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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阅读，，让我借助书籍让我借助书籍，，发现自己的内发现自己的内
心心；；于掌心于掌心，，拿着无数钥匙拿着无数钥匙，，在一个个魔在一个个魔
法师的帮助下法师的帮助下，，轻松地打开轻松地打开““宝藏宝藏””。。

“阅读，是享受智慧最方便的事情。”
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跟作者一生的思考
做交流：翻阅《理想国》，柏拉图就坐在你
面前；读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就坐在你旁边唠嗑儿；在卡夫卡的文学
世界里，看到一个被寓言的世界及其作
用于生活的种种荒谬；从鲁迅的小说中，
反观自己及身上所携带的可能的劣根，
让人警惕；爱玛·包法利让我们学着对之
前漠视的、不熟悉的“他者”悄然理解，她
让你意识到，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是多
么无知和可怕；奇异的、有魅力的《树上
的男爵》除了技艺上的教益，还让你意识
到，即使始终热爱着大地，也必须与它保
持审慎的距离，保持反省和审视。

《肖申克的救赎》让我懂得每个人的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自我救赎。人生每
一次自我救赎，就是一次自我的历练，更
是一次自我的成长。凭借智慧、希望、坚
持进行自我救赎，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
自由，真正体会像安迪一样“生”的快乐
和美妙。再次细读，发现安迪打不垮，并
不是仅靠坚持、自我救赎，更重要的是他
凭自己的知识为自己创造命运，让我想
起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安迪的处
境不比骆驼祥子轻松：被冤入狱，在狱中
遭受各种非人凌辱，但他没有疯掉或垮
掉，甚至还匪夷所思地逃出生天——这
一切靠的不仅是信念，还有知识。祥子，

连一个季节都懒得等，而安迪却用几十
年挖了个地道。他们的区别，不是坚持
不坚持，而在于知识。信念不能依靠空
谈，必须由知识和技能才能打出真正的
根基。

阅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个智者
对话。所以林语堂先生说，一个经常读
书的人，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和
智者对话，或是体验一番从来没有体验
过或者没有机会体验的生活。从书中，
你可以猛然获得自己寻觅许久仍无果的
答案，好似如虎添翼，冲破桎梏，于身于
心都是很好的体验。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
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这属于个人隐
私：如果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怎么
也不会知道茅盾居然能够背诵《红楼
梦》；不是去阅读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
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背过《纲鉴易知
录》的。

网络信息时代，手机、电脑随便搜索
任何的知识点都轻而易得，但我还是喜
欢翻阅纸质书籍。不仅读别人推荐的书
籍，闲暇时我更爱给自己一点时间随性
阅读。你会和我一样，发现被埋没的好
书也不少，在路边书摊买了本书，名字特
俗但读起来却因为契合自己的感受，受
益匪浅。所谓好书，评判标准不一，是跟
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层次有关。就
像一个刚开始做点小买卖的人，读股权
投资之类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方
面的书可能确实很好，但还不如去读读
该如何与商贩、城管等他人沟通的技巧，

如何与线上销售融合获取最大效益更实
在。道理就是如此。只要能把你带进一
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那就是值得
读的书。

互联网时代，一切瞬息万变。“吾爱
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伊塔洛·卡尔维诺
让我知道所冀的超越种族、文化、宗教、
意识形态等一切可能藩篱。不管世界潮
流如何变化，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
正直、勇敢、担当、独立，这个世界总是向
善的。

长期浸泡在“短平快”低密度碎片化
的信息中，时刻看着迎合自己观点的“顺
天时报”，人就会失去进取心，永远桎
梏。成长，是对内消除傲慢，对外消除偏
见的自我修行。为了不让算法将自己变
成“井底之蛙”，我们可以多阅读文学的
书：文学，它唤醒我们身体里本有的，但
可能被遮蔽着的敏锐和敏感，让人的神
经末梢都能接受到感动和战栗，而这，才
是人生得以成为独有存在的最佳路径；
阅读文学，你能获得更多的换位思考，从
自我的成见中挣脱出来，更有勇气面对
艰难和局部困苦；文学，它帮助我们解开
心结，拨开迷雾，让心灵得到安宁，让灵
魂得到升华。龙应台说:“人本是散落的
珠子，随地乱滚，文化是那根柔弱又强韧
的细丝。”

阅读，打开生活一道任意门，让我在
书里行万里路，用文字丈量、探索世界。
文学，它唤起自己作为医务工作者内心
那份悲悯、虔敬、温情和诗性，向过去与
未来展开宽广眼界。

书法作为中华文明的
一个重要载体，千年传承，
生生不息。她不仅书写着
一代代文人墨客精彩纷呈
的生动故事，汇聚成中华民
族源远流长的历史画卷，而
且很自然地承担起了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责
任。真可谓书天地正气，扬
九州风华！

本人源于对书法的热
爱和对书法艺术的敬仰，学
习书法几十载，一路走来，
和各位同道之人一样，有过
临帖过程的辛酸苦辣，也有
过创作探索的爬坡过坎。
但回首往事，那都不过是艺
术道路上的一个小小插曲
而已。这几十年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书而时习之，乐
也”。

读帖激活出好思维，此
为一乐。鲁迅先生曾经说
过，中国的文字有三美，即
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
形美以感目。书法作为一
门艺术，这种艺术形式的美
是通过有规律的组合线条
表达于纸上而形成的。所
以，我们不仅要用心去学
习，而且更要用智慧去领
会。这就是书法艺术之魅
力。对于一个书法练习者
乃至一名书法家，我以为要
始终保持读帖的习惯。读

帖既是一种心功，更需要悟性。既要能“入
帖”，更要能“出帖”。我以为读帖的过程就
是反复观察与比较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
思维敏捷，观察入微，精准识别。因为观察
可以直接影响到写字的精准度，只有全身
心地进入字帖才能进行细致的观察，观察
到位了，说明读帖基本上到位了，而读帖还
要读到字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要读
出每一笔画的特点，读出笔画的律动和节
奏，这就更加需要培养自己的严谨思维。
多年来，在读帖的过程中，每当我读到一些
好字、好笔画、好线条的时候，那种感受真
的让人心旷神怡，爱不释手。这能不乐吗？

习帖修炼出好习惯，此为二乐。书法
艺术并非简单地写几行字，而是中国汉字
的最佳组合与配搭，必须神形俱备，灵魂凸
显，形成一幅幅精美的画面。要达到这个
高度就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持之以恒的毅
力支撑，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但
凡一幅超凡脱俗的书法作品都不是天生就
能创作而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这
就需要我们养成仔细观摩，善于学习，勤于
打磨，不怕吃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好
习惯，绝对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这一过程不仅传递着一种责
任，更多的可以培养一种精神，让自己锻炼
出一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挑战自我，超
越自我的意志力。

创作探索出好方法，此为三乐。书法
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笔墨线条造型艺术。我
在每次书法创作前，都要做好功课。首先
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写内容，然后设计章法，
把每个字的写法、每行字的大小布白都考
虑好以后，在大脑中形成基本的构图，做到
胸有成竹，只待唤起创作灵感，立马进入角
色，然后把事先选择好的书写内容进行作
品创作。当然，书法创作既要法古，更要创
新；既要融会贯通，又要彰显自己的风格；
既要写出古人的遗风，又要写出自己的个
性特点，这才是我们倡导的书风。

墨香陶冶出好心境，此为四乐。学习
书法需要耐心和毅力。因此，在练习书法
的同时，可以修身养性，忘记一切烦恼，甚
至还可以进入我将无我的境界。这对于陶
冶情操，提高自身素养很有帮助。人们常
说，字如其人，我以为这应该是最好的注
解。书法的魅力就在于陶冶情操，能给人
以一种美的享受。让我们在每一幅书法作
品中感受着和谐之美，生命之美。同时，学
书法还可以让人提高审美情趣，做到心无
杂念，宁静地感受世间美好。

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我自然乐意终生
相守。

《二十四诗品》是唐代司空图所著，是
古代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专著。书中囊
括了诸多诗歌艺术风格和美学意境，将诗
歌所创造的风格、境界分类，每种都以十
二句四言诗加以说明。这是一组组美丽
的写景四言诗，妙语连珠，朗朗上口。

司空图，何许人也？他是晚唐著名诗
人。司空图在《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等前
人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将诗的风格细分为
二十四种，即：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
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
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
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已有许
多名家点评过《二十四诗品》，我不敢狂
言，只想拈其中的两个字说说，即诗的“雄
浑”风格。

“雄浑”意指雄伟浑厚，气魄宏大，包
罗万象，是《二十四诗品》中最重要的一
品，讲的是一种同乎自然本体最高的美，
也是诗歌创作的最理想境界。原文：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
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

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
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查有解析词：华美的文辞涌现在外，
真切的内容充实其中。返回虚静，才能达
到浑然之境，蓄积正气，笔力方可显出豪
雄。有包罗万物的气势，高高横贯浩渺的
太空。像苍茫滚动的飞云，如浩荡翻腾的
长风。超越生活的表面描写，掌握作品的
核心内容。追求雄浑，不可勉强拼凑，自
然得来，就会意味无穷。

这里讲得有点玄妙。“雄浑”之美的诗
境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美，一种自然之美，
一种含蓄的美，一种传神的美，一种有生
命力的美。例如杜甫的五律《登岳阳楼》；
如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
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如王维的《使
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司空图善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人风
格。刘勰论风格的文字也很多，如：朗丽、
绮靡、瑰诡、耀艳、清典、清峻、清越、雅壮、
艳逸等用语。传统诗歌风格论，往往很少
有理论色彩，而更多艺术的气味。它们只
是把某种类型的意境的美传神地描述出
来，让后人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去领会、
去想象、去再创造。

雄浑与我们常见的豪放是有区别
的。雄浑境界辽阔且有内涵，偏向客观的
描述，如王昌龄的《出塞》。豪放是展示豪
迈奔放，格调激昂，如李白、辛弃疾、苏轼
的诗大都是属于豪放派的。他们的诗词
气势恢宏，精神活力饱满，具有纵横驰骋
的才力和自由放肆的笔调。豪放的诗，向
前，能召唤日月星辰，从后，能挥手引来凤
凰。所以豪放可以理解是诗人的主观情
感和想象的表达。

古代文化的瑰宝，文学传承至今，名
作佳句浩繁，诗词之美、之博大是无与伦
比的。诗文的高雅要参透太难。司空图
是儒家之士，运用以诗论诗的表达形式乃
是一绝，理解得越深，越能感受作品之深
远高雅。

我们生活在和平繁荣的社会，一览潭
城，笑语盈盈，轻风微送，草木有情。走在
悠悠的小路上，袅袅空气中都充满诗意。
谁都想把日子过成诗意，这是一种美好的
愿望。我不完全赞同“诗在远方”的说法，
在我们的身边、家门口，也有诗意。要领
会生活美学这个词，提高境界，从平凡中
找到诗意，同样能写出雄浑、豪放风格的
诗句。当然，要达到韵外之致的美学标准
实在有点难。

湘潭最北边在哪？
湘潭北站！有人毫不犹豫地说。其实这是不

对的。
湘潭最北的边界应该在雨湖区鹤岭镇碑头市

（龟头市）县道X008与长沙市岳麓区县道X083交
接处。

从湘潭市出发往北 50多公里，沿着鹤岭路就
到了碑头市，亦称为龟头市。这不是一个城市，只
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集镇。
东西街道长约 1公里，街南面紧靠一条名叫靳江
的小河。沿河的房屋大多用吊脚楼的方式建造，
不过已不是几十年前的木质吊脚楼了，如今全部
采用的是水泥梁，从河床上升上来，支撑着楼房。
街道的北面紧靠着鹤岭路，是马路旁的新街，南面
是老街。老街和新街成丫字形交叉，形成了一个
自然的三岔路口，一条通往宁乡道林镇，一条通往
湘潭锰矿，另一条通往长沙市岳麓区。

碑头市的老街沿河而建，长不过 1
公里。街道上铺的青石板依稀零星可
见，大多地方还是用水泥补起的。现代
风格的房子和老式的居民楼交杂在一

起，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也是居住文化更迭的直接
证据。许多商铺门前搭建着遮阳挡雨的彩色篷
布，于凌乱中显示着繁华。

在三岔路口的主道这一段就叫做碑头路。这
是一条由沥青铺成的路，干净平整，与远处的水泥
路和沙石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街道的尽头有一
座桥，桥面平坦宽敞。梅雨季节，水量充沛，碑头
市的渡佳坝水闸和小水电站就建在靳江上。

靳江是湘江下游的一级支流，传言因河道流
经宁乡楚大夫靳尚的墓前而得名。靳江发源于
湘乡市金石镇状元村，由多道山水“积水成溪”，
自西向东流经湘乡、宁乡、湘潭鹤岭镇和长沙市
岳麓区，在长沙市岳麓区的柏家洲附近汇入湘
江。

从碑头市三岔路口的一家小超市往北走过
去，不到50米远就到了长沙市界内。长沙的C2公
交车每天都有好几班车到（鹤岭镇）金侨医院。即
便是下雨天，街道上行人也不少，摆摊设点和固定
商铺都在热情揽客。这是边远而宁静的乡村中的
一缕繁华，闹中有静，静中有闹。这就是湘潭最北
的碑头市的奇葩之处吧。

碑头市——湘潭最北处
宾兴强

阅读阅读，，打开打开““宝藏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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