
雏形，再加上贸易繁荣，谈判契约，

讨价还价，逐渐形成希腊人的辩论
风气。

而同时代的中国，正是周朝、春
秋、秦朝至西汉初期，以农耕求生
存，而农耕则要求必须是多人合作，
才可以有所收获。组织、集体、协作
等等成为中国人思维习惯的最初定
势。

你看，在人类文明的儿童期，希
腊人注重个人、关注个体、守约雄辩，
而东方人则看重集体、愿意协作、内
敛顺变。

思维习惯的差异由此而生。东
西方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导
致我们在看待问题时，无形中挖出一
条巨大的鸿沟。

西方人是从个体内部找原因，认
为人的性格相对固定，人性本恶；东
方人习惯从外部环境找原因，强调性
格是变化可塑的，近墨者黑。

在尼斯贝特的这本《思维版
图》中，这样的思维差异比比皆是，
很多你原本模糊的印象会一下子清
晰起来，然后在内心感叹：“飞矢不
动和塞翁失马，原来思维差异是这
样的啊。”

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厘清东西
方思维模式差异的《思维版图》却并
不艰深晦涩。作为心理学家，理查
德·尼斯贝特深谙普通人的阅读心

理。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鲜活有趣
的故事，来论证东西方族群在思维
习惯上的种种不同，从而论证思维
差异最终会导致文明的冲突。从这
个维度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还
算不错。

当然，对于东西方思维差异所引
发的种种问题，尼斯贝特并没有给出
一个确定的答案。

他希望所有的人思考，包括东
方人和西方人，如果我们能够吸取
彼此思维模式中有益的部分，能够
更多地从对方的价值观、信仰、科学
主题、社会实践出发，思考问题，那么
我们可以说，思维过程中的差异就会
逐渐消失。

10多年前，如果问北京小学孩
子们的母亲，对孩子有什么期望？
这些母亲所关心的是，孩子处理各
种关系的能力——与他人和睦相处
的能力。而到了今天，北京小学生
母亲最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和西
方的母亲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
上，我的孩子有没有生存的能力和
独立性？

思维变化在悄然发生。正如尼
斯贝特所说，我认为两者都向某一个
方向移动就会相遇。东方和西方相
遇就会促进世界的融合。但彼此相
向而行，其实并不容易。

汪曾祺捕捉的
“小确幸”与“大诗意”

小孩数学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读完《思维版图》你或许会恍然大悟

重庆涌起
暑期阅读热潮

读者在重庆书城阅读。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人间草木》摘登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花的鞋，坐
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
更加柔和了。 ——《昆明的雨》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
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
吧，那也不够用呀！ ——《葡萄月令》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
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
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
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先生》

北京人家春节供腊梅、天竹者少，因不易得。富贵人家常在大厅里摆两盆梅花（北京谓之“干枝
梅”，很不好听），在泥盆外加开光丰彩或景泰蓝套盆，很俗气。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
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
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岁朝清供》

昆明的糖炒栗子，天下第一。第一，栗子都很大。第二，炒得很透，颗颗裂开，轻轻一捏，外壳即
破，栗肉迸出，无一颗“护皮”。第三，真是“糖炒栗子”，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甜味透心。在昆
明吃炒栗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头上粘得都是糖。 ——《昆明的果品》

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
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这是一个活庄子。 ——《闹世闲民》

书业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