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玉香

一口气读完了莫言的作品
《红高粱》，我被小说精巧的结
构 安 排 、 深 厚 的 文 字 功 底 ，
以 及 高 超 的 叙 事 水 平 深 深 打
动 ， 脑 海 中 满 是 生 命 力 极 旺
盛 的 红 高 粱 ， 内 心 各 种 难 以
名 状 的 情 绪 激 烈 地 交 织 在
一 起 ， 久 久 不 能 平 复 ， 这 样
的 优 秀 之 作 给 人 留 下 无 穷 的
回味空间。

《红高粱》 以抗日战争及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
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中塑
造的一系列抗日英雄却都是正
义和邪恶的化身。主要描写了
山东高密东北乡一带生活着的
一群有血性的人，以及他们在
这片深厚的土地上所上演的爱
恨情仇，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
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
充满血性 与 民 族 精 神 的 经 典
之 作 。 作 者 莫 言 用 手 中 的 生
花 妙 笔 重 点 颂 扬 了 这 些 充 满
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杀人
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
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这些
人中，有刘罗汉，有余占鳌，
也有奶奶戴凤莲……他们充满
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现了平
凡普通的中华儿女直率坦诚、
正大光明、不俱死亡、敢爱敢
恨的高尚人格，表现出中华民
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

写作手法上，《红高粱》以
胶平公路伏击战为叙事主线，

其间以意识流的结构穿插着过
往回忆，使人不断地联想起在
这片鲜血般红艳的高粱地里曾
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其
中，叙述主体在“我”，“父
亲”“爷爷”“奶奶”之间进行
着自由转换。故事情节看似凌
乱 却 极 具 意 识 流 叙 述 风 格 特
色，整篇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
彩中强烈地歌颂了人性和蓬勃
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
一部佳作，小说 《红高粱》 用
一幅幅细腻的画面组合丰满了
叙事场景，为读者构建出一个
以 独 特 感 觉 为 基 础 的 “ 红 高
粱”世界。作品中有土匪的出
没，有生命的野合、有英勇的
伏 击 。 而 跟 以 往 的 “ 抗 日 文
学”不同，《红高粱》非常鲜明
地 摒 弃 了 种 种 思 想 框 框 的 制

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
将发生在家乡的抗日故事，重
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与充
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全篇
充满着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的
强烈赞美，并非常成功地塑造
了一个个丰盈感性、生命鲜活
的艺术形象。当读者阅读 《红
高粱》 时，就会感受到整篇小
说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满。
红色是鲜血、高粱酒、太阳的
色彩，这种色彩在文中作为一
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既舒
展盛大又热烈宽厚。莫言用他
独特而深邃的语言，卓尔不群
的文体安排，在红色高粱地里
深刻生动地演绎了那个时期的
血和泪，红色的视觉冲击强烈
地刺激着读者的感官，带来极
其震撼的精神享受。

小 说 不 仅 张 扬 了 个 性 解
放，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
意志与牺牲精神。在那个战火
纷飞的年代，生命是何其的卑
微而脆弱，随便一颗子弹便能
要 去 一 个 活 生 生 的 生 命 ， 但
那 些 牺 牲 在 枪 口 刺 刀 下 的 生
命 却 都 有 着 铮 铮 铁 骨 。 在 我
看 来 ， 莫 言 笔 下 的 山 东 高 密
东 北 乡 已 不 再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地名，红高粱也不再是一种普
通的农作物。抗战时期，山东
高密乃至整个中国处处都在上
演着这种悲壮的牺牲，献血也
浸透了整个华夏大地。

永远难忘的一抹红，无法
忘却的 《红高粱》，每每读来，
如何让我不动容？

难忘的一抹红
——读莫言《红高粱》

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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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华

《人性的弱点》是卡耐基
最成功的励志经典，自1937年
问世以来，至少已被译成58种
文字，全球总销量达9000余万
册，成为最持久畅销的人文励
志书之一。直到从教后的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才荣幸地读到
这 本 书 ， 真 有 相 见 恨 晚 之
感。作者不愧为教育大家，
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没有说
教却蕴含着科学的教育理念，
这也成了我的智慧锦囊和成功
之道。

这本书创作的背景是美国
经济陷入萧条，战争和贫困使
许多人失去了对生活的美好愿
望，卡耐基却独辟蹊径，开
创了一套融演讲、推销、为
人处世、智能开发于一体的
教育模式。他运用社会学和
心理学知识，对人性进行了
深刻的探讨和分析；他讲述
的普通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
的真实故事，激励了许多陷

于迷茫和困境中的人，使他们
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找到了自
己的人生之路。卡耐基在书中
说道：“ 100次中有99次，没
有人会责怪自己任何事，不
论他错得多么离谱。我们用
批评和指责的方式，并不能
使别人产生永久的改变，反
而会引起愤恨。不要责怪别
人，要试着了解他们，试着
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做，
这比批评更有益处，也更有意
义得多。”书中还提到：“用赞
美的方式开始和人谈话，就好
像牙科医生用麻醉剂一样，病
人仍然要受钻牙之苦，但麻醉
剂却能消除这种痛苦。”用在
教学中，也就是对学生要多加
鼓励和表扬，尽量避免直接的
批评。就是批评，也应加以变
相，用委婉、缓和的方式进
行。

一天，语文早读辅导课，
学生正读得起劲，突然狂风大
作，一场久违的大雨陡然而
降。同学们读书的兴致荡然全

无。我用最大的声音想维持住
刚才的读书声，却心有余而力
不足，并且开始有点来气了。
稍后雨停，但读书声始终高不
上去，还有同学一直在嬉笑私
语，心中便更有些气愤。我当
时猛敲了两下桌子，厉声道：

“停下来！”也就在这时，窗外
又传来了别的班级清脆悦耳的
读书声，我更是气不打一处
来，便接着斥责道：“你们都
听听……”说到这里时，我猛
然发现同学们在这雨后清新空
气的浸润下，一个个都显得那
么精神专注和可爱，心情平和
了许多。又一想，这是一场及
时雨，带来的应是好心情，这
样的表现也属正常，一味批评
责怪只长他人气势，何必呢！
我本想大声地指责，但同学们
也都明白了我要说什么，个个
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还真有
点等着我发火的尴尬局面，教
室里鸦雀无声。气只可鼓，不
可泄。既然同学们也都明白了
我的意思，我就没必要再说什

么了。我话锋一转，仍然严肃
地说：“你们都听听，其他班
的读书声都快赶上我们班了，
但还是不如咱们班刚才的声音
大！”我的话语大大出乎学生
们的意料，他们先是依然地寂
静，然后便瞬间反应过来，心
领神会，还没等我张口再说什
么，震耳欲聋的读书声不约而
同地响了起来，响彻了我们的
教室，回荡在校园上空。有同
学不时地偷偷翻起眼皮看我的
表情，他们是不想让老师失
望，我也马上回之以满意的目
光，然后读书声更大了。我当
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感
动，孩子们真是天真无邪，太

可爱了！
我用满意和赞许的目光环

视全班同学，又不由自主地望
了望窗外，雨还在悄悄地下
着。这场雨真好！

课下，我一直在想其中的
道理，应该就是因为我没有毫
不掩饰地直接批评他们，而是
在最紧要关头，运用了委婉的
话语，当然有批评的意味，但
更有对学生的期待、信任和尊
重，学生领悟了我的良苦用
心，也便欣然接受了，我的目
的也达到了。

所以我想，对学生多点赞
美和鼓励，哪怕有时真想大
发雷霆，也应该冷静地思考，
多从理解、尊重、信任和爱的
角度，去换位思考，将批评变
为赞美，或者说叫变相批评。
这样的批评学生才乐于接受，
接受的批评才是有效的。

（作者系郾城区向阳小学
教师）

批评与赞美
——读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读一本好书”征文比赛作品选登

翻翻唐诗宋词，“塞”
绝对是个热词，有塞上、塞
下、塞北，还有塞外。

譬如，杜甫 《秋兴八
首》 诗云：“江间波浪兼天
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范
仲淹 《渔家傲》 词曰：“塞
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
留意。”王昌龄 《寄穆侍御
出幽州》 诗中有：“一从恩
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
长。”明代郑旦诗中也有：

“河影城头堕，秋声塞外
生。”除了这些诗句，古代
诗篇里还有许多 《塞上曲》

《塞下曲》的诗题。
我们先来看塞。塞是个

会意兼形声字，本意是堵住
器物的塞子。塞做四声读
时，用以指边界上险要的地
方。汉语里有许多词汇跟塞
有关，像关塞、塞外、边塞
等。成语里有一个塞翁失
马，这个塞翁可不是指一个
姓塞的老头，而是指住在关
塞的老头。长城始建于战国
时期，后秦始皇举全国之力
进行修建，连接了秦、赵、
燕三国，长城自此成为中国
北部最重要的边界。古人把
长城统称为塞，也是很自然
的事情了。

中国的地势基本上是北
高南低、西高东低，而长城
主要沿山脉、丘陵修建，这
就有了塞上和塞下之分。通
常，塞上、塞下都泛指长城
附近地区，塞上特指长城以

北，塞下特指长城以南。
塞外和塞北也指长城以北
地区，广义上它们还包括
内蒙古、宁夏、甘肃，甚至
东北等地区。可见，这两个
词汇要比塞上、塞下涵盖更
广。

有意思的是，有塞外、
塞北，人们却几乎不说塞
内，甚少说塞南，并且塞南
也只出现在少数诗词里。宋
代王安石 《明妃曲》 中有：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
年鸿雁飞。”王安石另一首
诗 《入塞》 诗曰：“尚有燕
人数行泪，回头却望塞南
流。”宋代高吉有一首 《塞
南》 诗，头两句是：“塞南
月冷乌夜飞，茫茫旷野无枝
栖。”这是为何？塞内、塞
南指的都是长城以南的中原
地区，古人更喜欢用中国、
中原这样的称谓，对塞内、
塞南这样以长城为标志的词
汇自然是不感冒了。

据《西安晚报》

闲话“塞上”“塞下”及“塞外”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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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
莫言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