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中 不 经 意 的 角 落 ，总 有
“点灯人”在默默付出。“时代楷模”
称号获得者钱海军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用精湛的技术点亮城市里的
每一盏灯，更点亮了老百姓心中的
光。作为中央宣传部“时代楷模”
报告文学重点选题，陈富强、潘玉
毅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点灯人》，
以钱海军服务百姓的“成长史”为
主线，通过志愿者、受助者、旁观者
等多种视角的切换，真实还原钱海
军及其团队在志愿服务路上一个
又一个感人的瞬间，深情讲述钱海
军用真情点亮“千户万灯”的新时
代雷锋故事。

细节是报告文学里最具张力
的单元，也最能反映人物的性格特
点和事物的本质。《点灯人》细腻地
书写了钱海军志愿服务中的诸多
细节，将过目不忘的场面、故事和
情景里蕴含的精神和情感镶嵌到
文本间，以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展
现 出 极 具 温 度 的 精 神 和 情 感 力
量。作者常常将自己巧妙地置身
于志愿服务的现场，用朴素文本还
原真实的场景：一名向钱海军求助
的老电工，出于身体原因换不了灯
泡，连拿掉启辉器这样简单的动作
都不能完成，老人感叹自己“人老
了，没用了”。

这次偶然的经历让钱海军将
服务对象锁定在 60 岁以上的老人
群体，从事志愿服务的使命意识也
得以升华。此后，他亲手制作 500
张名片并交到老人手中，手机 24小
时开机，让他们随时能联系自己。
为了更好地给老人提供服务，他自
学修电视机、电磁炉等家电维修技
能，成为大家口中的“万能电工”。
作者也常常引用采访对象原生态
的语言，“哪怕到时自己走路颤颤
巍巍了，不能爬上爬下了，给人递
个插线板，那也是一种幸福”，没有
拔高，没有采用夸张修辞，朴素的
语言映照出精神之美。诸如此类
闪亮的细节散落在《点灯人》中，细

腻展现了钱海军身上最丰富、最本
质、最深厚的真善美。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
明曾言，报告文学就是要书写时代
精神和家国情怀。《点灯人》是一部
有温度、有情怀，洋溢着时代精神
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鲜活饱满地
刻画了钱海军及其团队的形象，书
写个体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鸣交
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钱
海军心念“百姓小事”，胸怀“国之
大者”，志愿服务持续升级，奋进的
脚步不断延伸。他发起“千户万
灯”困难残疾人住房照明线路改造
项目，足迹遍布浙、藏、吉、黔、川五
省，累计开展帮扶 3万余次，将光和
暖送进更多人心里。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在钱海军的带动和感召
下，越来越多人成为照亮别人、温
暖自己的“点灯人”，他们牺牲小
我，点亮万家灯火，以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作为钱海军
的同事，作者常为身边榜样的力量
感到震撼、深受触动，在《点灯人》
的书写中，不着痕迹地在融入自我
对人物和故事的思考：“随着存善
心、做善事的人越来越多，终有一
天，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每一
个乡村，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志愿
路上的主角，每个人都将成为暗夜
里的点灯人。”

黑夜中的光明并非凭空而来，
皆因有无数像钱海军那般，为这片
光明默默奉献的“点灯人”。其实，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点亮
它吧！一起前行，一起发光，让世界
充满更多光和爱。

点亮心中那盏灯
——读长篇报告文学《点灯人》

□ 李 钊

《点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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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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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电公司员工钱海军“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全社会特别是基
层干部职工向他学习。为了让读者更加立体地认识钱海军的

“点灯人”形象，陈富强、潘玉毅在多年现场采访手记的基础上深
入挖掘，创作出 32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点灯人》。

又到一年开学季，学子们走进
校园，开始紧张的入学生活。谈到
学习，许多人会发问，究竟有没有具
体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毕业于清华
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写书哥”，通过
《费曼学习法：我就是这样考上清华
的》一书，就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困惑，从费曼学习法的视角，提出应
对之策，帮助学子提高学习兴趣，掌
握学习技巧，最终提高学习效率。

费曼学习法是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理查德·费曼创造的一种高
效学习方法，倍受世人推崇。其核
心要义是，先将需要掌握的概念写
在一张白纸上，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写下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然后尝试
将自己的观点讲述给孩子听。如果
在此过程中出现卡壳，再反过头来
查漏补缺，把知识点重新梳理一
遍。最后，把理顺好的概念再一次
讲述给他人，直到他人也能从中受
益，即算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学习。
费曼学习法的要诀是在循序渐进的
基础上，打通各知识点的关联，把看
似纷繁的概念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那么，学子要如何创见性地将
费曼学习法运用到求学实践中呢？
一开始，作者没有急于抛出答案，而
是层层递进阐释费曼学习法的内涵
及应用，传授一些高效的学习技
巧。就如何在紧张的学习中调整好
自己的状态，心无旁骛地抓好课内
课外知识，作者指出一些需要注意

的事项。同时，就如何夯实读写基
础，提高阅读、写作、背诵、做题的能
力，利用费曼学习法快速提升学习
成效等方面，作者进行了提纲挈领
的简析。

作为一名从乡村走向清华的学
子，《费曼学习法：我就是这样考上
清华的》更像是作者“写书哥”的学
习详录。它忠实记录下“书写哥”自
觉运用费曼学习法，通过自己的顽
强拼搏，叩开知识殿堂，最终考入清
华学府的全过程。全书要言不烦，
参考了大量教育案例，并结合自身
实际，将费曼学习法的核心要义逐
一剖析。费曼学习法的一个重要法
则是以教促学，如果在尝试给他人
讲授知识点的过程中，他人没有听
懂，那就说明自身还没有真正掌握
知识。所以，检验自己是否真的理
解某些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
教会别人，通过教别人，倒逼自己不
断学习，在教学相长中达到共同提
高的目的。“写书哥”认为，教与学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有助于学子及
时发现自己的知识盲区，并有针对
性地一一加以改进，从而做到有的
放矢。费曼学习法的另一个重要法
则是强调融会贯通，在作者看来，光
掌握单个的概念和名词还远远不
够，只有把众多的概念、相关的知识
点，按照其生成逻辑，由点到线、由
线到面，引出事物的普遍规律，才是
真正的高质量学习。

费曼学习法能帮助学子从被动
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让看似枯燥乏
味的学习活动变得更为快乐和富有
生趣。其中，“黄金记忆法”“像玩游
戏一样抓好学习”等一系列重要的
学习法则，对解决信心不足、缺乏主
动性、学习效率低等学业困惑将发
挥巨大的引领作用，使万千学子从

“不知道如何学”的泥潭里走出来，
早日迈上有章可循的学习快车道。

多年以前，幼年费曼的小伙伴
曾以知道许多小鸟的名字为荣。费
曼的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只
了解小鸟的名字还不够，重要的是

了解小鸟的习俗，还能尝试着为他
人讲解。”早慧的费曼牢牢记住这句
话，并在此后的科学探索中充分运
用这一理念，由此创立了赫赫有名
的费曼学习法。本书虽不是费曼学
习法的经典原著，但它在理论联系实
际、对相关法则的诠释等方面，让读
者对费曼学习法有了较为透彻的了
解，越发体会到科学学习的重要性。

高质量的学习，不是传授具体
的知识，而是教导人们秉承一种正
确的思维方式。拜读完《费曼学习
法：我就是这样考上清华的》，笔者
深以为然。

清华学子的学习之道
——读《费曼学习法：我就是这样考上清华的》

□ 刘昌宇

《费曼学习法：我就是这样考上清华的》

作者：写书哥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 8章，以费曼学习法为核心，全景拆解常见学

习场景，给出专属指导方案，提高学子的学习效率与成绩。语言生动
活泼，附有大量真实案例，适合学生与家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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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不大，书店更是少得可怜，一共只
有五六家，而且还以卖教辅书为主。因此，
对于喜欢看书的我来说，无意中发现那家

“月亮书店”时，内心顿时掀起惊喜的狂澜。
那天晚上，心情实在糟糕，一个人漫

无目的走在街头。小城这几年发展很快，
到处都是新楼，不知道走了多久，猛一抬
头，竟看到在一个偏僻的街角有一家书
店。它的招牌十分另类，没有汉字，只用特
别的光效打出一轮弯月图案。不仅招牌
上有月亮，店铺前的地上也用灯光“铺”上
了一层“月光”。如果不是透过那落地玻璃
窗，看得到里面一排又一排的书架，又怎知
这里竟是一家书店？相对于周围的嘈杂
来说，这道“月光”那么安静，像住在谁心头
的一种相思，令我的内心瞬间安静了几分。

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店主是一名中
年女子，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对我点点
头，继续守着一杯茶低头看书。书店靠近
窗户的地方散放着一些矮沙发，灯光比较
柔和，两三个人坐在那里，有人在看书，也
有人望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我随手从书
架上拿了一本小说，坐到临窗的位置上品
读：这满架的书籍，这皎洁的月色，环绕在
书店里的轻有若无的音乐，让人不由得静
静沉浸在书香之中。

我在这家月亮书店待了两个小时，直
到爱人发信息来催促，我才起身离开。经
过这番“月光浴”，我的脚步轻松了许多。
后来，我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常常在小
城被夜色笼罩时来看书或发呆。这家店
的特色是只在晚上营业，我和店主熟悉以
后，渐渐了解到她开月亮书店的缘由。

店主说，曾有一段时间，她陷入事业
瓶颈期，每天心情都很烦躁，甚至一度出
现抑郁症状。一天晚上，她在阳台看书
时，台灯不知为何突然灭了，站起来打
算换灯时，却发现窗外是满月，月光无
声无息倾泻下来，让她想起曾经读过的
句子：“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她忽
然舍不得再开灯，就那样靠着沙发在月
光下发呆，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她回想起月光对自己的治
愈，决定开一家月亮书店。或许有人像她
一样，在陷入人生的黑暗中不能自拔时，
也可以被这样的月光治愈。

我 记 得《岛 上 书 店》有 这 样 的 台
词 ：“ 我 们 读 书 而 后 知 道 自 己 并 不 孤
单。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
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自
从小城有了这家月亮书店，就像茫茫黑
夜中多了一盏温暖的守护灯，我再也不觉
得孤单。

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又有了
朝阳。在这样的起起落落之间，一直还
有书香。

月亮书店
□ 张军霞

在父亲的大书柜里，整整齐齐摆放着
一册册厚厚的书籍，全部套上了牛皮纸书
皮。据父亲说，那些牛皮纸大部分来自单
位包装纸，也有买鸡蛋等用的纸袋。父亲
包的书皮规矩大方，书脊处还用毛笔写上
书名、作者和出版社等信息。小时候，他
曾对我说：“爱护书，要从包书皮做起。”

记得小学一年级发了新书，我高高兴
兴背回家，央求父亲帮我包书皮。父亲找
来一本旧挂历，掀下一张，我赶紧凑过去，
托着下巴仔细看着他的动作。父亲把语
文书放在挂历纸中间，开始时故意把挂历
上的美人图案朝外，在我的抗议之下，他
呵呵笑着将挂历纸翻了个面。接着，父亲
把纸折过去，对比两边的宽度，尽量让书
处在整张纸的中间位置，然后用粗壮的手
指按下去，勾勒出书本的轮廓，前前后后
摁几遍，压出上下左右四条线。父亲打开
纸张，把书轻轻取出放到一边，把书皮纸
推过来，让我继续把硬纸的折痕弄得再清
晰一些。沿着我俩在书脊处折的痕迹，他
用剪刀按书本的厚度剪到适当位置，然后
向上翻折，紧接着把纸倒过来，重复刚才
的操作。我适时把书递给父亲，他哼着京
剧曲牌，熟练地三翻两转就把书包好了，
就像定制的一样，很是严丝合缝。父亲起
身到写字台拿来毛笔，又似乎觉得不大合
适，于是从上衣口袋掏出钢笔，在书皮上
写好科目名称及我的名字。

二年级、三年级也是我和父亲一起包
书皮，到了四年级，他要求我自己包。我
严格按照父亲教的方法操作，看上去却松
松垮垮，但能独立完成包书皮的工作，我
还是很高兴。后来，我一直坚持包书皮，
给书籍穿上合体的“衣服”。

如今，已届不惑之年的我，家里放着
好几个书柜，还有一些随时取阅的书堆在
床铺、茶几或者电脑桌上，无论是哪本书，
也不管厚薄，都会包好书皮。自然，现在
的书皮早已不是旧挂历纸、牛皮纸，更多
的是一面用过的打印纸、彩印铜版报纸
等，色彩更加丰富，也更人性化。

父亲虽眼睛不好，看纸质书有些费
劲，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但每隔几
个月都会把书柜门打开，帮这些老伙计打
扫一番，再和他们说说话，书籍已然成了
家里的一份子。

父亲教我包书皮
□ 清 秋

《李商隐十五日谈》

作者：李让眉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内容简介：新诗人如何解读古诗人？

在《李商隐十五日谈》中，当代青年诗人李
让眉通过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生平、作品的
解读，还原李商隐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追
求。作者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讲起，每日
一讲，共十五讲，描绘了其出身、身边人物
群像、感情与婚姻，进而分析李商隐诗作
的美学内涵以及宗教对其创作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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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访谈录》

作者：李惠铭/【英】李沛然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邵 逸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王家卫接受的 20

篇重要采访，时跨 25 年，其中包括数篇珍
贵的粤语访谈，更有多篇外语访谈首译中
文。这些访谈涉及与王家卫有关的一切，
记录了他对自己电影的独特解读，以及张
国荣等影星对这位导演的评价。王家卫
以他擅长的即兴方式，亲自参演这些访
谈，墨镜后面闪动着愉快的星芒。

《一个人可以在家
告别人生吗？》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小笠原文雄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译者：杨洪俊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内容简介：日本知名社会学家上野千

鹤子经过多年采访，愈发坚信：无论家人在
或不在身边，大多数老人都想要待在家里。
为了帮助人们实现这一愿望，作者与拥有40
多年照护经验的小笠原医生对谈，开启一场
别开生面的课堂。本书聚焦 67个问题，结
合39个真实人物案例，覆盖 30~100岁的多
个年龄段。两位专家畅谈衰老、疾病、人
际关系、思想准备等人在晚年必然面对
的 种 种 问 题 ，并 给 出 详 实 而 坦 率 的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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