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荐--《夜航船》 

作者：七（1）中队  张 宸 煜 

《夜航船》乃明人张岱之作。其作是趣味、知识、故事兼备，后称其为“百

科全书”，其作亦有多个“部”，如：天文部、文学部、四灵部、物理部……此作

以明清文化大师眼中的大千世界开启。 

《夜航船》记载可谓包罗万象。亦事中有趣，趣中有知。“夜航船”，顾名思

义，乃夜晚中行驶船只，张岱也在前言中提及“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极难对付。”

甚至似一玩世隐人讽刺“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被“差其姓名，辄

掩口笑之”之人，更是讽刺了时人之道听途说。前言中更是引出一例，道是“僧

与士同宿夜航船。士论，僧敬畏，缩足听，忽觉士语存破绽，便与士发问‘一人

或二人’后士不知，徒有失颜。”张岱并标注“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

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即可以。”以趣谈尾。诫读书人不得似事中“士”

一般，不经一问而溃。又以“勿使僧人伸脚即可以”收场。将“僧人伸脚”为读

书人的警戒，颇为有趣，中却又不少知识填充，可谓“二者兼备”“一箭双雕”

矣！ 

入正义，予最喜“卷十七--物理部”，将平淡的“物理”讲之趣。其趣有荒

诞不经，亦有中规中矩，亦是封建迷信，三者兼备。我以其三句以为我之最喜。

“磁石引针，琥珀摄芥。”则可知自明清已有了一定的物理水平。“鸡生子多雄，

家必有喜。”亦知时人多迷信。“鸡蛋开顶上一小窍，倾出黄白，灌入露水，又以

油纸糊好其窍，日中晒之可以自升，离地三四尺。”此乃荒诞不经，道听途说，

却又不失乐趣。 

张岱早年于名门望族，却因国家败亡而退隐山林，其一生著作宏丰，有《琅

嬛文集》等。但规模宏大，内容奇特为《夜航船》。其《夜航船》将以独特之风，

受一代代学者的赞赏，故吾今日之荐。 

 

点评：少有学生入迷于文言作品，张生不但兴趣读之，还研之，更分享其读

书之乐予大众。文章旁征博引，句句是对这部古代百科全说的推崇之语，他生不

妨试上一试。 

点评老师：程玲 



 



                     捧起墨香，与书相约 

                             作者：七 2 中队   周瑞霖 
 

 捧起墨香，与书相约。读书让我跨越时间的鸿沟，我在体味历史上的一次

次悲欢离合，感召到人性的伟力：与书相约，我在张张白纸黑字中感受自然的雅

致瑰丽；与书相约，我在阵阵清幽墨香中聆听人类的智慧之音。 
记得还在牙牙学语之时，唐宋风雨便已润湿了我幼小的心；及至走进中学，

那些清丽词句常常能勾起我五彩斑斓的梦——寒雨连江的静谧绵长，大漠孤烟的

雄浑粗犷；琼花染清霜，雷雨横空，不度秋月寒江；樊笼困羽雀，鹤唳孤风，来

日人间再无少年……与书相约，读书让我在张张白纸黑字中感受自然的雅致瑰丽。 
我慢慢感受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清丽；于

是，我又经常徜徉于时间的后花园：遥望远方的繁星春水；静静守护窗前最后的

藤叶；俯视山下的呼啸山庄；感悟眼前的死水微澜…… 
屈原教会我“宁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的执着；杜甫教会我“穷年忧

黎元”的胸怀；苏轼教会我“羽化而登山”的超脱……他们都有着“路漫漫而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气概。功

名利益在他们心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思考和感悟，一种经过洗礼的涅槃。 
当快乐的花瓣在我面前飘荡，我会漫步于静静的康桥，在徐志摩的柔情中流

连忘返；我会为自己建一座高楼，和李白一道登高远眺；我会把酒临风，高呼“天

生我材必有用”；我也会独坐窗前，向往着“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清逸……

与书相约，读书让我在阵阵清幽墨香中聆听人类的智慧之音，顿觉“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当悲伤的暴雨袭来时，我会和书相约在一屋中，默默倾诉内心的苦楚；雪菜

那充满希望的话语，让我心头的坚冰渐渐消融；而麦琪那温情的火焰，照亮我前

行的方向；与大卫·科波菲尔悲惨的童年相比，我猛然发现自己与幸福如此贴近；

而顾城那双闪亮的黑色眼睛，更教会了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读书让我跨越时间的鸿沟，体味着历史上的一次次悲欢离合，感召到人性

的伟力。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论是大雁惊空，霜叶层染；还是

凛冬将至，雪压莽原。我依然捧起墨香，与书相约，在一个清灵明净的梦幻中逐

渐成长。 
 
 
点评：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读完此文，脑中不觉闪入此语。周同学博览

群书，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在她的笔下，她读，她懂，她思，她悟。非

常欣慰有学生能从纵向的角度来讲述自己的读书之感，希望周同学的未来人生路，

继续以书相伴，一路芬芳。 
点评老师：程玲 



好书推荐——《观山海》 
作者：七（5）中队 傅瑶 

 
这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鲁迅先生的文章《阿长与山海经》，相信大家对

《山海经》并不陌生吧？ 《山海经》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

奇书，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

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 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但旧版《山海经》图画只有黑白线条，没有色彩，且画得十分拙劣， 正如

鲁迅先生所描写的：“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动作僵硬，表情死板，毫

无美感。而且只有原文，注释很少， 我看不懂，就兴趣缺缺。 
 

直到我看见那副画：红蓝相间的流云中， 一只大鸟扑面而来， 分不清是翱

翔于空中还是从水火中冲出。 其头顶羽毛呈赤红色， 两翅羽毛蔚蓝中流淌着红

色的光芒。 鸟羽之下，分不清是水是火是云。两眼目光犀利，有一股凌人的气

势。画面丰富，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整幅画非常有冲击力， 我以为是什么新

的漫画海报，没想到它只是《观山海》的其中一页。 
 

《观山海》是《山海经》的手绘图鉴， 作者梁超，由杉泽绘制。和旧版的

《山海经》不同，这本书的画风冲破了传统东方水墨艺术的画法，与西方艺术相

结合，描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神兽。 
 

伴随着原文的， 还有丰富的注释。吸引我的这幅图名叫《鸾鸟》，《山海经》

的原文只有一句“其状如翟，而五采文”， 但注释里却详细讲述了它的颜色、外

形：“鸾鸟像是长尾的野鸡，但身上有五彩的花纹”、“和凤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说是未成熟的凤”、“一说是凤的别称”、“一说是不同种类的瑞鸟”地位比凤

略低。里面还收录一则出自《太平御览》典故：传说罽宾王捕获过一只鸾鸟，但

三年过去它一直一声不吭。后来罽宾王听说鸾鸟只有见到自己的同类才会发声，

便在鸾鸟面前放了一块镜子。谁知它见到镜子中的自己后发出了悲鸣，最后悲愤

而亡。 这样精彩有趣的小故事，吸引我一页一页翻下去。 
 

这是一本相当精美用心的良作， 《山海经》本就是一本记录古人天马行空

的想象的书， 《观山海》的作者更用他高超的画技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重

新营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就是中国古代版的《神奇动物在哪里》。 
 
点评:由于一篇的学习，引发了对《山海经》的好奇。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小作者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观山海》。在绚丽的色彩的感召下，小作者不仅阅读

本感到“兴趣缺缺”《山海经》甚至还触动了她进一步的探究，查阅古籍。收获

颇丰。小作者把这本书推荐大家，大家有兴趣吗？ 
点评老师：吴筠 



书荐---《漫长的告别》 

作者:七（5）中队 孙诗韵 

每当我再一次面临着分离,我总会拿起那本书。它曾像一盏明灯,为我驱开了

前方的迷雾,它教会了我《漫长的告别》. 

第一次注意到它,在小学时一个周末的午后,父母都不在家,百无聊赖的我第

一次审视起家中独占一面墙的大书柜.我细细的看每本书的名字,它立刻吸引了

我。《漫长的告别》,多么奇怪的名字,告别就是再见,说一句再见是再简单不过的

事,谈何漫长呢?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从书堆中抠出来,略略翻了几眼。 

故事的开始，是侦探马洛帮助了一个落魄的酒鬼特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

是很好的朋友。可在历经一系列惊天变故后，他们终究再也没有相见。我不大喜

欢这本书，觉得这是个不好的结局，远没有我那些童话书来得美好。所以等我的

新玩具出现在眼前.那个奇怪的名字,我早已将它忘在一边。 

小时候,我不懂离别,再见是个常用的单词,对那时的我而言,再见意味着一

天，一周，一年后,反正总会再见。所以当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向我告别.我才

知道，再见,还意味着再也不见。 

我早就听说她要搬家,搬去哪里，我不知道，也没放在心上。只从大人的只

言片语中了解，是很远的地方。我照样和她一起玩,好像分离只是大人的事,跟我

们遥不可及。 

直到那一天,妈妈打开我房间的门，说:"朵朵搬家的车就在楼下了，快去跟

她说再见!"我呆愣地点点头，拔起腿冲出家门。电梯一层层往下降,我从未觉得

时间如此漫长,我与她之间的欢笑一帧帧闪在我眼前,忽然,我想起了那本奇怪的

书,马洛望着好友离开的背影，脑中是否也会闪烁起过往的光斑？我好像有些懂

了,什么是漫长的告别。电梯门开了,我又冲了出去。 

我在离她二十步的地方停下了。看着她一箱箱地把东西搬进车里,我觉得她

似乎搬的是我们的回忆,她远远向我招手,喊再见。我也垫起脚尖,拼命挥手,眼前

一片模糊,我不记得是否喊出那声再见,泪水滴在脚边。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我很想蒙在被子里大哭一场,但我再一次翻出了那本

《漫长的告别》.我仔细从头读了一遍,从下午到深夜,故事中的马洛也有一段收

场的友谊,但字里行间并不充斥着遗憾,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不觉得可惜?他不珍

视这段友情吗?那时，我想不通。 

一年后,我第三次读完这本书。这时，我懂了。正是因为他珍视这段友谊,

才不重视它的结局,重要的是过程,美好的过程，我想我也是如此，何必在乎友谊

的结束,美好的回忆已封存进我的心.我躺倒在床上,窗外淅浙沥沥下着小雨,我

心里却无比轻松,回想起童年的欢乐.我的嘴角扬起一丝笑容,阅上双眼.我轻声

说:"再见." 

《漫长的告别》教会我怎样面对分离,消解感伤,这本好书的意义,我想,我真正懂

了。 

点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会给我们心灵的震撼，让我们产生共情。小作者前后

三次阅读《漫长的告别》逐步体会到作品的深意：人生之中会有许多告别的时候，

有些简单，有些深刻，有时会在告别许久之后才能领悟这种告别的意义。告别一

个人，一件事，一种生活或一个习惯，都是我们要究其一生学习的事。 

点评老师：吴筠 



 
 

 
 

相遇“白鹅” 

作者：七（4）中队 张益雯 

有一首诗集叫《四时读书乐》。其中《四时读书乐·夏》里面有句诗：“读书时乐
乐无穷，元援琴一奏来熏风。”，这是诗人夏季读书的感悟。那个夏天，我相遇了“白
鹅”，收获了不少乐趣。 

 最初相遇”白鹅“还是因于那篇文章——《白鹅》。‘‘这白鹅，是一位即将远行
的朋友送给我的。我抱着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内。它伸长了头颈，左顾右
盼，我一看这姿态，想道：“好一个高傲的动物！’’熟悉的文字令我脑海浮现了那高傲
的大白鹅。 

 令我难忘，这幽默风趣的语言！ 

 不错，我相遇了《白鹅：丰子恺专集》。丁香紫的封面上映着一朵大白花和两
只大白鹅。泫雅的气息夹带着古典的韵味，尤其是内容何等有趣生动！ 

 “独，揽，梅，花，扫，腊，雪！”出自《独揽梅花扫腊雪》。读一读，听一听，
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是简谱读音。丰子恺先生将其按谐音凑成了一句绝美的诗句，
有趣！更有趣的是，当他对孩子说这句话时，刚好有位老爷爷在一株梅旁扫着雪，正
直腊月。《蜜蜂》一文：一只小蜜蜂在房间里飞不出去撞上了玻璃，丰子恺先生便发
出感叹：“我诅咒那玻璃，它一面使它清楚地看见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以及
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一面又周密地拦阻它，永远使它可望而不可即。这真是何等
恶毒的东西！”无奈重物挡着窗他无法打开，蜜蜂最终也不见了。好笑！似乎这有点夸
张了，谁会去骂不会说话的玻璃呢？后来了解了写作背景，得知丰子恺先生是为了提
倡以慈悲之心体恤世间万物生灵的思想。读书其实很有趣，它并不枯燥，且有益于学
习；前提是读一本好书，其次是要细细品读，“开卷有益”便是个例子。 

 “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在蟹斗里，剥
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现在回想起那时候，半条蟹腿肉
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这是《忆儿时》的第二部分——吃蟹。我也爱吃蟹。每
看到这里便回想起蟹的蟹的鲜美，也想尝尝蟹腿配米饭的好味道。这时我悟道：文字
的感染力是强大的。文章最后一句“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
悔。’’竟能为文章笼罩上一层悲伤也是能证明这一点的；也难怪，到现在我仍记忆犹
新。 

 “白鹅”中我读到的不仅仅是经典，文化，历史，情感，更是一种乐趣，特别的
乐趣。这种乐趣使我更加“好读书”，更加充实，“白鹅”也成为了我小学读书的美好回
忆。 

 阅读文化静水深流，阅读传统源远流长。多读书，读好书，读书之乐乐无穷！ 

  

点评： 



 
 

 
 

小作者和《白鹅：丰子恺专集》的邂逅，不仅仅感受到了经典，文化，历史，情感，更是一种
乐趣，特别的乐趣。“趣”引着她去阅读，去感受，去会心地笑。因此她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希望同学在课余的阅读中，很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体味生活中的情趣。  

点评老师： 吴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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