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 电 艺 苑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INNER MONGOLIA ELECTRIC POWER NEWS

4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前达门路锦绣福源C区24号 邮编：010070 电话：（0471）6221082 邮发代号：15—41 全年订价60元，单价2元 印刷：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

在 荒 芜 中在 荒 芜 中 生 长 希 望生 长 希 望
——读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有感

□刘缘缘

“我们仨”各有其事
业。于钱先生而言，是读
书写作；于杨先生而言，
是读书翻译；于钱女士而
言，是读书教学。于三人
而言，爱彼此是他们终其
一生的事业。

初读这本书时，我懵
懵懂懂，为什么写“我”变
成一个梦？梦里为何会有
客栈、船、杨柳和驿道？读
完整本书，我就豁然开朗
了。再回看，悲戚之情涌
上心头，原来这一切都在
诉说离别。“世间好物不坚
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一
九 九 七 年 早 春 ，阿 瑗 去
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
书去世。”或许是这悲痛太过深切，杨绛先生
才将这一切视为一场梦吧。梦醒时分，我们
仨还是“我们仨”，似乎从未分开过。

这本书语言简洁，平静的叙事让人读来好
似在听长者讲过去、聊曾经。平实的语言中有
着强大的感染力，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却让人又哭又笑。书中的文字就像一股涓涓
细流淌进人的心里，滋润心灵。全文的最后一
句话是：“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
途。”家是三里河寓所吗？显然不是，那只是人
生旅途上的一间客栈，一个歇脚处。于杨绛先
生而言，家是钟书和阿瑗在的地方。他们离去
了，她在这世间也就茫茫无所依了。

读这本书之后，我为三人的人格魅力所
打动。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钱老严谨、幽
默，可爱又笨拙；杨老和善、温柔，智慧又从
容；阿瑗聪明、调皮，认真又可靠。他们仨不
只是彼此的家人，更是彼此的老师、彼此的朋
友。他们之间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我。

书中有一段关于阿瑗出生的描写：“钟书
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这段描写让我想到
我的父亲，虽然我是他最小的、唯一的女儿，但
他那种欣喜也是沉默的、深沉的、不会溢于言
表的。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不喜欢自己，现
在想起来这段描写或许也是我出生时父亲的
写照吧。除了感动，书中附录里关于父女日常
相处的描写也令我捧腹大笑，画鬼脸、起绰号、
教外文里的粗话，这些读来十分温馨。正是这
些平淡的幸福组成了我们的一生。

杨绛先生说“阿瑗像姐姐，像妹妹，像妈
妈。”可见钱老、杨老是把女儿当成平等的家庭
成员来对待。最让我感动的是，阿瑗重病在
床，不放心妈妈的一日三餐，给妈妈写信教妈
妈做简单饭食。爱是相互陪伴，彼此照顾。钟
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她是
他的“不要紧”，他是为她洗手做羹汤的“大阿
官”。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了。

“家是温馨的港湾。”杨绛先生通过《我们
仨》一书写出了独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岁月
故事，也描绘出了无数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
场景。很多人都觉得“美好的诗”只存在于远
方的世界，却从未发现，最好的人已然在身
边。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们要万分珍惜。

（薛家湾供电公司）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当今
社会里，人们总是像郝云的这首歌一样，匆忙着、焦虑
着。尤其是女性，诸如容貌焦虑、身材焦虑，都是网络
热词，就连网上的 00 后也有了年龄焦虑，因为他们离
30 岁越来越近了。作为 90 后的我，在最为焦虑的日子
里，是阅读给了我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力量。

回想产后重返职场时，恰逢国企改革实施，单位综
述性宣传报道大幅增多，这对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
我来说，面临着提升写作能力的更高要求。长时间与
单位脱节的我一度变得特别敏感，敏感到同事在办公
室里聊起余华的《第七天》，因为自己没看过就开始慌
乱，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退步了、落后了。于是，趁着
孩子睡着的时间，我急急忙忙看起了《第七天》。

这本书以真实世界与灵异空间互相切换的手法，
讲述了生命的幸福与苦痛，仿佛在以醍醐灌顶的力量
劝解我，我也开始逐渐与自己和解。人这鲜活的一生，
总要经历喜怒哀乐、苦辣酸甜，而焦虑并没有任何好作
用，我需要的是振作，去变得更强大才是硬道理！在那
之后，我在安抚孩子睡着后，就开始查阅资料，学习生
产、营销、工程建设等各领域专业知识，不断琢磨如何
写出有温度、有态度的宣传稿件，努力达到“脚沾泥土，
只为饱含深情”。

自此，我明白了，阅读可以为迷茫的人生阶段开辟
出一条新道路。在电影《好东西》里，王铁梅的女儿有
一句经典台词：“我善良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
她拒绝一切有关同情和可怜的关心，她坚信一个新时
代的女性，只要有思想、心存善念和勇气，就会感受到
真正的自由。而那种自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正
是一种能够支撑我们内核稳定的力量。

（乌兰察布供电公司）

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一部扎根
于戈壁与荒原的非虚构散文集。书中以阿
勒泰乌伦古河南岸的向日葵地为背景，用
幽默灵动的笔触描绘了母亲、外婆、动物与
土地之间交织的生存图景。这片土地贫瘠
而严酷，却在作者的笔下绽放出蓬勃的生
命力与坚韧的精神光芒。读罢全书，我看
到的不仅是向日葵的盛放与凋零，更是一
个个微小生命在逆境中的成长。

书中最为动人的角色莫过于李娟的母
亲，这位四川女性带着全家迁徙至北疆，以近
乎偏执的激情在荒漠中播种向日葵。面对鹅
喉羚的啃食、旱灾的摧残，她四次补种葵花
籽，即使前三次颗粒无收，却仍高喊着“老子
就不信这个邪”，在黄土飞扬中挥汗如雨。她
骑摩托车穿越戈壁开店谋生，用暖壶装花苗
点缀荒芜的蒙古包，甚至在暴晒的葵花地里
赤身劳作，宛如“脚踩雨靴的女王”，用铁锨作
权杖，与天地对话。她的形象颠覆了传统农妇
的悲情叙事，展现出一种野性的生命力——既

能在沙尘暴中捍卫土地，也能在劳作间隙从怀
中变出一束野花。这种“热气腾腾”的生存智
慧，让艰苦与诗意在荒漠中共生。

李娟笔下的向日葵地并非人类独舞的
舞台，而是一个众生平等的自然剧场。大
狗丑丑偷鞋成癖却憨态可掬，赛虎胆小如
鼠却忠心耿耿，流浪猫与鸡鸭兔共同组
成“动物军团”，连沉默的葵花也暗藏玄
机：它们的金色不仅是绽放的辉煌，更是

“等待、忍受与离别的总和”。书中那些
令人捧腹的细节——母亲为鸡缝制衣服、
深夜呼唤迷途的兔子……无不揭示着人
与万物之间原始而纯粹的联结，这种联
结让荒漠不再是孤独的流放地，成为充
满体温的生命场域。

书中流淌着一条隐形的“等待之河”：
母亲等待葵花破土，外婆等待儿孙归来，动
物等待主人返家，土地等待雨水降临。李娟
的外婆尤其令人心碎——她带着四川老屋
的门牌漂泊至戈壁，在阿勒泰的星空下将

等待熬成生命的底色，最终“不是死于衰
老，而是死于等待”。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
消耗，而是对希望的虔诚守候。就像四次
播种的葵花籽，每一次失败都在为下一次
萌发积蓄力量。当我们沉迷于虚拟世界的
即时满足，李娟的文字就在提醒我们：真正
的希望，或许就藏在那些“努力可能只比放
弃强一点”的坚持中。

合上书本，眼前浮现出书中那张真实
的照片：外婆拄杖立于荒野，地平线在她身
后无限延伸。这幅画面浓缩了全书的精神
内核——在浩瀚的时空面前，人类何其渺
小，但正是无数个“母亲”般的凡人，用日复
一日的耕耘，在荒芜中生长出绿洲。他们
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却用最朴素
的生存哲学告诉我们：生命的壮美，不在于
征服自然，而在于以谦卑之心与万物共生，
在等待与忍耐中，让希望如葵花籽般深埋
大地，静待破土而生。

（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

女性+阅读=力量
□李丽娟

2025 年 4 月 23
日正值第 30 个“世
界 读 书 日 ”，在 这
个浪漫的春日里，
让 我 们 与 书 籍 作
伴，在阅读的长河
里汲取知识营养，
享受浓郁的春日书
香，体会字里行间
的星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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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当为读者；行万里路，是为
行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人们再
熟悉不过了。鲜为人知的是，这句话出自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这里
讲道：“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
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
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
然丘壑内营。”这句话原本讲的是绘画技
巧，但因其精辟而充满哲理的总结，意义早
已在绘画本身之外。

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如
何读书，大多人是了解不深的。曾有“澄当

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
《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书橱’。”这个故
事告诉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死读书、读死
书，充其量也就是个“两脚书橱”。当然，仅
仅是行万里路，也是万万不行的。钱钟书
先生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
邮差。”只有把读书和经历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恰如清代张潮
所言：“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
文章。”

我认为“行万里路”的深层含义是经历
和实践。我们要在不断读书、充沛知识的基
础上学以致用，把书本上的内容学进去，然后

再拿出来用于生活、解决问题。伟大领袖毛
主席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
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
遍游四宇尚已。”知行合一使他在中国革命道
路的深入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书本上没有的
新路。

是读者，亦是行者。很多时候，我们读
书读得越多越迷茫，不禁频频发问：“为什
么要读书呢？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我想，
读书的价值在于让自己的思想富足。读书
既无法让我们一夜暴富，也不能让我们马
上功成名就。但是，读书，世界就在眼前；
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近期，著名央视主
持人朱迅爬泰山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
传。当我们还在为“登高必自”四个大字表
示疑惑的时候，她已经出口成章说出“登高
必自卑、登高必自立、登高必自强”的妙
语。这三句话的释义更是让网友直呼“大
有学问”，评论区的网友更是留下了“此刻
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的感慨。读书可以
让我们时刻保持谦卑，在嘈杂喧嚣的环境
中看到自己的渺小，而后让我们在看不见
摸不着的深夜，想到的不是害怕，而是感谢
来时摸爬滚打得来的收获。

莫言在《生死疲劳》一书中写道：“我不
停地看书，看文学历史；不停地走，看山川大
地。尽管这些书，这些路，可能与我的未来
无关，但是它们教会了我思考。”或许，这就
是读书的意义吧……

愿我们读万卷书，亦是行者；行万里
路，仍是读者……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

是读者 亦是行者
□李洪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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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中 人 生书 中 人 生
□闵 婕

“少时读书带入的是红衣风雪的铁腕宰
相，如今再看，原来我是今夜加班的年轻小
吏。”加班结束后，坐在公交车上，重读过往爱
看的《万历十五年》，我在光影斑驳中走入了
书内世界，手机消息又来，好一番忙忙碌碌。

读书于我，不仅是文字的传递、信息的
获取，更是一场持续终生的认知革命——
它打破时空的藩篱，让我抚触人物思想命
运的褶皱，感受灵魂的震颤，在文明更迭的
历史洪流中校准思想的坐标。

叙事虚实照众生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用虚构的砖
石 搭 建 起 真 实 的 人 性 圣 殿 。 初 读 余 华

《活着》，年少的我被命运的波折磨得牙
根紧咬、以泪洗面，怒其不争、气其不公，
福贵牵着老牛在田埂上蹒跚的背影让我
陷入沉思，究竟什么是“活着”。当生命

被时代巨轮碾碎，究竟是什么支撑微弱
个体咽下苦难，用佝偻的脊背扛起生存
的重量。可当我看过《刘氏女》、看过《许
三观卖血记》、看过《一把青》，回看《活
着》，历史的一粒尘成了压在凡人身上的
一座山，史书不曾提过的一笔却是无数
人血肉的堆砌，而生命的意义印证了那
句“生存本身即是对抗虚无的仪式”，阅
读对我的影响也远比任何讲师苦口婆心
的讲授更为深刻，一种与书中人物共情
的能力正在悄然成长。

阅读让我们突破认知局限，感受到人
性的复杂和多面性。我曾遇到蛮横的乘客
将我的座位霸占，那是一位曾被过路年轻
人掩鼻嫌弃的中年妇女，可当她腿上的孩
子穿着灰扑扑的布鞋踢到我的裤子时，眼
中没有丝毫歉意，反而是嘴角的窃喜和眼
中一丝恨意；那是《呼兰河传》中意图驯化
小团圆媳妇的婆母们，是“帮忙”驱邪，实则
妒忌的邻里们，是承受过苦难，便要挥鞭向
更弱者加倍索取的“恶人”们，他们不偷不
抢，在生活中老实本分，却遭遇着一次又一
次苦难的经历。

飞来一处好闲笔

真正读懂一本书，往往始于对“闲笔”
的凝视。读《红楼梦》时，多数少女将自己
带入林、薛视角，通读全书留心的也多是吃
酒拌嘴的少女心事。而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的荒诞场景，如果不将其视作插科打诨的
笑料，而是细细思考，站在封建社会的阶层
角度，站在一个村妇的视角，这一场莽撞如
利刃剖开贾府的假面，也让那如空中楼阁
的奢靡生活见见人间尘泥，原来广大百姓
是这样过活，原来那一个个金玉菩萨一样
的人儿是在“吃人血肉”的。

重回《活着》一书，有这样一个细节，凤
霞被送人时，家珍颤抖着将女儿的破袄叠
了又拆。亦是如此苦难的宏大背景，如此
细微的一笔让人瞬间触摸到“人”；那是《霸
王别姬》中小豆子母亲那微微侧倚的头和
划过的泪水。读书让我体验百样人生，让
我看见世间百态，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中认知维度得以重塑。

自我对话提认知

我常重读，因为阅读不仅是自我提升

的利器，更能助人突破固有思维。一本书
的反复阅读、深度阅读，更像是一场个人内
心的决斗。初读时的感受与认知提升的碰
撞，如同内心产生的分歧在激烈对话。我
常用“角色扮演法”读书。当我读《万历十
五年》时，我既是黄仁宇笔下的官员，又是
深宫中的皇帝；当我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
山》时，我既代入塔拉·韦斯特弗的挣扎，又
化身她父亲般固执的“守护者”。这种多维
视角的切换，让我逐渐摆脱非此即彼的思
维定式，世间种种不能以对错概之，那变法
守旧的权贵们身处不同时代也会做出不同
选择。渐渐地，我在生活中观察的视角更
为广泛，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我都常会站在
对方角度想象他们会有怎样的处世哲学。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视频媒体是
一扇窗，能够看到不同的模样，可读书是一
间屋，容你与另一时空的自我秉烛畅谈；书
是一艘船，容你在历史长河里依着坐标航
行探索。多年过去，你成为一位智者，用一
双清澈干净洞察细微的眼睛观察这纷繁的
世界。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

在代码与诗行之间
——读《寻觅意义》的跨界哲思

□于 斌

在信调大厅的指挥中枢，我注视着不断跳动的数
据流，不经意间忽然一瞥，发现我的右手指节还残留着
昨夜临摹《李璧墓志》的墨痕，一种指间跨越时空的无
声交流，在监控大屏幕的蓝光下若隐若现。回想王德
峰教授的《寻觅意义》，他在拆解现代性困局时，或许也
未曾料到他的文字会与一个电力行业工程师的日常产
生如此奇妙的共振。

当各类木马病毒袭击智能电网的信息系统时，我
曾在凌晨三点的网络安全指挥中心，感受到王教授所
说的“技术祛魅”。当我们将安全托付给数字系统，作
为守护者的我们，仍需在代码迷宫中找寻温度，就像修
复古代字画的接笔技法，网络安全同样需要理解攻击
者的“笔意”，在漏洞补丁中注入对光明的执着。

监控大屏上的各类数据流依然在以每三分钟或五
分钟更新一次的频率“流淌”，如同《富春山居图》的绵
延笔意。在这个量子计算威胁传统加密算法、人工智
能试图取代传统工作的年代，我愈发确信：工程师的本
质，是数字时代的守灯人，就像围棋AI无法取代棋手落
子时的审美判断，真正的电网安全永远需要融合技术
理性与人文沉思。

这种平衡，恰如书中所说：“在工具理性中重建价
值理性”。我们的工作台既是技术的前沿哨所，也是人
文精神的当代体现。当我完成调度大厅的工作，走出
大楼，沐浴在阳光下，重新回到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世
界，突然明白：对抗与和解、代码与诗行、电流与心跳，
都在编织着人类寻觅意义的永恒叙事。

（电力数字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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