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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身体有缺陷，
却依然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创造了人生的奇迹，赢
得了人们的尊重。《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
伦凯勒就是这样一个人。

海伦凯勒从小因病集盲、聋、哑三种痛苦于一
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部作品是她的自传，主
要记录了他面对身体残疾，却不断超越自我，最终
考上哈佛女子学院的故事。有这样的精神意志，
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失明，她会做得更好。说到这
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其他一些残疾人的励志
故事。

歌手萧煌奇，1976 年出生的他患有先天性的

白内障。他在四岁的时候，就接受了眼部手术，只
可以看到朦胧的大千世界。十五岁时，他又因为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再度失明。他把所有的情感
都写在一首题为《你是我的眼》的歌曲里。这首歌
让萧煌奇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与“最佳
作词奖”，音乐成了他的眼睛。

另一个励志人物便是霍金。他在最美好的年
纪 21 岁时，患上了卢伽雷氏症，最终只能坐在轮椅
上。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相反，他刻苦学习知
识并进行科学研究。他认为可能存在一种微型黑
洞，这种黑洞很小，有的会小到像质子或中子那样
大小。黑洞理论让他享誉物理学界，而他的著作

《时间简史》发行数千万册，并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
人们被这位身残志坚轮椅上的科学家感动，被他的
才华和智慧折服，赞扬霍金在承受巨大痛苦时仍在
攀登科学高峰所表现出的伟大超越精神。

同样都是身残志坚的人，他们奋力挣脱牢笼、
振翅飞翔，把身体残疾带来的困难化作奋斗的动
力，活出了最美的姿态。作者海伦凯勒、歌手萧煌
奇、科学家霍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励志的故事永
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历经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假如给
我三天光明》激励我，人生路漫漫，不要抱怨命运，
面对苦难要迎难而上，让生命之花绚烂绽放。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生命之花绚烂绽放
□ 赵济宇

生前曾撰文三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桂
冠的季羡林先生，早就让我顶礼膜拜。日前，因遴
选向年轻同事推荐阅读书目，无意间发现了季羡
林先生的自传体散文《留德十年》，读之便不忍释
手。本书是先生受友人之嘱于耄耋之年写成。所
忆之往事，情真意切，读之如坐春风、清新淡雅。
篇幅虽只有 200 余页，倘佯书中，含英咀华、所得独
深，顿生溥博渊泉之感。

十年羁旅生涯，拳拳家国情怀。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与众多怀揣“留学热”的莘莘学子一样，季
先生赴有着数百余年办学历史积淀的世界名校德
国哥廷根大学留学。身在异国他乡，对母亲的思
念之情和对祖国的拳拳之爱跃然纸上。在《怀念
母亲》一章，先生开宗明义，“我一生有两个母亲：
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
的爱慕。”在该篇结尾先生写道“对这两位母亲的
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
的十一年。”诚哉是言。浓烈的赤子情怀贯穿于

《留德十年》通篇，读来令人心潮腾涌。文章以《回
到祖国怀抱》收结。1946 年 5 月，先生自欧洲经西
贡、香港至上海。“祖国母亲呀!不管怎样，我这个海
外游子又回来了。”寥寥数语，一位心系国家的青
年学子的浓烈情怀力透纸背。鲁迅先生说，“我们
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风雨如晦的时代，我们有钱学森、郭永
怀、邓稼先等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现如今，施一
公、钱颖一、饶毅、段路明、颜宁等再度加入他们的
行列，投身伟大祖国的科技事业。

十年留德路，梵学入梦来。赴德初始，先生对
所学主业未能确立。后经辗转于翌年最终确立主
攻梵学。因为哥廷根大学实乃全球顶尖的学习梵
文理想之地，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梵学之
盛，无与伦比。先生称“我从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
走的道路”。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对学习的永不满
足、孜孜以求。梵学之深奥难懂举世公认，令诸多
学人望而却步。但先生不但将其作为获得博士学
位的主系，还选择了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两个副系。“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
把它征服”。于是乎，先生倾注了极高的热情与勤
奋，最终获得了论文、印度学、斯拉夫语言学和口
试四个 Sehr gut（优）。唯其如此，泱泱中华诞生了
中国的吐火罗学，直至中国的印度学；因为有了季
先生开启中国印度学先河，便让中国有了一批朝
气蓬勃、学业有成的中青年梵文学者。由此，季先
生无愧于“中国印度学奠基人”之称谓。

先生在《道路我终于找到了》篇章中关于百年
世界名校哥廷根大学的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共
有五个学院。一直没有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
一的大楼。各个学院分布在各个角落，许多大街
小巷，都是大学的研究所。”就是这样一所没有大
厦林立的大学，教授阵容极为强大，拥有像伟大数
学家高斯、蜚声全球的化学家 A. 温道斯，以及多位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着实令人称奇。我不由得想
起了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读到此处，掩卷沉思：那些动辄以高楼大厦、
办学条件一流引以为豪的高校，比起哥廷根大学，
又有何感想呢？

“实事求是”是先生特别强调的，“我写自传，
只写事实。”承接的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严谨之
作风。《留德十年》真实还原了有着诸多学人所具
有的对学业学术的执著追求与独立的人格操守的
季先生。切身感受到“大师原是普通人”。先生通
过毫无矫矜自饰的质朴言词，用相当篇幅回忆了
留德期间的师长、学友，以及仅有的四位女士。称
得上浓墨重彩的要算是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先生
认为“她有德国妇女的一切优点：善良、正直，体贴
人、有同情心”，但又不厌其烦地展示了她的另类
——绝对不允许别人戴同样的帽子。即便如此，
先生依旧对她充满好感，“瑕不掩玉，她是我生平
遇到的最好的妇女之一，善良得慈母一般”。以至
于数年后分别，女房东放声痛哭，先生也热泪盈
眶。着实感人至深、情真意切。

再者，先生在《迈耶一家》中还写到了一位叫
伊姆加德的德国姑娘，她是先生邻居家的大女
儿，因先生打印论文而交往。他们促膝交谈、同
席而坐、情愫暗生自是自然，但最终忍痛而别，我
想既有归国现实的制约，更有先生已经娶妻生子
的无奈。“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
丽的女孩子。”“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
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不禁让人唏嘘
不已。另外，还有一位让先生同样无法忘怀的波
兰女孩叫 Wala，与先生在赴德火车上邂逅。几句
对话，让先生发出“萍水相逢 、转瞬永别”的感
叹。然又因“怎么也不能忘怀”而在十年之后写
成散文《Wala》，字里行间流淌着伤感之凄美。凡
此点滴，一位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普通人跃然
于眼前。

含英咀华 溥博渊泉
——读季羡林《留德十年》

□ 陈恒林

“阅读的过程，从一开
始的‘围坐’渐渐变成‘独坐
’的时候，你也许已经能够
在那书本知识的五彩斑斓
里遨游了，或许可以‘重塑’
自我。”表演艺术家奚美娟
首部随笔集，以温婉的文笔
书写她的成长经历、阅读生
活、创作心得，以及家人和
所遇见的长辈，充溢着从生
活中所获取的力量，也展示
了她的表演艺术观。黄佐
临、周小燕、张洁、李敖、樊
锦诗等人物跃然纸上，充满
魅力。

本书对 20 世纪的十
多位政治思想家及其理
论，做了简明而不失深度
的介绍，兼具专业性与普
及性。书中收入的哲学家
上起杜威下迄泰勒，无论
从时间地域或是理论传统
角度看，都呈现出多元而
完整的面貌。每一章的介
绍，涵盖了思想人物的生
平、学说和影响，并附进阶
阅读文献，帮助读者渐次
步入政治哲学的堂奥。

《创世神话与中华文明探源》

《二十世纪政治哲学》

“人生若有不快活，只因
未读苏东坡。”我怀着崇高的
敬意和愉悦的心情，终于读完
了孙建勇先生所著的通俗历
史 读 物——《人 人 都 爱 苏 东
坡》。读过之后，顿觉浑身舒
爽，真乃快意十足。

苏东坡是个典型的“乐
天派”，生性豁达，幽默风趣。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就是
宋朝的时尚达人和全民偶像，
并持续霸占各大“热搜”榜单，
拥有文学顶流、美食博主、段
子手、带货达人、时尚潮人、书
画家、建筑师、工程师、音乐家
等一大串头衔。他一生跌宕
起伏，一肚子“不合时宜”，一
路被贬一路吃喝，东坡肉、羊
脊骨、自酿酒，样样很拿手，对
生活充满爱。他所到之处，皆
能随遇而安，把生活过成诗。
如此有趣的灵魂实属罕见。

苏东坡“幼而好书，老而不倦”，是不可多得的
全才，在诗词、文赋、书画、烹饪、政治等多个领域，
都有所涉猎，成就卓著。这一切源于他爱读书、勤
读书、善读书，把读书做到了极致。无论是自创的

“八面受敌”读书法、抓纲提要的手抄读书法，还是
注重读旧书，都自成一体，堪称一绝。“发奋识遍天
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用其人生的高度
和价值，完美诠释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

苏东坡的诗文造诣颇深，其“尖叉诗”让苏辙
和王安石望尘莫及，他的“回文诗”更是达到了炉
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彰显了他喜欢在写诗
时“弄险”的特色，不仅“弄”出了才华，还“险”出
了情趣。然而，他的“神智体”诗《远眺》，更让人
拍案叫绝，且把“观诗”的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致于让辽国使臣再也不敢轻易谈论诗了。

生活中，点“食”成“精”的苏东坡是个十足的
“吃货”。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依然自创了
“东坡肉”和“羊脊骨”的新奇吃法儿。年迈的他
曾写下两篇非常有意思的饮食赋，一篇是《菜羹
赋》，另一篇是《老餮赋》。他不愧为“老餮”。初
到黄州时，他看到城外奔涌的长江水，看到山上
的竹林，随即冒出来的想法是:“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终究离不了一个“吃”字。此
外，他还懂得酿酒之术，像蜜酒、桂花酒、罗浮春、
蜜柑酒、天门冬酒，他都轻车熟路，亲自酿过。

苏东坡深受母亲的影响，有好生之德，怜
悯之心。特别是经历“乌台诗案”之后，他犹如

“待宰之鸡”，充满恐惧和痛苦。他在好友陈季
常面前再三强调，千万不要为了款待他而“杀
生”。他还写过一篇《王翊救鹿》，把鹿“拟人
化”，劝人不要杀生。关于苏东坡吃素食的趣
事，像“三白饭”“为甚酥”“错着水”等都让人忍
俊不禁，回味无穷。正因为苏东坡对饮食情有
独钟，并留下大量诗文和故事，成为人们透视他
那有趣灵魂的窗口。

“有趣的灵魂一半是山川湖泊，一半是烟火
人间。与其说他的一生是动荡不安的一生，不如
说是充满雅趣的一生。”是的，一个有趣的灵魂，
就连影子都是有趣的。苏东坡面对残酷人生，不
急不躁，活出了清醒、优雅、自在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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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而要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就需要对中华文明的
起源进行研究和阐释。本
书通过盘古开天辟地、女娲
造人补天、西王母掌瘟疫、
燧人钻木取火等十个神话，
分析阐释中华文化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考、敬畏生命的
价值观念、发明创造的文化
传统等十个方面，从而呈现
了神话形塑中华文明的历
史逻辑。

《独坐》

院院 景景魏魏 萌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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