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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永远高贵的精神活动

庄子在《逍遥游》中，借连叔之
口说了一段话：“然， 瞽者无以与乎
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

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

世界是五色绚丽的， 人有眼睛
皆可见；雅乐多黄钟大吕，人有慧耳
方能听；汪洋恣肆的文章，非高贵的
心灵不能解。

人的智能始于语言， 人的文明
见于文字， 人高贵的精神活动出于
阅读， 识文断字在人类幼年即专属
于贵族。 自从人知道自己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 以无涯求有涯的追求

便从未止息， 这些追求的伟大不逊
于宇宙的往复开合， 美丽胜过夜空
灿烂的星辰。

阅读让人心丰满， 使人之所以
为人。 有了语言， 人类挣脱形象思
考；有了文字，人类开始记录经验。

阅读， 使人将先人的经验在心灵里
形象地重现， 这一重现使人无比丰
满。正是这一重现，才有了“秀才不
出门能知天下事”，有了“运筹帷幄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了阅读，人
真正挣脱生物界凭本能习得技能的
局限，人不仅习得生存技能，还开始
有了伟大的心灵。

阅读让人理性平和， 在安静中

专注地朝圣。超越对知识的获取，阅
读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活动， 这体验
是人类文明赠予每个人的厚礼。人
最尊贵的圣殿叫自由， 不受任何限
制和拘束是低级的自由； 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自主活动是普世的自
由； 认识了自然世界的规律并自觉
地运用是高级的自由。还有呢？精神
自由是人能享受的最大自由， 一个
人唯一可以解放的只有自己的心
灵。阅读能使人获得心灵的自由，当
五音五色令人耳聋目盲， 阅读指引
人重回安静平和。

阅读让人心灵栖止， 远离尘世
的喧嚣与高尚者隔空对视。权力、财

富、情欲，一刻不停地浸淫着每一个
心灵， 它们时时试图开启这些心灵
膨胀的冲动， 安静地栖止成为每一
个自由心灵的奢望。在进退间，人的
一生永远徘徊于局限之中。 阅读则
让人由世界之大看到自己的渺小，

借助智者的沉思， 看清一切的诞生
与灭亡。

茨威格说：“一个人和书籍接触
得愈亲密， 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
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
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 而且运
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 由于他们这
种崇高的帮助， 他将怀着挚爱的同
情踏遍整个的世界。”

比知识更为重要的， 是爱和宽
容。 我们的精神世界常常会遭受伤
害和污染， 这个时候阅读就成了一
剂良药，优秀的书籍能影响生命，让
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用全新的视
角看待他人和自己， 用悲悯的心包
容这个世界。

阅读，是无比高贵的，这高贵每
个人都可轻易地撷取。

《红楼梦》的一些茶事儿

4

月是全民读书月，恰又是信
阳毛尖新茶拥趸大饱口福之时。开
卷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
然。且来说《红楼梦》里的一些茶事
儿。

若论《红楼梦》家事，茶酒本是
常情，拣得情节紧要处，只从第五
回说起。东府梅花盛开，尤氏便邀
贾母等赏花， 筵宴直说“先茶后
酒”，想来是生活常态。宝玉要睡中
觉，梦里便到了太虚幻境，仙姑也
直以“仅有自采仙茗一盏，亲酿美
酒一瓮” 相邀。不说宝玉游历所见
众曲画，回到仙茗，原出自放春山
遣香洞，以仙花灵叶所带之宿露而
烹，名“千红一窟（哭）”，这大约是
世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茶了。

茶虽清香异味，纯美非常，到底悲
从此来，比及上酒，果然是“万艳同
杯（悲）”。

茶是《红楼梦》日常情节，各色
好茶自然不少。六安瓜片、老君眉、

云南普洱、西湖龙井都有涉及，第
二十五回还提到了暹罗贡来的茶，

用宝钗的话来评“味道轻，只是颜
色不大好些”。从中可以看出，中国
人评茶重“色、香、味、形”已很普
遍。

《红楼梦》中有不少异茶，当然
也少不得宝玉、妙玉这样的喝茶异
人。

第八回宝玉、 黛玉二人在薛
姨妈家吃饭，酒后喝了一些“酽酽
的茶”，薛姨妈方放心地令他们回
去。怡红公子酒后回到绛云轩，果
然因茶生事。 原不过早晨泡了枫
露茶， 公子以为总得三四泡才出
味， 竟让自己的奶妈李嬷嬷给喝
了。 宝玉此番大发雷霆，“将手中
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 豁啷

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
子的茶。”

枫露茶为何物， 也难知晓，从
后文看，当是难得之物。第七十八
回，宝玉祭奠晴雯，又见此物。宝玉
所撰《芙蓉女儿诔》，起首便有“谨
以群花之蕊，冰鲛之 ，沁芳之泉，

枫露之茗”四物致祭的表述。

《红楼梦》 全书， 饮好茶处不
少，多在妙玉处，精彩且看第四十
一回。刘姥姥再入大观园，贾母亲
自款待，热闹自不待言，酒后吃过
茶， 贾母竟带了刘姥姥去了栊翠
庵， 向妙玉直说“把你的好茶拿
来”。

妙玉刚捧出一个成窑五彩小
盖钟，贾母便说“我不吃六安茶”。

可怪，想来老太太的见识，竟是选
茶用水之外， 连茶具也要专用，贾
母到底吃了半盏“旧年蠲的雨水”

泡的老君眉。再说妙玉，专待宝玉、

黛玉时，茶具又见奇异，只说茶杯
上“晋王恺”“宋苏轼”的题字已令
人惊愕，泡茶的水竟是五年前收的
梅花上面的雪窖藏而来。 妙玉性
情，连刘姥姥用过的成窖杯子也要
扔掉，又说幸而她不曾用过，不然
砸碎也不肯送与刘姥姥。其性虽高
洁，到底俗世不容。

再多说一节王熙凤口里的
茶事儿。第二十五回，黛玉无聊
时又往怡红院，可巧李纨、凤姐、

宝钗都在。众人因喝起暹罗茶来，

凤姐便提起前日送了黛玉的两
瓶，说出“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

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的
话。原来男女婚嫁，聘仪有男方送
茶与女方一说。 熙凤因为自己送
了两瓶茶与黛玉， 这里便开起了
玩笑。至于是否老太太此间有过这
些想法和言谈，且留给探微的研究
者罢。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4

月
是全民读书月。

4

月
18

至
19

日，记
者走进我市各书店、图书馆，希望
了解到市民读书、买书的现状。记
者发现， 人们到书店看书大多在
周末和假期。 上班期间各书店人
流稀疏，以老人居多。公共图书馆
和新华书店图书种类较齐全。私
营书店以教辅和各种考试类图书
经营为主。 广场和路边的各类展
销图书价格低廉。

上图为群众在平桥图书馆阅
读。

左图为信阳高中学生在阅览
室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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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全 民 阅 读

本报记者马童文
/

图

4

月
20

日，市文联组织画家为
残疾人义务进行国画培训。 据市
文联主席殷丽介绍， 市文联每年
都会对市内残疾人进行免费的各
类艺术培训， 这也是精准扶贫的
一种。

本报记者马童摄

《人性与灵魂》

作者：刘欣欣
内容简介：人是一个天大的谜。当一

个人光溜溜地降临世间并非一无携带，

他的身体里隐藏着一个秘密文件。 这个
秘密文件就是“人性软件”。人如同计算
机， 有硬件和软件。 人的肉体相当于硬
件， 人性相当于软件， 肉体不过是个木
偶，如何行动全靠软件来操纵，人的善恶
聪愚、喜怒哀乐都由软件决定。人要认识
自己与他人，就要了解人性。医学让人了

解肉体，人性学让人认识灵魂。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们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如果你洞悉人性，你就会掌握透
视一切社会现象的金钥匙。读懂了人性，你就读懂了这个世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 能否符合人性是衡量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
根本标准。

本书不是碎片式的而是整体论述人性的书， 第一次全景式
地描述了人性的整体结构，揭示了人性的十大系统：人性学是一
门大学科，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可以说，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管理等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人性
的基石上。

《神圣家族》

作者：梁鸿

内容简介：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
庄》《出梁庄记》后，作家梁鸿以一种虚构
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全新文体， 推出新作
《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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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浓缩“吴镇人”的命运：相
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 以实在的烟火
气息和丰盈的诗性话语， 讲述身处城乡

剧烈变化下，“吴镇”这个尴尬立于城与乡之间的“县域”，在公共
管理、社会结构、文化承继上的嬗变。

《浮生梦》

作者：达夫妮·杜穆里埃
内容简介： 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

《蝴蝶梦》 早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影
片也让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声名鹊
起。她的另一部代表作《浮生梦》近日由
读客图书引进出版。 杜穆里埃是英国悬
念浪漫女作家， 受

19

世纪哥特派小说影
响较深，也曾模仿“勃朗特”姐妹的创作
手法， 这使她的小说具有浪漫和神秘情
调，善于运用悬念，人物刻画细致，结局

往往出人意料。她厌恶城市生活，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海岸康沃
尔郡，作品被称作“康沃尔小说”。《蝴蝶梦》是其最知名的作品，

希区柯克改编导演的这部影片于
1941

年获得第
13

届奥斯卡最佳
影片。

1951

年出版《浮生梦》被看作是杜穆里埃的回归之作，

40

多
岁的她此时正处于个人写作生涯的巅峰期。 小说以英国西南部
风土人情为背景，与《蝴蝶梦》的穷家女爱上男神的故事风格不
同，《浮生梦》是关于懵懂少年爱上已故堂兄遗孀，并为之疯狂的
故事。杜穆里埃曾这样表述这部作品：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浮生
梦》中的男性主角菲利普正是作者内心男性自我的投射，也是她
呈现给读者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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