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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书 香

人 生 路 上 ，
我 们 总 会 遇 到
许 多 选 择 。 有
些 路 ，人 潮 涌
动 ，热 闹 非 凡 ；
有些路，寂静无
声 ，少 有 人 至 。
然而，正是这些少有人
走的路，往往蕴藏着宝藏和惊喜。《少
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正是引导我们探索人生
宝藏的指南。作者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为
我们揭示了成功的秘诀：勇敢面对自己的弱
点，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书中提到的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成功的关键所在。我们
常常害怕失败、害怕面对困难，然而只有在克
服这些恐惧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成长进步。
《少有人走的路》一书还强调了自省的重要
性，作者认为自省是成功的基石。只有真诚
地面对自己，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找到
解决的办法。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
刻体会到了阅读的力量。作者通过自己的亲
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阅读如何改变一个人
的命运，他告诉我们读书是最好的投资，通
过阅读我们才能拓宽视野，扩展知识领域，
只有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我们才能在激烈
的 竞 争 中
脱颖而出。

在阅读
《少有人走
的路》的过
程中，我逐
渐 养 成 了
良 好 的 阅

读习惯，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阅读
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知识
面越来越广，思维也变得越来越敏
捷，我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学会了
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成功并非
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付出时间、
精 力 和 汗 水 ，只 有 坚 持 不 懈 地 努
力，才能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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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本名为《被讨厌的勇
气》的书，这本书围绕着“如何获得
幸福”这一问题展开简单却深刻的
讨论，深感其思想的独特和深刻。

书中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作
者对心理创伤的独特见解，他认为
心理创伤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而是给自己不上进找的借口。这
种观点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处
于逆境时的态度，我们往往因为害
怕而选择原地停留，其实这种停滞
不前的态度只会让我们离幸福愈
加遥远。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
是作者关于接纳自我的观点，他鼓
励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受
现状，只有接纳真正的自己，才能

勇敢迈出改变的第一步，成为生活的主人。“你是一切问题的原
因。”书中的这句话初听似乎是在推卸责任，但实际上它是在强调
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成为生活的主人。我们无法控制外部环
境，也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对生活的态度，从而获得
更美好的未来。作者还认为自卑感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情感，而是
一种促使我们不断进步的力量，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才能有超
越自己的动力。阅读过程中，我不禁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思维
方式，我开始审视自己，也意识到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而不是一
味地苛求自己。

《被讨厌的勇气》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幸福并不
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可以通过改变自我和勇敢面对他人的不喜
欢，有勇气超越过去的自己而实现。

照亮前进的道路
——《被讨厌的勇气》读后感

□翟丹青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岁月已在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同时还伴有退化的记
忆、怀旧的情绪、亚健康的不适，不禁感叹时光飞逝，觉得自己好疲惫，心态也跟着衰老很多。偶

然间阅读了《人老了，真好》这本书，它让我重新思考人生。
人老了，是人生走向成熟、走向睿智、走向完满的标志。人老了，有了清闲的时

光、有了淡泊的心情、有了回忆的幸福、有了自省的豁达、有了放弃的智慧……书中
写道，“人老就是一杯陈酒，烈而绵；是一壶浓茶，爽而甘；是一瓶老抽，醇而香；是

一棵苍松，郁而翠。”人渐渐老去是一种自然规律，人老的过
程其实就是一棵幼苗长成大树；滴滴清泉汇成大海；粒粒尘
土聚成高山；一朵菡萏开成芙蕖，这个过程是何等美妙啊。
人老了，心态不能老，对于即将步入退休生活的我，《人老了，

真 好》这 本 书 给 予 了 我 无 限 的 勇 气 和 力
量，我对退休后的生活有了美好
的规划和憧憬，我要学会与时间相
处，接纳它的流逝。愿我们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过出多姿

多彩的老年生活。

致渐渐老去的自己
——《人老了，真好》读后感

□李海霞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朴实自然的表
述出粮食的珍贵；“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满怀真挚的思乡情感。前几日，又一次翻开了
《唐诗宋词》，再一次被古诗词的美妙深深吸
引，它仿若一道道佳肴，余香满口；又仿佛一张
张画卷，浓墨重彩。

浪漫写实的唐诗

唐诗，诗中有画，画中汇景，景中含情。“天
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李白的诗飘
在天上荡漾在水面，既浪漫又洒脱。“海客谈瀛
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
可睹。”李白的诗意境雄伟，变幻莫测，自由地
徜徉山水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何等的畅快淋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何等的诗仙意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
散去还复来”何等的超然洒脱？

当安史之乱的烽烟渐渐遮蔽大唐的荣光，
那时的杜甫真的很忙，他用“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鞭挞统治者的腐败和冷血；他用“安得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忧国
忧民的情感。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活画出卖
炭翁的肖像，反映出劳动的艰辛。唐诗，既写
实又梦幻；既揭露残酷又述说美好。

景情交融的宋词

宋词，豪放、婉约，意味悠远。以豪放著称
的苏轼，除了让人想起垂涎的“东坡肉”，还留
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惆
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

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酒酣胸胆尚开
张。鬓微霜，又何妨”……这样的词句，让人回
味良久。

相对于苏轼的豪放自如，婉约词则在铺
叙刻画间情景交融，音律谐婉。“昨夜西风凋
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三种境界
值得细细品味，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
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
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
美景呢？

这些千古佳句让人心旷神怡，怅然辽阔。
在网络的冲击下，提笔忘字的现象频频发生，
我不禁思考，青年应担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责
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读《唐诗宋词》感悟诗词之美
□杨 超

记得那天，我从手机购物软件中的图书畅
销榜里看到了《长安的荔枝》这本书，我一度以
为它是一本关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荔枝来。”的爱情故事，但当我看到详情介绍的
时候，决定立刻下单。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李善德，奋斗了大半辈
子混得一个小官。他生活精打细算，花了大半
辈子的积蓄想在长安买房，接老婆孩子来长安
生活，他不懂官场上的人情世故，当如“天上掉
馅饼”般的差事砸到他头上，他从最初的疑惑、
不敢置信到最后决心放手一搏。

在唐玄宗的旨意下，李善德需要在贵妃
诞辰之日将岭南新鲜的荔枝运到长安。在
当时的运输条件和保鲜水平下，要将新鲜
的荔枝送到长安是几乎不可能的。荔枝被
摘下后，若没有采取合理有效的保鲜措施，
三天之内就会流水发臭；可即便采取了一
定的保鲜措施，也只能在四天内保持原有
的风味。

没错，李善德被“算计”了。“荔枝鲜”和“荔
枝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大有不同。李善德

手中的文书中，“鲜”字被贴黄成了“煎”，他
偏偏在接下这份差事之后才发现。比他官职
大的将这样一份“油差”交给他，同僚们也纷
纷恭喜他，“他可是圣上指派的荔枝使，可谓
一步登天。”没有回头路，他只能一路向前。
李善德跑前跑后，从前期文书办理、经费审批
到后来时间受限且人力物力财力均捉襟见肘
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谄媚的嘴脸，看到了推诿
扯皮的态度，看到了见风使舵、中饱私囊的做
法……李善德按照规矩一路走来，却还是一
路碰壁。李善德诀别酒喝了，向好友托孤也
做了，我不敢想象他那时的心中是怎么样绝
望。虽然他最后完成了运送荔枝的任务，并
没有“一步登天”，李善德甘心被贬至岭南，但
那时的他应该是快乐的。

读完这本书，使我惊讶的并不是我对书中
的某一点或几处印象深刻，而是我对整本书都
产生共鸣。

“他必须努力证明，自己有无可替代的核
心价值，才不会在这个大盘被挤出局。”试问我
们谁不是如此呢？对标当代的我们，面对极其

内 卷 的 环 境 ，
我 们 何 尝 不
是 使 出 浑 身
解数想要被
认 可、被需
要 ，证 明
自己有价
值，不奢
望跑赢
大盘 ，
只 希望
不被挤下去。

“既是身临绝境，
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
搏，说不定还能搏出一点微茫的希望。”我十分
敬佩李善德的勇气，在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时，他没有选择破罐子破摔或躺平，而是
选择奋力一搏，挣扎向前，为自己搏出一条
路。因为“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
离终点多远的地方。”你看，坦坦荡荡、勇往无
前的生活才更加迷人。

心 怀 坦 荡 何 惧 黯 伤
——读《长安的荔枝》有感

□青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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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人
生，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鲁迅笔下的

祥林嫂、余华笔下的富贵，他们都是能引起读者
巨大悲怆的人物形象。

有这样一位作家，他一生都在和病痛作伴，
生命结束时，他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他曾经自嘲：“职
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在最美好的年华被病魔
缠身，但他却说：“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他就是史铁生。

翻开《我与地坛》这本书，史铁生并没有控
诉 命 运 对 他 的 不 公 ，反 而 以 一 种 深 沉 而 富 有
哲理的方式，讲述了坐在轮椅上的他在地坛这
个 古 老 园 子 中 的 所 见 所 感 ，以 及 对 生 命 、母
爱、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用“一位儿子的不幸，
在母亲那儿总是加倍的”描述世间千千万万的
亲情；用“少部分属于语言，全部属于心”刻画
美好难言的爱情；用“朋友们推着、背着、抬着
我，去看中国”描绘亲如手足的友情。

地坛，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园中的
人们的生活。他看到了园中那对相濡以沫的老
夫妇的深情，看到了那个热爱歌唱的小伙的激
情，看到了那个不幸失聪的女孩的坚韧，也看到
了母亲对他的爱。他在书中写道，“曾有过好多
回，我在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
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
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
的背影。”或许史铁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母
亲，他觉得母亲比他还要苦得多，他也曾在文中
写道，“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
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
都有过母亲的脚印。”他刻画的母亲是温柔的，
母亲在世时最希望他能有活下去的勇气和能
力，而等到愿望实现时母亲却不在了。

《我与地坛》不仅仅是一篇散文，更是对人
生的思考。他问自己，也问读者，一个人存在
的意义是什么？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在地坛
的所见所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无
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
能够找到生活的意义。或许究其根本，这只是

史铁生在跟母亲说他在好好活着。
读完《我与地坛》，我深感

人生的宝贵和短暂。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珍惜每一天，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
好，用心去爱身边的人，用心去追求
自己的梦想。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

坚持，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
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能放弃，

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战胜
困 难 。

编者按：
春 回 大 地 ，处 处 生 机 勃 勃 。 在 这 个 美 好 的 时 节 ，公 司 各 单 位 开 展 了 形 式 多

样 、内 容 丰 富 的 读 书 活 动 ，拓 宽 职 工 的 知 识 领 域 ，丰 富 他 们 的 内 心 世 界 ，提 升
职 工 幸 福 感 ，增 强 企 业 凝 聚 力 。 在 职 工 书 屋 ，大 家 围 坐 畅 谈 ，交 流 读 书 感 受 ，
分 享 阅 读 的 快 乐 。 今 天 ，本 版 选 登 包 钢 职 工 撰 写 的 读 书 心
得 ，让 读 者 在 书 的 海 洋 里 徜 徉 ，在 沁 人 心 脾
的 书 香 中 寻 味 ，感 受 文 字
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