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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间》

七月的一天，好友陈建奇告诉我：陆永基
老师刚刚出版了一本童话作品《神秘屋》，写得
非常好。

好在哪里呢？他告诉我：在主题表达方面，
作者通过其塑造的艺术形象阿亨和豁豁们的
经历，探讨了尊重个性、遵循生命规律、学会
换位思考以及理性接受快乐与烦恼等重要主
题，对小读者的成长和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
作用。

从文学风格来讲，陆永基老师为了给小朋
友们讲故事，一改其成人文学的犀利，《神秘
屋》的文字朴拙而真诚，笔触温和而细腻。他用
看似简单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出神秘屋的奇
妙、动物们的形象以及各种场景，使小读者仿
佛身临其境。作品中既有童年纯粹的欢笑，也
有静默的忧伤，如同幻想曲式的轻扬与寓言式
的哲思相互融合，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和深
度，能够触动小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

听了建奇君绘声绘色的描述，我当即拿起
手机，不揣冒昧地向陆老师讨书：“听说您刚刚
出版了一本《神秘屋》，我替我的小孙女向您讨
一本。行吗？”陆老师很爽脆地答应了，第二天
《神秘屋》就由快递员送来了。书的扉页上端端
正正地写了一行字：给姜岚溪小朋友。后边签
了名，写了日期。这令我非常感动，陆老师是位
爱孩子、富有爱心的人。

小孙女到了喜欢问“十万个为什么”的年
龄，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平时只要有机会，就
会缠着我给她讲故事。她总是手里捧一本小人
书，递到我面前嚷着：“爷爷，你讲，你讲！”

得到陆老师馈赠的这个晚上，爷孙俩就一

起跟着陆老师走进了《神秘屋》。
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有一座神秘的屋

子。大象阿亨是树儿镇艺术馆的画师，一天，他
在森林中漫步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座神秘屋。
阿亨好奇地走进屋子，一个小小的身影飞了过
来，那是精灵豁豁。豁豁有着透明的翅膀和闪
亮的眼睛，十分可爱。

“你好呀，陌生的朋友。欢迎来到神秘屋。”
豁豁欢快地说道。

阿亨惊讶地看着豁豁，问道：“这是什么地
方？你又是谁呢？”

豁豁笑着回答：“这里是神秘屋，我是豁
豁，我们在这里做着很重要的工作哦。”接着，
豁豁向阿亨介绍了神秘屋的神奇之处——他
们把无形的心理变为有形的赠体，在动物们之
间传递积极健康的心理。阿亨被这个奇妙的工
作吸引了，决定留下来当志愿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阿亨和豁豁帮助了许多
动物。有因为输了比赛而难过的小兔子，有因
为害怕黑夜而不敢出门的小松鼠，有因为和朋
友吵架而伤心的小熊……每次，豁豁都会用她
们的魔法变出合适的赠体，而阿亨则用他的智
慧以及温暖的话语给予动物们鼓励……

我和孙女一起用了几十个夜晚，终于读完
了二十章故事，读到了尾声。小孙女听得意犹
未尽，吵吵着还要再听一遍。我呢，仿佛又重过
了一遍童年生活，现在想试着从儿童心理角
度，来解读一下陆永基这本《神秘屋》在童话作
品上的开拓意义：

首先，作品满足了好奇心与探索欲。故事
中充满了神秘的氛围和元素，如神秘屋本身

以及屋里具有特别魔法的豁豁们。对于儿童
来说，这种未知的神秘事物能够极大地激发
他们的好奇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
想要了解神秘屋背后的秘密以及其中发生的
各种奇妙故事。孩子们在生活中总是对新奇
的事物充满兴趣，想要去一探究竟，《神秘屋》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探索空间。
作者设置了新奇的情节发展——大象阿亨在
神秘屋的经历以及与各种动物和人类的互
动，情节跌宕起伏、充满变化。孩子们可以跟
随阿亨的视角，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和挑战，
这种新鲜有趣的体验能够满足他们对世界的
好奇。

其次，提供了丰富的情感体验。故事中既
有积极健康的情感，如友谊、勇气、善良等，也
有一些负面的情感，如烦恼、困惑等。孩子们在
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丰富多样的情感，从而
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世界。例如，阿
亨和豁豁们在帮助动物们传递积极心理的过
程中，展现出的善良和友爱，让孩子们感受到
正向的情感力量；而动物们面临的各种困境和
挑战，也能让孩子们体会到挫折和困难带来的
负面情绪。

其三，引导孩子正确地表达情感。书中角
色所经历的情感起伏，很容易让孩子们产生共
鸣。比如当角色遇到困难时，孩子们会感同身
受，为其担心；当角色克服困难取得成功时，孩
子们也会为之高兴和自豪。通过阅读，孩子们
可以学到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快
乐还是悲伤、愤怒还是恐惧。例如，书中的角色
在面对问题时，会以沟通、合作等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作者借此帮助小读者们建
立积极健康的情感模式。

其四，在潜移默化中，对孩子进行挫折教
育，助力提升自我认知。故事中的各个角色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如神秘屋的消失
等。这些情节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不可能总是
一帆风顺，难免会有挫折和困难。面对困难时，
角色们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寻
找解决办法。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能够激励孩
子们遇到困难不退缩，勇敢面对挑战，有助于
培养他们的意志力和坚韧品质。书中角色都有
各自独特的个性和价值，小读者们沉浸其中，
可以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
的优点和特长，从而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发
现自己的价值，增强自信心。

其五，帮助孩子们建立安全感与归属感。
尽管故事中存在一些神秘和未知的元素，但整
体上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心理环境。孩子们
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动物们在神秘屋庇
护下的成长和发展。这种安全的心理环境可以
让孩子们放松心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安全
感。阿亨和豁豁们组成了一个小群体，一起努
力帮助其他动物，这种群体的存在也能让孩子
们获得归属感，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在遇到困难时可以依靠群体的力量。同时，教
孩子们懂得合作和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培养他
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交往技巧。

和我一起读过《神秘屋》，小孙女仿佛一下
子长大了许多。最明显的是，她更加关心和爱
护身边的小妹妹了，常把“我是大姐姐”挂在
嘴边。

《神秘屋》：照亮儿童心理成长之路
□江凤鸣

（美）珍·克里斯特勒、艾莉莎·鲍曼 著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与食物的关系，就是你与自己的
关系。那些让你戒不掉的每一口里，都藏
着你的情绪问题。本书通过33个简单可
行的正念饮食练习，帮助你改变盲目、无
意识的进食观念，重塑你的身心活力，让
你用更轻松自如的态度享受美食、享受
人生。

《正念饮食》

文友小叶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
爱上文字，一生与文字相伴，热爱永远不会褪
色。”对此，我深有同感。漫漫人生，拥有一份热
爱，再苦再难的日子都会熬过去。

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深爱的东西，对任何事
都缺乏兴趣，必定眼中空无一物，才疏学浅，无真情
可言。对物如此，对人能好到哪里？这样的人，当然
不可交。由此可见，热爱是一个人专注和深情的
体现。大千世界，万物纷繁，再加上世间各种各样
的艺术形式，总有一样或者几样事物能让你迷
恋。沉醉其中，会觉得自己像一尾快乐的鱼，畅快
地游在属于自己的水域，无限满足。

我与文友小叶一样热爱文字，与文字相濡

以沫，每天沉浸在文字的铺排组合中，便觉得
日子有了光亮。有一次，小叶写出令自己满意
的文字，兴奋得手舞足蹈，简直像是喝醉了酒。
她的表现在别人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我是懂她
的。那种捕捉到灵感，并且把灵感化成文字的
愉悦，是任何事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我们坚
持的理由。热爱，是人生的精彩点缀，可以让我
们单薄的人生血肉丰满，缤纷多彩。

热爱达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嗜好，如果爱
某种事物到了忘我的地步，就升华为一种境
界。宋代的林逋热爱梅与鹤。他放弃了世间繁
华和俗世纷争，选择归隐。隐居期间，他一心一
意植梅养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过着心灵富
足、悠然自得的日子。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因为

热爱某种事物，便与这种事物合而为一，使得
物也有了人的品格。比如陶渊明爱菊花，陆游
爱梅花，郑板桥爱竹子，他们就像投入一场忘
情的痴恋一般，下决心要爱到海枯石烂、爱到
地老天荒。有梦不觉岁月寒，有爱不觉人生苦。
心中有爱，生命就永远值得珍惜。热爱，既可修
身，亦可养性。

热爱是一个人保持生活热情的标志，只要
我们还有一腔热爱，就永远不会被苦难打倒。
从某种角度说，热爱也是一种救赎。

记得在我人生最苦难的阶段，我在文字中
默默等待时间的疗愈。我拼命读书，拼命写作，
每天让自己沉入文字之中，忘却痛苦。文字的
世界博大浩瀚，书中自有无数智慧的心灵，是

他们教会我如何面对苦痛。我为自己打开了一
扇扇窗，在文字中找到光明的指引，重新见到
柳暗花明的世界。文字也是我表达的一个出
口，马克·吐温说，悲伤可以自行料理。我自己
通过写作消化悲伤，找回正能量。人生实在是
波谲云诡，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
么。当我们与磨难不期而遇时，热爱还可以拯
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热爱，真的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支撑。世界
如此辽阔，生活如此丰富，万事如此精彩，万物
如此缤纷，总有一样东西，能让我们矢志不渝
地热爱。人生起伏，岁月冷暖，谁的生活不是悲
欣交集？还好我们心中有热爱，热爱可抵岁月
漫长，热爱可消人生苦难。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马亚伟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
师王芳的专著《苏南民间小调与锡剧的共生发
展研究》近日出版。

本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视域，通过文
献研究与田野考察，探讨苏南民间小调和锡剧
这两种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发展，以及
其对江南地区吴文化传承发展的推动。主要内
容包括苏南民间小调的历史嬗变与特征、锡剧
的生发形态及其流派、二者的共生环境、苏南民
间小调对锡剧的影响、苏南民间小调对锡剧的
借鉴、二者的传承和保护。

苏南民间小调和锡剧皆为吴地文化发展的
重要载体，又同是江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起在江南这块宝地上孕育成
长，二者在独立发展的同时，一直都保持着密切
的交流互动，在互相借鉴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发
展前行。

苏南民间小调与锡剧在文化底蕴、语言基

础方面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本书结合苏南民
间小调与锡剧的发展渊源，探究二者共生基础
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以苏南民间
小调与锡剧的共生文化为聚焦点，为江南传统
文化艺术的研究添砖加瓦。

本书以典型的音乐作品——锡剧《江南雨》
《孟姜女》和苏南民间小调《孟姜女》为例，有针
对性地探析苏南民间小调与锡剧在唱、演两方
面的交流借鉴，并通过总结苏南民间小调与锡
剧唱、演方面的特征，为锡剧和民歌的学习者及
演唱者提供可参考借鉴的范例。

本书通过对苏南民间小调与锡剧融合发展
的探索，深入探究锡剧发展过程中受到的来自苏
南民间小调的影响，以及苏南民间小调对锡剧表
演方式的借鉴吸收，借此丰富“苏南民间小调与
锡剧共生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成果。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角度新。本书不仅对苏南民间小调和锡剧

进行了唱演特征方面的探析，还重点从二者唱
演互动共生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探究了其融合
发展的过程。

材料新。本书以经典锡剧《江南雨》和江南
民歌代表作《孟姜女》为例，通过对《江南雨》主
演以及演唱《孟姜女》的名演员进行访谈，具体
展现了锡剧与苏南民间小调在唱演方面融合互
动的成果。

内容新。本书对锡剧和苏南民间小调的共
生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二者唱演特征对
比分析和具体作品范例来探索苏南民间小调和
锡剧的共生性。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苏南民间小调与锡剧的共生发展研究”的研
究成果，本书对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有所贡献，可作为优秀民族音乐的通识性读本，
也可供高等院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和江南地域文
化爱好者作参考书籍。

《苏南民间小调与锡剧的共生发展研究》出版
□孙 新

写作家杨文隽，对我来说无疑就是在她面
前班门弄斧，当年她尚年轻时已经是锡山市
作家协会主席了，出版的著作也有好几部，
我还是个不开窍的晚熟的文学爱好者。因
为热爱文学，那些年订了好多文学报刊杂
志，喜欢看报纸副刊的文学版，常常能看见
杨文隽老师的小说散文，每当看到她的作
品，我就会两眼放光，并剪贴入册，时常翻
阅。20年前的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
给她，说要去拜访。能见到心中的偶像很高
兴，她请我吃了饭，临别时还特意送我两本
她的签名书——《生活这杯酒》《如泣的行
板》。此后就有了经常联系，时不时会得到
她的签名书，《满载一街星辉》《自然的召
唤》等，心里美滋滋的。

年轻时的杨文隽就像是“燃不尽的一盏
灯”，无需添油加柴，劲头十足。她在30多年
前就已经是敢为人先的“女霞客”了，与几个朋
友骑自行车环游过太湖，许多时下流行的旅游

目的地都曾留下过她的足迹。这些年来，杨文
隽基本上已经走遍了中国。

作家需要常怀悲悯之心，心头长存善念，
杨文隽曾担任过区残联领导，每当见到有困难
的残疾人，她都会被他们的不幸遭遇刺痛，双
目含泪，写下有温度的文字，感动读者。杨文
隽是一个性情中人，做事风风火火、干净利落，
作家刘强对她的评价是，豪爽、能说、爱笑、酒
量也不小。著名散文家姜琍敏也曾称赞杨文
隽的散文“见性见情，直面人生”。如在饭局上
相遇，我喜欢和她坐在一起，把酒言欢，举起的
是烈酒，喝下的是友情。

很喜欢《尘间》这本书，很喜欢这一书名。
想必这么多年来，看多了世俗中底层百姓的悲
欢离合，使她对世俗有了自己的想法，人也变
得通透、变得超脱，对名利、对官场、对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看淡了。生活的不易、人际关系的
复杂，使得杨文隽的字里行间多了几分惆怅，
敏感细腻的笔调多了些许飘逸。《尘间》的书名

里饱含着诗意、禅意，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尘
间”也寓意着杨文隽的从容自在，不为功名所
羁绊，真是别有情调在人间。

为了写这篇短文，重新翻阅了她的几本
书，有时候睡到半夜，突有所感，便披衣起床，
记录下我对《尘间》的点滴之悟。我与杨文隽
是差不多年代出生的，所思所写会有许多的共
鸣，例如她在《尘间》里写“妈妈的布鞋”，我也
曾经在小时候丢失过妈妈的千层新布鞋，领教
过妈妈的细竹棒。杨文隽有个微信公众号叫

“梅里村姑”，这个名字亦很妙，接地气，贴心
儿。这么多年来，杨文隽对于文学创作始终怀
有敬畏之心。她的散文之美不仅体现在对语
言的驾驭能力，更体现在结构，体现在文字营
造的内核和深层的意象，尤其体现在文学性表
达及审美性追求。

杨文隽的散文，犹如她的名字一样，细腻
隽永，笔致清丽，坦率中不乏锋芒，在流行的世
风中自成一体，闪烁着生命的智慧。

一颗钟情于文学的心
□陈建琪

季羡林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季羡林先生在漫漫人生长河中，历
经大风大浪，仍能处变不惊；万千困扰在
心，依旧不慌不忙；在世事沉浮中始终坚
守自己的精神世界，顺境不骄，逆境不
惧。本书旨在阐释季羡林的人生哲学、
生命智慧，文章涉及季老先生生活的方
方面面，是他一生经历的缩影，也是后人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自成人间》

李广洁 著
华龄出版社

这是一本专为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和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精心打造的文
化旅游指南。本书结合国产3A游戏巨
作《黑神话：悟空》中的古建筑场景，带领
读者深入探索山西的国宝级古建筑群。
书中照片均为实地拍摄，细致精美，角度
全面，看点突出。随书附赠7条自驾游
线路以及基础旅游攻略，拿到手就能直
接用。

《跟着悟空游山西》

程小猫、程梦琰 原作 梅八叉 改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西北山区林七油田为背景，
着重讲述了油田子弟程苗苗、李肆、胡秋
敏三人的青春故事。他们无忧无虑，憧
憬着外面的世界，常做出让家长和老师
啼笑皆非的淘气事，但他们同时又热情
善良、乐于助人。但生活不可能一帆风
顺，他们在青春年华里遇到了人生变故，
天真少年被迫长大成人。

《迎风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