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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茶座

阅读改变人生
▱毛金铭 郑洁莹 文 朱艺娴 供图

“以书会友”的阅读分享会,结束后，我们就有关阅
读的问题，采访了王朝华教授。

微信名的含义微信名的含义
我们先从王教授的微信名“两半堂”说起，请教命

名的含义。王教授说，这个名字的命意出自在漳州工
作过的朱熹的一段话。朱熹说：“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
得一两句，闲人客省见得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
闹场中，如何读得书？人若逐日无事，有见成饭喫，用
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朱子
语类》）王朝华教授微笑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多
少表达了我自己对生活的预期吧！”

正确而深刻的阅读和理解正确而深刻的阅读和理解
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王朝华教授特别强

调阅读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理解文本的重要性。他深刻
而又充分地认识到在经典阅读中普遍存在误读和曲解
的现象。他说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性，而是往往把误读和曲解看作阅读差异性和主观性
的体现，甚至鼓励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阅
读态度，美其名为“多角度阅读”“个性化阅读”。王教
授说：“误读文本就是误读世界，误读生活，我们因此会
失去理解力和判断力。就人类生存的本质而言，阐释
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方式，世界是文本的延伸。我们接
受的各种资讯也可以说都是文本，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来认识世界和表达自
我。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解读、理解文本的能力，他
就不能够正确理解和认识社会现实，不能够正确理解
和认识世界，包括认识和理解自己。王朝华教授反复
强调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文本的重要性，他的教学和学
术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文本阅读理解的重视。

通过阅读解放自己通过阅读解放自己
说到文学阅读的重要意义，王朝华教授说：“文学

修养是一切修养的基础。语言是文化甚至文明最重要
和最根本的载体，而文学是语言的高级表现形式。如
果一个人缺乏语言文字素养，在文学方面没有良好的
修养，他实际上也看不懂电影，也听不懂音乐，也不会
欣赏自然的美。简单说，没有文学修养就是没有文
化。一个有文学修养、有审美能力的人，他的心灵一定
是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我们应该通过阅读解放自
己。”

在今天这个阅读流于浅俗的时代，我们确实应该
更加注重培养阅读的兴趣和品味。王朝华教授认为阅
读流于浅俗，有一个客观原因是社会生活紧张，谋生不
易，生活中也有各种挤压。而从社会整体来看，阅读的
浅俗化还跟人的追求的粗俗化有关。人们过度崇拜权
力和金钱，追求眼前的利益，不关心社会，不关心世
界。眼光狭隘的人没有深度阅读的需要。一个人因为
对世界有更多的思考和关注，自然会想在阅读中获得

教益，想在阅读中加深自己对生活的体验
和认识。

通达的眼界通达的眼界
王朝华教授具有通达的人生态度，这

与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无疑是有密切关
系的。当我们问及有什么喜欢的花草时，
他摇了摇头，说自己回答不上来。他说，

“我只能笼统地说，所有的花草我都喜欢。”
王教授说他虽然也有比较喜欢的花草树
木，但是很难说最喜欢什么；他说他家的露
台上种了很多花木，有时在除草的时候，有

些杂草他也不舍得拔掉，普通的野花野草也很美。王
教授说，中国文人传统特别喜欢梅兰竹菊，梅兰竹菊确
实很好，但是如果你只觉得这些名花异卉才是美的，那
你实际上也不懂它们的美。王教授说《爱莲说》因此是
他不喜欢的文章。他引了苏东坡《超然台记》开头的两
句话：“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并进一步
解释说：这正是高人达观的境界。

问到退休后的生活打算，王教授说，退休后虽然不
在课堂上上课，但是也希望自己能在文化教育方面继
续做一些工作。他说，只要精力许可，读书、写作仍然
是他生活、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言，退不退休并没
有很大的差别。他说他自己期待退休后的生活，可以
更自在更自如地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他希望退休后
能回到乡下生活。

在王朝华教授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代士人
的学养和风度，更能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和现实
的关心，他的言谈举止也因此显得更加与众不同。

东山岛澳角村。一个上午走下来，如一阵海风轻轻掠过，
脑子冒出五个字：文学的美好。

闻名遐迩的海源公司坐落在村里。公司有一处非常宽敞
的健身大厅，厅里有一面别致的墙体，墙体分成两块，一块色
调渐渐淡黄，一块色调渐渐淡绿，上面奇异地铺着诗行。淡黄
色块左上角衬出四个字“中秋月圆”。这是自 2014年到 2020
年中秋时节主人写的诗，每年写下的诗都冠以相应的题目，如

《今夜，今夜》《又到了你的面前》等等。2020年中秋那首诗的
末尾如下：“我曾极力在海的房间摸索/摸到今夜，也找不到鱼
群的出处与归处/圆月啊，你已催生万家灯火/为何点不亮/我
心里的那盏渔火。”令人回味无穷。

淡绿色块上方的正中，浮出四个桃红色的字：春天的诗。
这是自2015年到2021年春节，主人逐年写下的诗。每年的诗
同样冠上与春天相关的题目，如《你一直在我的视线里》《海的
春天》等等。在 2020 年，他写道“今夜武汉”，“祈愿：人间有
情，神州无恙”。2021 年，他写道“海与我交换眼神/海的浪
花，把波浪开成田野/另有一种蓝/时而张扬，时而安详”。这
是一幅关于海的恒久的意象。

主人说，他以诗作出每一年的小结，排遣心事，表达憧憬。
公司员工餐厅的一角，出现一处“海源书屋”。这是一个

开放的书屋，几个大书架上，密密匝匝地竖着一本本书，多是
文学书籍，也有科普的、生活常识的。旁边还有一个广告栏，
称为“微·语录”，上面贴满读者三言两语的读后感。我凑前
看，有一个叫张秋萍的读者写道“流星之所以美丽在于燃烧的

过程，人生之所以美丽在于奋斗的过程。”可能是这个读者的阅
读感受，也可能是抄自哪本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里展现
出一种多么美妙的氛围。更具奇葩意味的是，这处书屋的书，可
以在这里看，也可以带回家看；看完带来还上，也可以不还，归自
己所有。主人说，不还，说明读书的人需要，那就送给他呗。我
搜寻书架，看上了一本，问道，我拿去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
来，那就归我啦。拿去吧。主人说。当然我不忍取走。

在公司延伸出去的一处园林般的小山坡上，树阴里有一
座小木屋。主人引领一行人蜿蜒走去。这里离海岸不远了，
有风捎来海洋的好闻的腥味。这座赭色的房子，让我想到黄
宗英著名的报告文学《小木屋》，那座小木屋记载的是一个高
原生态研究的女学者，澳角这座小木屋，记载着什么故事呢？

在这座小巧舒适的木屋里，我们同主人谈了许久。入座
多为习文者，所以话题大都与文学相关。这是一个文学沙
龙。主人叫许海钦，我多次从关于文学活动的报道中遇见他，
却未曾接触。他目光奕奕，在厚实的茶几前泡茶。原来，有许
多作家来过澳角村。数十年前，他还是一个渔家少年出海打
鱼时，就结识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有北方来的知性女者就赖在海边的沙滩上不愿起来。这
里的沙纯净，柔细柔细，让人产生美丽的遐想。澳角是东山岛
南端一个突出的半岛，有呈X状背靠背的两处海湾，一个坐
南，一个朝北，两处掀起的海浪可以迥然不同，或如舞女，或如
巨龙，令人思绪万端。蔡其矫在这里留下动人诗句：“怎样由
一条漂亮花带/繁衍为雪亮的林丛/怎样以神秘和声/点亮漆
黑的海……爱是从幽暗的深处来到/磷光的眼眸溢出希望/每
一浪头都是秘密音符/抚慰不自由的微末生命”。

他说王扶来过，回北京后多次向他约稿。王扶是《人民文
学》有名的女编辑，她当责编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拍
电影时就是在东山岛取的外景。海钦说，“我受到文学影响，
但不吃这碗饭，自觉配不上这家刊物，爽约了。”我说，“你肯定
错了，这可是文学顶级殿堂。”他笑笑。海钦认为文学的价值
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他以亲身经历，印证文学所起的作用。
他曾因为热爱文学，获得初识者的信任，由此认定文学无价。
海钦如今经营的海源公司，年纳税 2000万元人民币，是福建
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跨海越洋抵达彼
岸。他还是东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有诗集若干问世。

走出这间文学小木屋，我有点留恋地回望时，发现山头上
矗立着一架风车，巨大的白色叶片横亘空中。不知为何我想
到了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如若已遥远离去的塞万提斯来到
澳角，会写出怎样新的作品？

来过澳角的著名作家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这应当是
这个地处海岛一角的小渔村的光耀。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羽化
升天，如蔡其矫、凌力等。但是我认为，他们仍会立在天上的
某一朵云端，微笑注视着这座曾给他们带来过幸福感的渔村。

我在澳角，感受到文学的美好和悠远。

感受文学的
美好和悠远

▱杨西北

本报讯（柯国伟）近日，漳浦作家林跃奇新作《穿越神秘的
大海》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航海科普故事书，入选2022
年福建省“暑假读一本好书”书目，目前，已在全国新华书店上
架销售。

《穿越神秘的大海》穿越历史，从秦始皇东巡大海到郑和七
下西洋，从徐福东渡日本到汪大渊远航亚非，从戚继光平定倭
寇到郑成功收复台湾，跨越数千年，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以海上
丝绸之路为背景，叙述了十五个海洋冒险家的传奇故事，塑造
了华夏儿女世代传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开拓进取的海洋精
神。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秋沅说：穿越神秘的大海，十五个海
洋冒险家，乘着大海船，从历史的海洋向我们走来，在小读者面
前由模糊而清晰，由矮小而高大，由平凡而伟大。阅读好故事，
汲取成长的力量与智慧，走向更辽阔美丽的天地。

《《穿越神秘的大海穿越神秘的大海》》入选入选
““暑假读一本好书暑假读一本好书””书目书目 本报讯（朱亚圣）近日

《张朝晖书法作品选》由福
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省
书协主席陈奋武题写书名。

该书共选入作者近年
来创作的书作 66 幅，以
行、楷书为主，还有用书法
书写的原创诗歌、楹联，全
书 136页，内容丰富，个性
鲜明，书体多样，富有家国
情怀。

张 朝 晖 ，1972 年 出
生，平和县人，现为福建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
作家协会会员，师从陈奋
武先生，书作追求“圆融、
简净、旷达、自然”之风。

《《张朝晖书法作品选张朝晖书法作品选》》出版出版

本报讯（朱艺娴 文/供图）粽叶飘
香话佳节，文采荟萃赏诗会。6月3日
晚，由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院各
社团联合承办的“壬寅端阳，在水一
方”端午诗会在博西梯一举办。文学
院党政班子及部分师生、漳州市作家
协会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诗会涵盖了朗诵、吟诵、曲艺、情景
剧、舞蹈、茶艺、古琴演奏等形式多样的
节目，寄寓深远。

当晚的诗会在陈瑞松老师的引言
中拉开序幕，内容共分为三个序章进
行，分别是端阳戏剧联演、端阳宴以及
端午诗会。在端阳戏剧联演部分的教
学成果演出展示环节，由文学院学子
为我们带来的《时间和旅人》，让我们
在奇妙的鸟儿国度中，重新审视时间
的流逝，以别样的角度体会旅人与鸟
儿们之间爱与温暖的故事。随后呈现
的端午特别版戏剧《九逝——平原怀
江》，以倒叙的方式将屈原投江前所经
历的不平遭遇以演绎的形式展现，通
过同学们的精彩表演表现了屈原志行
高洁、执着探索、敢于斗争的高尚品格
以及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强烈爱国
精神。

在精彩纷呈的端阳戏剧联演后，由
云水茶艺协会带来的端阳宴环节更是将
当晚的节日氛围推向了高潮，在场的师

生们一同食粽籺（粽籺，粽子的别名）品
香茗，尝糕点赏茶艺，其乐融融，一同分
享，为此次端午诗会的举办增添了更多
的温暖与欢笑。

19时始，诗会的第三个节目在张伯
宇老师悠长的笛声中拉开帷幕，开场的

《九歌——少司命》祭祀，共同悼念 2000
多年前的爱国诗人屈原；随后由泠音琴
社与墨韵书画协会合作为我们带来的
弦歌书法表演《求索》，让我们在“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歌声
中充分体会楚辞以弦歌演奏与书法演
绎的魅力。诗词吟唱环节，黄金明院长
为我们带来了一曲《钗头凤》，在背景介
绍以及婉转悠远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
够看到诗人陆游与才女唐婉之间凄美
哀婉的真挚爱情，体会他们之间爱不得
恨别离的无奈与遗憾，歌曲感人肺腑、
令人动容。

作品朗诵环节，我们有幸聆听来自
漳州作家协会主席陈子铭、副主席陈小
玲带来的诗文朗诵，以及由闽南师范大

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带来的作品
《屈原颂——生死交响》，节目以问句开
头而报以层层浪涛般的回响与述说，作
品字字恳切句句肺腑，将屈原在黑暗的

政治斗争中却依然坚持理想、追求
真理，不惧死亡且深沉执着的爱国之
心通过深情地朗诵一一倾诉，感人深
切……

端午诗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让
学子体会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更
激发了学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植深厚人文情怀的学习热情，在
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同
时，也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营造高雅
校园文化氛围。

壬寅端阳壬寅端阳 在水一方在水一方

本报讯（林佳俊 戴诗淇）6月 5日下午，由闽南师范
大学图书馆、学生工作处共同举办的“闽师荐书、好书同
行”系列活动——第八期阅读分享会在闽南师范大学圆
山校区成功举行。本次分享会由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
朝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商学院共
计30多名师生到场参会。

本次阅读分享会的推荐书目是王水照先生的《钱钟
书的学术人生》，由王朝华教授带领与会师生走进钱钟书
的学问世界。王教授先谈了自己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了介绍，并对其得失做了简要而独到
的评价和说明。接着，台下学生和老师积极发言，与王教
授交流，或提问或谈自己的阅读体会。

王朝华教授对《钱钟书的学术人生》的第二辑与第三
辑进行解读，结合文摘畅谈阅读体会和心得。当分享到
阅读的意义，王朝华教授建议要尽可能去阅读最高明的
书。王教授用饮食作比，表示这是要辩证地去看待的，因
为阅读某一些书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最高明的书。比如
阅读小说，可以选择普通的网络小说，也可以选择《三国
演义》《封神榜》等名著，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不同类
型的书籍，这些书都可以看一看，不要紧。但是阅读学术
著作这一类型的书籍，王教授说应该尽可能去看最高明
的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学术著作方面，可能存在
个别学者名不副实的现象，不高明的书可以不用看，只有
阅读那些最高明的学术著作，才能真的有所思考与收获，
提高思想的深度。

在讨论环节，商学院的游凌燕老师提到，钱钟书先
生在文学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相对消极的悲悯情怀，
然而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生
活充满童趣的父亲，是否可以理解为他竭尽全力地在
生活中寻找快乐？王朝华教授对此分享道，基本可以
这么理解，伟人们对生命的悲剧性本质都有深刻的认
识，他们能看透生命的悲剧，但是也能在生活中保持通
达的态度。当同学谈到如何面对伟人，如何解读伟人
的作品这个问题时，王教授指出，面对伟人必须要有尊
敬、谦逊的态度，同时要不断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能
力。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必须保持阅读的兴趣和
习惯，这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分享会现场，老师和同学
们用心聆听并积极互动，气氛轻松活跃，思想火花频频
迸发，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同学们纷纷表示，分享
会的讨论环节让我们有机会走进钱钟书先生的世界，
从不同角度了解到生命的本质和阅读的快乐，这将是
一次难忘的大学回忆。

读高明的书
做智慧的人

——“闽师荐书，好书同行”阅读分享会举办

作家履痕

不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停止——狄德罗
叶长生 书

书 讯

王朝华教授吟唱《红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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