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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小羊

这段时间读了多少书？说实话，很少，正儿八

经称得上书的，只有一本半。虽然想读的书，100
本都不止。

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样的日子：不参加社交、

不购物、不出门、不上班、不化妆，待在家里，把

想读的书都读一遍。

没想到这么快，梦想就实现了。然而，梦想中

的日子到了，我的心却乱了。

所 谓 梦 想 ， 可 能 跟 女 神 、 男 神 差 不 多 一 个 意

思。得不到的时候，千好万好；一旦得到，手足无

措。毕竟都是饮食男女，好运后面通常带着不止一

个附加条件。

我 闺 蜜 的 丈 夫 在 一 家 知 名 科 技 公 司 工 作 ， 结

婚 10 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老公能待在家里陪她

和孩子。

如今各家企业延期复工，她跟丈夫享受了结婚

后最长的一个假期。男人终于不出差、不应酬了。

但她昨天跟我说，感受到的不是梦想实现的充实与

快乐，而是再也没有梦想的空虚和失望。

以前丈夫不帮忙做家务，她可以说服自己，因

为 他 工 作 忙 ， 他 为 家 庭 经 济 作 贡 献 ， 他 也 很 无 奈

呀！如今丈夫还是不做家务。她不得不面对这样一

种现实——这就是一个不做家务的男人，跟忙不忙

根本没关系。

我呢，因为梦想生活忽然到来，我却无法把它

活成理想中的样子，也开始严重怀疑：以前我究竟

是因为忙而没有时间读书，还是因为我根本已经变

成了一个不爱读书的人？

忙这块遮羞布，我们人类用起来，不仅得心应

手，甚至连租金都不带付的。

我本来想重读一遍加缪的 《鼠疫》。读了不到

10 页就放下了，低头看书是“疫”，抬头看手机还

是“疫”，是不是太自虐了？

又拿了一本 《霍乱时期的爱情》。我曾经最喜

欢的小说之一，如今读来，竟然有了馊味。光这书

名，就充满哗众取宠的“轻浮”——霍乱时期谁还

顾得上爱情，大家忙命都忙不赢啊⋯⋯

封城 20 多天，我读得最多的书是菜谱，唯一看

完 的 文 学 书 是 舒 国 治 的 《穷 中 谈 吃》。 读 完 以 后 ，

特别理解为什么家里的老人，在这种特殊时期，那

么热衷于去超市抢食品。

我不是说他们这种行为正确，超市人群聚集，

传染病毒的可能性很大。我只是想表达，我理解他

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食物，或者简而言之“吃”

这件事，的确可以给人带来实在的安全感，将我们

暂时从巨大的恐惧、迷茫、虚无中，解救出来。

读 的 另 外 半 本 书 ， 是 东 东 枪 的 《文 案 的 基

本 修 养》。 当 发 现 读 文 艺 作 品 容 易 胡 思 乱 想 ， 我

决 定 读 一 点 专 业 书 ， 适 当 充 实 一 下 自 己 ， 别 给

闲 废 喽 。

然 而 ， 注 意 力 依 然 很 难 集 中 。 为 了 克 服 看

手 机 停 不 下 来 、 聊 疫 情 无 端 伤 感 这 些 特 殊 时 期 的

“常见病”，我甚至开始边看书，边做思维导图了。

过 去 ， 忙 中 偷 闲 读 书 ， 是 身 体 喧 嚣 ， 心 灵 宁

静；如今这捡来的长假，身体很静，心里很乱。

一 张 平 静 的 书 桌 ， 在 当 下 的 情 况 上 ， 是 “ 易

碎”的。与灾难有关的每一个让人振奋、沮丧、气

恼的消息，都能把它打碎一次。作为一个养着十几

个人的小微企业主，只要一想到复工无期，工资照

发 （我们公司恰巧在武汉），平静的书桌又碎一次。

好不容易把这些情绪都克服了，孩子开始上网

课了。从早到晚忙着孩子的听课、打卡、改作业，

平静的书桌已经“碎”成了渣。

跟闺蜜诉说我的苦恼，她劝我别自责。“这是一

本 特 殊 时 期 ， 社 会 为 我 们 翻 开 的 巨 著 。 人 活 一 辈

子，可能很难有第二次机会，亲自翻开、甚至亲自

参与撰写这样一本鲜活的著作，你就安心吧，去享

受和阅读吧”。

要不怎么说是亲闺蜜呢？一开口就说到我心坎

里去了。人到中年，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

是靠彼此之间的无限纵容和溺爱维系下来的。

我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自律的时间久了，一

般都会有个臭毛病，开始追求自律的周边产品：特

立独行和众人皆醉我独醒。

当编辑向我约稿，让我谈谈最近的阅读情况，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一口气列出 10 本以上的“封城书

单”，全部标上已读，然后如同“鸡汤女王”一般

说：“感谢这场疫情，让我拥有了这段静下来读书

的时光，它是上帝的礼物，是中年人偷来的青春。”

但我做不到。我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鸡飞狗

跳 ， 一 地 鸡 毛 ； 我 必 须 承 认 ， 疫 情 送 来 的 这 场 假

期，不是生命的礼物，而是人生的噩梦。

我朋友的家人，感染了；我读者的亲戚，感染

了；我的朋友，做了志愿者；我的亲戚，医学院毕

业，去年 9 月参加工作，上了一线。

我不知道我的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复工；我更不

敢轻意通知大家复工，如果万一有人感染，我会为

自己的这个决策而后悔，也许后悔很久很久。

朋友圈里的微商文案，鸡血满格地说，这场灾

难告诉我们，人生要有 plan B，随着一天天文案更

新 ， 鸡 血 上 头 ， 今 早 已 经 发 展 到 了 人 生 要 有 plan
Z。但我怎么觉得，就算有 26 个 plan，只要不能出

门，就是 plan 0 呢？可能还是我不够强大吧，不仅

无法理解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无法理解新冠时期的

鸡血、鸡汤与鸡精。

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想在普通的日子里，忙中

偷闲读点书；我是一个普通人，需要一张普通的书

桌，而世界之大，宁静平庸的角落，平凡庸常的日

子，才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盼望一张平静的书桌

编 者 按 ：“ 培 养 阅 读 的 习 惯 能 够 为 你 筑 造

一 座 避 难 所 ，让 你 逃 脱 几 乎 人 世 间 的 所 有 悲

哀 。”疫 情 阴 云 密 布 ，宅 家 的 我 们 不 如 捧 起 书

本，以书疗心。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疫情隔

离 了 人 群 ，却 无 法 隔 绝 爱 与 善 意 。隔 离 在 家 的

日 子 ，你 在 读 什 么 书 ？遇 见 了 哪 些 难 忘 的 书 中

灵 魂 ？日 前 ，中 国 青 年 报·中 国 青 年 网 发 起“ 心

不 隔 离 ，你 在 读 什 么 书 ？”征 文 活 动 ，这 样 一 个

特殊时期，虽没有华灯满街，没有欢乐喧嚣，但

我们仍然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意义。

梁鑫宇：
有故事，有风，天气微凉，过了落叶的季节，

萧瑟还是萧瑟。谁也没想到 2020 会这样开始，今

天，2月14日，情人节，没有情人的我在家，一切
安好。2020，晚上没有广场舞，白天没有“坝坝
席”。如果说中国登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铁，2020，
高铁的发动机仿佛停摆。

我在家，没有上课，父母在家，没有上班。慢下来
的家，感情更加细腻、敏感、脆弱——疫情之下，谁又
不脆弱呢？活动于百平方米大的屋子，邻家的电视声
破门而入，对面楼中爷孙三代斗地主不亦乐乎，有人
引吭高歌，有人拥席不起⋯⋯疫情似乎为中国人的
忙碌做了注脚，不是乐于奔波，而是空虚，停下来之
后，灵魂和手都无处安放。灾难当前，更渴望安定有
趣的灵魂。于是想到了书，于是想到了人。

说来也巧，寒假之前，读了加缪的 《局外
人》，寒假之后，由于疫情，又读到了他的 《鼠
疫》，抛开其中的隐喻和哲学，我喜欢那句“鼠疫
就是生活，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居家中，柴米

油盐，贪痴怨妒，一样不少。
刘琼芝：
新冠肺炎疾病的突袭，让我再次思考生命的意

义。在猖狂肆虐的病毒面前，生命渺小脆弱得不堪
一击。死亡之神似乎就躲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准备
伸出他的魔爪。古人曾云：“修短随化，终期于
尽。”卑微如蝼蚁的个体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借
这段不能出门的时光，翻看阿德勒的 《自卑与超
越》，解答了我关于“生命意义”的困惑。

如果一定要问生命的意义，或许可以说，只有当
个体生命把社会福祉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才有可
能激发出他最大的潜能，焕发出他最夺目的光彩。

牙牙：
在因为特别时期获取的大量可以消磨的时光

里，读书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这段时光给予我的感
受倒是和在看的川端康成的《山音》有异曲同工之
妙，仿佛提前进入了一个老朽的躯壳，感受这样一段
缓慢的时光，在充满哲思的凝视里，对现实又有些
许无力和无奈。“但是，这是无聊的一生。对任何
人的幸福，自己都无能为力。信吾本来觉得对方寂
寞，可这种寂寞情绪很快就沉淀在自己的心底里”。

Echo:
隔离在家的日子，又看了一遍刘慈欣的 《三

体》。当宅在家的时光像橡皮糖一样被拉长，读书
也不再像第一次一样追求快速和情节，而是有了更
多时间去慢慢回味，甚至随手翻起一页便可继续往
下读。“宇宙很大，生命更大”，在自然界面前人类
是渺小而脆弱的，对抗病毒亦如是。这个冬天似乎
很漫长，“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我
们决定，选择希望”，春天会到来的。

吴娆：
“命运的礼物晚一点，慢一点，波折一点，只

是为了用心扎个漂亮的蝴蝶结。”最近又重读了辉
姑娘的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第一眼还是先被封
面所打动，一盏灯、一束花、一只打着盹的猫、还
有一个安安静静看着书的女子。愿你余生顺遂，周
身温暖。多么艰难的日子，也会经营出一碗饭，一
盏茶，一张床，一束光，一些爱。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让2020开启得有些安静、
也有些惊慌失措，在新型冠状病毒无情的肆虐下，
武汉这座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病毒从武汉到全
国，支援从全国到武汉，一张张请战书，我们无不为
之震撼。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时候也没有那么
温柔，但它总能给予你希望，世间有许多的小美好，
像星星照亮前行的夜，怀着感恩的心去感受那些不
期而遇的温暖，让那些经受的艰难与苦涩都值得
了。无论何时，不要忘了，这世界偷偷爱着你。

Sunflower：
时间一晃而过，2020 年的春节让全国人民都

成了“笼中鸟”“洞中鼠”，每个人有了大把大把
的时间困守蜗居。而我，在经历了 2019年父亲卧
床半年离世、母亲中风行动不便、自己接连两个
月住院后，突然间对医学类知识的渴求达到了顶
峰。得知无法按期上班后，我决定掸落 《众病之
王：癌症传》 封面的灰尘，夜深人静时开启自己
人生的另一幅篇章。

面对宇宙、面对自然，我们如沧海一蚍蜉，不
堪一击，自然赋予我们行走坐立和思考辨析的
能力，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行使人类维系自然
界整体平衡的使命，是让我们服务十方众生解
悟生命的意义，而我们拿它去屠戮生灵、欺辱
弱小、满足口腹之欲。我们是不是在生命之旅
的路途中越走越远了？当每一个小灾小难小变
故无法警醒我们时，自然就会层层加码直到我
们害怕，直到我们为自己的狂妄不羁付出让自
己颤抖的代价。

心不隔离，你在读什么书？

阅读美好的文字
缓解焦虑
□邓安庆

春节前夕回到湖北武穴老家，赶上了疫情

暴发，我们这里也“封城”了。不断有电动三轮车

从屋边开过，车厢里搁一个大功率扩音器，播放

广播让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哪里都别去。村干

部挨家挨户发放一次性口罩，对返乡的人做了

登记和体温测量。

从我们这里到市区的公交车也已经停了多

日，机动车也不能开，基本上去哪里都寸步难

行。垸口前面的省道上，偶尔有救护车驶过，

其余时间空空荡荡的，何时返回我的工作地北

京是个未知数。在家的漫漫时光，正好可以看

看书写写文章。家中存放了我以前从北京寄回

来的书，此时翻看了几本，都很喜欢。其中有

两本想专门分享一下：一本是日本小说家樋口

一叶的短篇小说集 《青梅竹马》，另外一本是

唐诺的 《尽头》。

先说樋口一叶。她真是可惜，只活了短短

的 24 年，死因是得了肺结核。《青梅竹马》 这

本短篇集收录了她晚期最有名的一些作品，多

是以这一地区的贫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樋口

一叶在同名小说中对东京吉原街区生活和人物

情状都有细致的描摹，毕竟是作者真实生活的

地 方 ， 在 她 的 笔 下 ， 吉 原 的 生 活 丰 富 多 彩 ，

“春天观赏夜樱，夏天挂玉菊，秋天听仁和贺

戏，四季变化，而这条街始终喧嚣热闹”。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样貌：“此

时若是向大街上眺望，就会看到一群群民间艺

人出现在花街上。有敲锣打鼓叫卖糖果的，有

耍把式的，有操纵木偶的，还有跳大神乐舞、

住吉舞以及舞狮子的。他们是万年街、山伏

街、新谷街一带贫民区的住户，每个人都或多

或少有些技艺，也算是艺人了。”

他们穿什么衣服呢？“有的穿绉缎、薄纱

之类的漂亮衣服；有的却穿着褪了色的萨摩飞

白夏衣，系着黑缎窄腰带⋯⋯”翻看整本书，

我们都会看到作者细致地描写人物穿的衣服款

式、布料和配件。我很喜欢这些“闲笔”，它

让小说有了精致的质感。而且，小说空间被作

者生动详实地营造出来了，人物在其中活动，

才能有神韵与呼吸。

这本书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女性形

象。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依附于

男性，不论是平民百姓家，还是官宦家庭，女

性受到的遭遇，在今天看来让人唏嘘不已。而

樋口一叶的作品能够风靡至今，还有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她的拟古典文体，还有她植根于现实

的创作手法。她写的小说其实都不复杂，有些

看起来浅白，但却都有古典的诗意美。樋口一

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 （她一生写过 4000 多首

诗 歌）， 早 期 接 受 的 是 古 典 的 贵 族 式 文 学 教

育，而人生的末端却生活在穷苦中。这其中的

断裂，在她的文体上有所反映。小说与诗歌，

两种体裁，对语言的要求也不同。诗歌的语言

偏精致典雅，小说的语言往往需要浅白通俗，

樋口一叶在两者之间作出了平衡，让她的小说

兼具抒情性与叙事性。在这一点上，她超越了

同时代的女作家。

周作人评价樋口一叶：“观察有灵，文字

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只是其来何迟，

其去何早。”可谓一语中的。我想起流传很广

的一首俳句，“人世皆攘攘/樱花默然转瞬逝/
相对唯顷刻”，用它来形容樋口一叶的身世和

作品，都是恰如其分的吧。

说完樋口一叶，再说另一位作家，他是来

自台湾的唐诺。他是我非常敬佩和喜欢的作

者。这段时间在家，我又重看了他那一本厚厚

的 《尽头》。唐诺是编辑出身，在书的世界已

经浸淫几十年，他的身边又是一些厉害的小说

家，他太懂得小说书写者这一类人了。

如果你是写小说的，你会感觉到你在写作

中的各种感受和困惑，都能在唐诺的书中得到

解答和抚慰，甚至能更深入进去，让你跟着他

一起思索书写的各种可能性。他是你的朋友，

懂你；也是长者，能带你往更深远处看，进而

抚慰你，启发你。

他的语言是绵长的，不喜欢的人会觉得啰

嗦，但一旦读进去后，却让你觉得：嗯，他的

语言该当如此。语言是思维的体现形式。唐诺

不是学者式的书写，也不是纯粹的感受性抒

发。他的思索方式，带有小说书写现场的第一

手经验，各种曲折沟坎，各种局限束缚，他都

放在心中，一探究竟。

因而作为一个小说书写者，我在跟随他的

思路前行时，常常被打动：他看到了我们书写

的现场种种，然后他会告诉我们，在这个小说

世界中，还有太多的大师，太多的先行者，都

碰到过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它还有

没有多种的可能性？

他不断地反问，又不断地解答，反反复复

的，并没有最终的答案。书写是没有尽头的，

当然他的思索也就没有尽头。他的思路始终是

清晰的，但因为书写的世界太大，他进入到的

是一个无法探索尽的地方，他有各种疑惑和停

顿，都通过这种书写的形式显现出来。

看 唐 诺 的 书 ， 我 常 常 不 忍 心 看 完 。《尽

头》 600 多页，拿在手中厚厚的一本，每天晚

上我只舍得看一篇。这段阅读的时光是沉浸在

幸福中的，他就像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

来。他说话的声音——对，就像我在现场听他

的讲话一样，慢慢的，又带着激情。读他的

书，我心生谦卑之感。

这 个 世 界 上 有 那 么 多 好 的 作 家 ， 好 的 作

品，我们越读越会觉得，自己是小小的，不值

一提；同时， 又 是 幸 福 的 ， 那 么 多 好 文 字 等

着我们。在真正好的文字前面，我们会有感

激 的 心 情 生 起 。 读 樋 口 一 叶 的 作 品 是 如 此 ，

读 唐 诺 的 作 品 也 是 如 此 。 在 这 样 一 个特殊的

时期，阅读这些美好的文字，我焦虑的心情也

缓解了很多。

□ 乔 伊

今年春节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像往年那样在

家宴、应酬和娱乐活动中到处奔波，每天宅在家里。

即使年后“在线开工”，我也没有了平时连轴转的节

奏，一下子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开始认真对待“生

活”这件大事，以及终于去看一点文字作品。

书海汪洋，在这个有些窒闷和焦虑的时期，每天

微信群和朋友圈都充斥着很丧很恐慌的信息，我更

倾向于读一读网络文学，探寻里面的“热血英雄”。

初中的时候同学问我：“你有没有在看过哪个小

说以后，一想到其中的情节，就忍不住想哭？”当时我

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作品能在一个人的记忆和感情

中，长久地深植泪点。他说是《诛仙》。那是作为一个

小镇青年的我，第一次知道了网络文学的存在。

从 早 期 “ 天 地 不 仁 ， 以 万 物 为 刍 狗 ” 的 《诛

仙》，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的

《斗 破 苍 穹》， 再 到 “ 荣 耀 ， 从 来 不 是 一 个 人 的 游

戏”的 《全职高手》 ⋯⋯读网文的这些年，我们见

证了一个个东方色彩浓郁的热血强者的诞生。

前一阵颇有话题的 《庆余年》，剧集大火引起

热议。作为原著作者猫腻的粉丝，我很早之前就读

过 《庆余年》。因为春节前剧集的热播，我再次重

温了这部网络文学界的“经典作品”。

从世界观背景来说，《庆余年》 是一部科幻作

品。小说背景设置是世界已经进化到下一个文明，

看似角色是去往古代，实则去的是充满无限可能的

未来。但是整个故事没有惯常科幻的“冷感”，却

有 尘 世 描 摹 的 “ 热 感 ”， 虽 然 内 核 上 有 悲 剧 的 色

彩，但也有温情，有坚守，探讨的是传统文化与当

代思维交织的世界中的人性和哲思，塑造了一批能

文能武、特质鲜明的群像。

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大道？网文作家借他们

塑造的英雄，抒发对人世间“侠义”和“正道”的

探讨与追寻。

主 角 范 闲 ， 来 历 不 凡 ， 因 叶 轻 眉 死 于 庆 帝 之

手 ， 命 运 中 自 带 悲 剧 色 彩 。 范 闲 颜 值 高 ， 文 武 兼

备，前期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是个只想过好自己

日子的小人物。后来因命运的离奇安排，进京都，

有庆帝、陈萍萍、五竹、范建一干厉害人物的保驾

护 航 ， 皇 子 权 贵 争 着 和 他 做 朋 友 ， 身 边 还 有 范 若

若、范思辙、王启年这些“神助攻”，完全是人生

赢家的人设。

到 了 故 事 的 中 后 半 段 ， 在 逐 渐 探 究 出 当 年 真

相，了解母亲的理想后，范闲有了改造世界，追求

公平正义的坚守和执念；明枪暗箭的斗争中他聪明

神勇，但又不时显露出少年特有的萌和青涩。在此

过程中，他从普通少年一路崛起成为强者。

相较于西方好莱坞式“超级英雄”生来有特殊

技能，中国网文里的英雄，往往需要一路修炼，不

断积累，晋级成长，最终实现一番成就。

除了写出少年成长的热血感，《庆余年》 另一

个 难 能 可 贵 之 处 ， 在 于 作 者 对 小 人 物 的 关 怀 和 重

视，让他们人性的发光面也被读者感知到。就像很

讨喜的王启年，有小机灵和绝技，惧内，爱财，但

内心其实也有热血和善良的一面，书中他在认识了

范闲的为人后，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

《庆余年》 中有个名场面是“朝堂斗诗”，范闲

在朝堂上一口气吟诵出数百首古代经典诗词，震惊

四座，这段高能发挥，融合了古人智慧的积淀和主

人公随机应变的机灵。

上古神话、民间故事、唐诗宋词⋯⋯充满瑰丽

想 象 的 传 统 文 化 ， 一 直 是 网 络 文 学 作 家 取 材 的 富

矿。那些口口相传或者载于史书、诗词话本中几段

话的小故事，几个人物的寥寥几笔，在网文作家笔

下便能延伸出更完善的世界观，将那些充满想象力

的故事娓娓道来，塑造出激动人心的情节和万丈豪

情。中国网文作品中的英雄，正是在传统文化和现

代文明之间的堤坝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当前这段必须老实宅家的时光，我不免对网

文世界里的热血和豪情格外心驰神往。面对突发的

变故和灾难，市井普通人能做到保护好自己已然不

易。但也盼着自己能够积蓄更多力量，如文学作品

中的角色一般，慢慢成长，渐渐有力，去保护生活

中更多我们在乎的人们。

在网文世界里寻找热血和豪情

扫一扫，参加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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