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溢昂扬蓬勃的青春气息
——读长篇小说《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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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一个概念，叫“根系阅读”，
并不是读书了，就能支撑输出和表达。
只有扎向知识底层、人性底层、结构底层
的根系，接触完整的原典思想和智慧，才
有支撑“再输出”的知识营养，促进文字
写作的能力。根系，是一个很形象的类
比，树苗有根，一面扎向泥土深处，用庞
大的根系滋养生命，一面向上生长，伸向
天空，吸收阳光雨露，长成参天大树。

与“根系阅读”相对的是，花式阅读，
果式阅读，枝叶阅读，只读作为果实的

“结论”和某段精彩表述。春天的花开秋
天的风，跟随四季流转，流行什么读什
么，刷屏什么跟风去读，读了很多，却没
有“根系”。写作需要话语的生成，没有
阅读所形成的思想根系，怎么能支撑“话
语的生成”呢？

这就是文字失语、写作失能的关键

原因，徘徊在花朵、果实、枝叶层面的
日常阅读，没有根系的生命营养，没
有沉淀形成“可以生长和调用”的底
层根系知识。

为了把“根系阅读”解释清楚，我再
借用一个比喻。布罗代尔对于长时段与
短时段，有一个精彩的类比，他说：人类
生活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环境、
气候、生物物种分布等条件所决定的。
仿佛一条河流，河床和深处潜流的各种
特征，才真正决定了河水的流速和流向，
而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不过
是河流表面的白沫。——地理环境、气
候、生物物种分布，包括中时段的风俗、
风土、制度等等，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根
系。很多人读的书，关注热点的人物和
事件，可能只是“河流表面的白沫”，根本
不了解河的深度，不了解河床深处的潜

流、湍流，自然就掌握不了河水的流速和
流向。靠那些“表面的白沫”，你能写出
什么呢？

任何流行的东西，都是即时性的，那
些文字“都只关心飞溅的水花和波浪，而
不是水下的湍流”。阅读需要对抗“好
读”的深沉阅读、坚硬阅读、根系阅读，需
要专业化的扎根，就在于每个专业都努
力把知识扎向根系。比如，人类学，就是
要揭示出“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
面的无意识结构”。社会学，就是“透过
杂乱无章的事实而发现现代社会的根本
架构”。——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
力”，就是一个将日常生活置于某种社会

“根系”中去思考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感到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
阱，这种困扰实际上与存在于社会结构
中的非个人因素和变化有关，只有将个
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认
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根系阅读，才能支撑“根系思考”，进
而支撑有深度、有价值、有源头活水涌流
不断的流畅写作。无根系的阅读，拿着
杂志、报纸，刷公号、刷短视频去吸收知
识，只是休闲、消遣性的阅读，至多让你
形成某种感慨，或者积累素材，并不能支
撑你的写作。自己对着纸质书去读，千
万不要迷信“让别人替你读书”。

哪些阅读属于根系阅读呢？比如，
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原著，经过了流行
的筛选和检验，不是“水面的白沫”，而触
及一条河流的深流湍流，每一代人都能
从中汲取到思想营养，流传中成为经
典。《文心雕龙》《社会学想象力》《群氓时
代》《论法的精神》，就属于这样的经典
吧，每个专业都有这样的经典，啃原著，
就是从知识上培养自己的根系。比如，
洞察幽微人性，读那些深描复杂人性的
文学作品——《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

《悲惨世界》《红楼梦》，读懂了那些作品，
就能解释当下每天遇到的多数人、每天
经历的多数事，那些作品写的不是一个
时代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的“根”、人性
的“根”。

“根系阅读”让你的知识盘根错节，
形成某种“联想式致知”的层累结构，这
才能支撑流畅自由的输出。日复一日，
脑子里有那么多有机的、活化的“根
系”，面对某个热点时，根系好像受到了
阳光、雨水的刺激，很容易就破土冒芽，
生长出观点的枝干。根系中涵养了那
么多“活水”，取一滴水、一瓢水就足以
撑起源源不断的写作。浅阅读，无法支
撑输出，因为别人的即时写作已经榨干
了营养，知识含量很薄了，撑不起你的
再生产。

短视频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根系阅读”
曹林

6月17日，四平市全民阅读协会组
织新老会员前往四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参观研学。

本报通讯员 赵凤武 摄

老藤的长篇小说《北爱》，重点塑造
了一个新时代致力于发展中国航空事业
的青年科学家形象。她叫苗青，毕业于
名校，掌握着尖端技术，拒绝名利诱惑，
为了自己的航空梦奔赴东北大地，投身
中国的航空事业。她用自己的信念、智
慧和青春，在中国的航空史上，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苗青是新时代杰出青年的代表。所
谓杰出，不仅在于她拥有突出的科研水
平和优异的团队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
她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她追求崇高正
大的人生理想，将个人的追求和国家、时
代的需求相融合，不计个人得失，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和奋斗，最终为国
家设计出新一代的隐形战机，为国家的
国防和航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青年形象，肇
始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当时，富
强繁荣的“现代中国”成为国人共同的内
心呼唤，在山河破碎、民心涣散的历史节
点，梁启超创作了《少年中国说》，一改中
国风雨飘摇的形象，将中国描述成生机
勃勃、未来可期的少年，将中国置于告别
传统、追求现代性的路径之上，表现了坚
定的大国梦和不灭的强国心，感召国人
重燃对国家和未来的希望。到了“五四”
时期，对少年的想象触发了对青年的呼
唤。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充分肯定
了青年的价值，并呼唤广大青年投身民

族崛起和社会变革的伟大事业，为了祖
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贡献自己的力
量。在他看来，青年不仅意味着拥有青
春，更重要的是青年肩负着引领历史走
向的重任。此后，巴金小说中的觉慧，郭
沫若诗作中吞食天地的天狗、浴火重生
的凤凰，可以视为对青年形象的想象。

《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红旗谱》中
的江涛、运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青年的代表。而路遥《人生》中的高
加林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
安，则是改革开放前后对青年形象的赋
形。这些青年形象表达了时代的需求与
关切，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呈现。老藤通
过创作，力图接续这样的传统，塑造回应
时代命题、展现时代精神的青年形象。

苗青从小就有着航空梦，这来自父
亲的熏陶。她的父亲是个飞机迷，航空
学院毕业，曾经立志为国家设计国际领
先的大飞机，但工厂生产计划的调整让
他与梦想失之交臂。于是，他就盼着女
儿可以为自己完成这个未竟的事业。从
小学开始，苗青每年都会收到父亲送给
她的飞机模型，这些模型在苗青的心中
埋下了造飞机的种子，使造飞机成了她
毕生的夙愿。在这里，苗青不仅继承了
父亲的爱好，更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她不
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存在，而是共和国
产业工人的孩子，流淌着共和国产业工

人的血脉。她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
不只是其个人的精神追求或人格修养，
而是代表了共和国产业工人的工作作风
和精神觉悟。可以说，老藤将苗青放置
在共和国产业工人的人物谱系之中进行
打量。苗青的优秀品质，是共和国工业
精神文明的当代延续。

其实，苗青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
的。恋人的离去、单位的雪藏、创业的艰
难、下属的背叛……工作与生活的挫折
纷至沓来，让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考
验。她凭借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突破了
人生道路上一座又一座关卡，最终登上
了事业的高峰。苗青所遇到的困难，其
中很多与企业的管理制度和东北的社会
生态有关。如何适应这样的环境，对她
这样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
验。作为一个外来的年轻人，苗青在很
长一个阶段没有进入核心的科研团队，
让掌握尖端技术的她无处施展。但她没
有抱怨，没有放弃，通过学术讲座，让同
领域的民企老板发现了她的价值，获得
了到经营无人机产品的飞鹰公司挂职锻
炼的机会，从而得以施展才华，后来老板
把企业完全交予苗青经营，让她这个科
研人员成为企业的管理者，为她日后成
为国有科研院所的管理者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苗青接手企业后，厂房的建设又
面临着层层的审批，审批流程的复杂和
漫长，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危机。好在苗

青临危不乱，积极应对，最终让审批快速
通关，让产品按计划投产，企业得以生存
和发展。

作者对东北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营
商环境的改善充满了希望。小说中，民
营企业对市场的观察更敏锐，用人更灵
活，让苗青这样的人才在民企得到了培
养和锻炼，还有民营企业对飞机涂装的
研究和投入，日后有力地支持了苗青主
持的隐形飞机项目，民企的技术为国之
重器的研制提供了重要支撑。营商环
境方面，小说里呈现出逐渐向好的趋
势。苗青执掌飞鹰公司以来，公司的业
绩显著上升，这让省内的同行提振了经
营的勇气，将原来打算处理的业务做大
做强，这家东北的民营企业在苗青领导
的飞鹰公司的带动和激励下，谱写了产
业升级、稳健发展的新篇章。随后，苗
青的前男友江峰，在南方的房地产领域
大获成功后，也准备携大笔资金北上，
投资飞鹰公司，他看中了飞鹰公司业务
的前景，也显示了对东北营商环境的信
心。这样，老藤不仅书写了苗青这个青
年科学家和创业者的形象，也描绘了新
时代东北的新气象，让我们看到了“青
年东北”的样貌。在他的笔下，苗青和
东北都充满了昂扬蓬勃的青春气息，焕
发着时代的活力，充满了奋进的力量，
让人们对苗青和东北的未来都充满了
想象与希望。

今天看到三毛的随笔：用一生
的时光来阅读。

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喜欢阅读
的，好像也能从中找到些乐趣，和三
毛比起来却原来不过只是消遣文字
而已，根本谈不上阅读。有时候虽
有些感悟，也差之千里。总的来说，
我们阅读还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经历
来看待作者的行文，狭隘地站在一
方天井中，就自以为能通略全盘，与
作者达到神会，实则不过是只见一
斑，而难见全貌。所以，也就无法真
正能领略到作者对文章所作的诠释
的真正的意图。

爱读书的人，对于书总是很爱
惜的，有时是到了吝啬的地步。三
毛曾经说过：今生有两种东西不外
借，牙刷与书。牙刷属于非常私用
的物品，自然不能与他人共用，而书
是寄放心灵的东西，所以，也是不能
外借的。三毛一生漂泊，应该说从
来没有中断阅读，不管去到哪里，行
李可以少带，书却是一定要带上
的。走到哪便读到哪，不喜欢阅读
的人自然无法体会这种狂热。在任
何情况下阅读都不应该成为一种思
想上的负担，它应该是不掺杂功利
与投机想法的，很简单的，因为喜欢
才去读，才能读出真味道。也许我
永远都无法达到三毛那样的境界，
但是我会一直读下去的。

阅读其实也是一项循序渐进的
过程，在读的过程中，逐步地加深阅

读心得，从最开始的只是逐行逐行
的吃字到后来的通读一遍后可以了
解大致的情节再到后来的读有所
思 ，这 也 是 一 种 自 我 积 淀 的 过
程。阅读也不是随意的事情，不
能像许多人看畅销小说那样，只
为看个热闹。阅读一事非浪漫，
首先要对某部作品产生阅读的愿
望，用心去感受作者的心路历程，
如果文中作者所流露出来的一些
见解正好与自己一直在思虑的东
西基本吻合，就会产生共鸣了，因
为相通，所以懂得。我想懂得应
该是对作者的一种最高程度的认
同。由此看来，阅读确实存在选择
性，选择自己喜欢的作者来读。喜
欢是一种很直观的感觉，最要紧的
是那些文字能够入得你的眼来，你
有耐心慢慢地品读它，这样就更容
易达成心意相通。

读书改变命运，读书可以受益
终身，所以一定要读好书。书不在
多，在于精。随时一卷在手，可解我
烦忧。阅读日久，就成习惯，只要得
有闲暇，必寻思要读上几行。记不
得是哪位古人说的，一日不读书，便
觉自己面目可憎。对于喜欢阅读的
人们来说，读书一事，就像日常的饮
食起居一样，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
的一部分。

用一生的时光来阅读，这是我
很久以来的梦想。

（杜学峰）

用一生的时光来阅读

近日，著名党史学家李忠
杰的新著《读懂党章》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

学习党章是每一个党组
织、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任务。
从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诞生
起，到如今已历时百年。党章
怎么学？作者在长期研究党史
党建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种

全新的“领读”方式。具体做法
是：以新修改的党章为基础，模
拟党支部的学习活动，带领党
员从头至尾逐段学习和领会党
章内容。每领读一段文字，就
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角度，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相
关内容的来龙去脉、修改情况、
精髓要义、基本要求、注意事
项、有趣知识等，并有针对性地
回答党员关心的重要问题。特
别是根据有关文件，详细介绍
了新版党章所作的修改，说明
了修改的内容、原因和意义。

全 书 严 肃 性 、通 俗 性 兼
具。通过对所有段落和条文
循序渐进的领读、解读、答疑，
提供了党章文字背后的丰富
知识，不仅有助于增加党员学
习党章的兴趣，而且可以使其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出版
方表示，相信本书的出版，对
于广大党员及时掌握百年党
章发展脉络，更加准确深入地
理解、把握和读懂党章，能提供
更多方便。

逐段解读党章条文

“如果说一条狗的使命是
用它的全部生命陪伴主人，那
一个狗主人的使命就是用你
所有的力量守护它。”作品围
绕贝多、布朗、大脑袋、狼小
六、大脚丫、金毛等 6 只狗，讲
述了 6 段动人的少年成长。在
名为“世界的拐角”的驯狗之
家，这些倔强、灵动、聪明、真
诚的生灵，与天南海北的人相
伴，相依为命或是颠沛流离，
守护着城市的善意、包容、温

情与希望。
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说，

以狗为主题，诞生过《荒野的
呼唤》《白牙》《白比姆黑耳朵》
等动人的世界文学名作。《在世
界的拐角守望你》在表现动物
与人的感情方面特别到位，读
来令人感动。高洪波还与孩子
分享了自己爱狗写狗的经历，
以及好狗“高气鼓”的趣事。

“希望孩子们能够从这本
书中获得一些情感和爱的力
量，也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城市
中的动物。即使在被大楼分
割的都市，人与人、人与狗之
间 ，还 是 存 在 深 刻 的 情 感 联
系。”翌平说，“通过狗的连接，
我们也可以重新发现许多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贾
妍妍介绍，《在世界的拐角守
望你》属于作家出版社“作家
小书房”系列作品。“作家小书
房”以“一流文学品质、纯正童
年精神、多元艺术风格”为主
旨，“一切都源自童年”为理
念，已经推出《吉祥时光》《野
天鹅》《小翅膀》《小门牙》等多
部荣获大奖的原创儿童文学
作品。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困惑：我平常也看了不少书啊，收藏夹里一堆文章，怎么
到写文章时，就写不出来呢？阅读怎么无法支撑我的写作？一个“失语者”的反
思，让我们看到“阅读很多却无能表达”的症结：公众号、微博、知乎……电子媒
体空间知识爆炸，有很多地方可以获取知识。一本很厚的书，总有人用一篇推
文、一则视频讲完。看这些东西，好像也能获得知识，但就是很不对劲。可能是
因为这些东西都很零碎，很难帮人建立一个思想谱系，也很难被用于“再输
出”。确实如此，那些碎片化、胶囊式的知识信息，都是别人“阅读后再输出”的
东西，营养很低了，很难有维持你“再输出”的丰厚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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