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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曾说，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
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的确，
最是书香能致远，它能让人遇见最美的自己。

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智
能化、数字化、电子化、自动化，科技似乎已经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出门不用带钱包，只需一部手机，什么
都可以搞定。智能机器人可以做家务，可以与人对话、
替人写作，甚至你写出一段话，它能在短时间内生成一
个视频。人人离不开手机，网红直播成为年轻人追捧
的对象。青少年染指甲、文身、玩游戏，就是没有人安
安静静地坐着读书。世间万象，给人的感觉很是浮躁、
很是喧哗、很是肤浅。似乎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喧腾嘈
杂的环境中，不是凑在一起闹哄哄地玩游戏，就是就地
架起三角架，旁若无人地直播。娱乐休闲越来越占据
主流，读书和学习却被漠视。

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这该悲哀还是喜悦？
毋庸讳言，科技的进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更高的

生活质量，便捷、舒适、惬意，可是，过犹不及。数字化

使我们更加依赖手机，离了它仿佛寸步难行；自动化让
我们习惯性躺平，不愿思考不愿动手，渐渐萎缩退化；
电子产品充斥在我们周围，霸占我们的生活，侵蚀我们
的身心，甚至空虚我们的精神世界。对于青少年来说，
这是不是一剂慢性毒药？慢慢毒害着身体，腐蚀着灵
魂，摧毁了信仰，模糊了信念，扭曲了三观。我深知，一
个人生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种自强自立和
奋斗不息的精神。要想进步，就必须读书和反思。反
思能看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读书能使人宁静致远。

读书能让人抵达身体到不了的远方。纵然课本再
精彩，也不过是一朵鲜花，描摹不出整座花园的姹紫嫣
红；纵然有钱有闲，也无法用脚步丈量所有的山水。而
读书，却能弥补视觉的缺憾，用另外一种方式带给你独
特的美丽。更遑论自己的身心早已随着字里行间，穿
越时空，一睹那人间盛景。

读书能让人抵达心灵的深处。读一本好书，就如
同和一个智者对话。伟人深知这一点。毛主席在中南
海的卧室，书柜里全是书，他老人家每天都要读书，床

上也堆满了书。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无论行军打仗还
是度假娱乐，背包里全是书。打开心灵的天窗，拭掉厚
厚的灰尘，拨开浓浓迷雾，接纳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
想，从而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格局，开阔自己的视野和胸
怀，沉淀自己的心性和气质，稳重自己的品行和情操。

读书能让人构建坚固的精神世界。在浮躁喧哗的
人间，人们似乎都静不下心来，不能坦然面对一切，每
天都很焦虑，这正是读书少的表现。培根说得好：“读
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当你的心灵丰盈下
来，渐渐充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你自会丰神俊朗、
稳重自持、卓尔不群，慢慢构建起一个坚固的精神世
界，安放你圣洁的灵魂，让你树立正确的三观，拥有坚
定的信仰，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

凡是与书结缘的人生，无论困厄抑或安逸，都不会
苍白和虚度。而与游戏、躺平结缘的人生，可能会收获
一时的快乐，但最终会换来一世的平庸。读书，能够见
山见水，能够认清自己，能够看清世间，能够让你保持
清醒的头脑，在茫茫人生路上，走得更顺，走得更远。

在高校从教日久，我熟悉的学
生众多。在那成百上千考上研究
生的学生中，很多女生把考上高校
辅导员作为目标，但只有张老大率
先在我熟悉的学生中脱颖而出，考
上了暨南大学的辅导员。

一听“张老大”这个称呼，好像
是男生，但其实这是我对她的昵
称。虽然我从教以来带过20多个
毕业班，但张老大不在这些班级之
中。与她相识纯属一个偶然。在
某天上午上班的时候，一位陌生女
孩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带着怯怯和
迷茫的表情问我：“老师，我可以在
您办公室坐一会儿说说话吗？”我
说：“当然可以。”进来坐下后，她告
诉我，自己很迷茫，想找个老师说
说话，不知不觉就进我办公室了。
就这样，我俩开始熟悉了。其实她
是一位泼辣开朗的女生，说话做事
劈里啪啦、干净利落，与人交往很
有亲和力。她说她上高中的时候
就大大咧咧的，同学们都喊她“老
大”，于是我也戏谑地称呼她“张老
大”。

张老大是一个发展很全面的
学生。也许是她性格开朗大方的
原因吧，凡是与她接触过的同学，
无一例外都很喜欢她，尤其是她笑
盈盈的时候。受高中语文老师的
影响，她的文笔很好，于是我推荐
她加入我一直在赞助和指导的学
院青悠文学社。她如鱼得水，很快就与文学社的众多社
员打成一片，也写了不少散文诗歌作品，如散文《归途》，
被我推荐发表在《烟台晚报》上。我让她写的《考研路上
两姐妹》，是我班的两个学霸考上985高校研究生的事
迹，发表在《鲁东大学报》上。文学社换届的时候，她被
大家推选为文学社社长。我推荐她去校报给文学版的
编辑做助理，那位编辑老师也很喜欢她。张老大好像每
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她到哪里，就会成为那里的中
心。时间长了，很多学生都开始叫她“张老大”，却把她
的名字忘记了。

在大三进行职业生涯设计时，我主张她走考编之路，
可她竟然告诉我她要考研，想去广州那个南方大城市读
书。她是那种很有主见的孩子，她决定的事情从不后
悔。在报考学校这件事情上，她和我商量了几次，最后敲
定要考暨南大学食品专业的研究生。工科读研究生必须
做实验、泡实验室，很难想象平时风风火火的张老大能安
静地坐下来做实验，那不是“张飞绣花”吗？可我也坚信，
只要是她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接下来，我常听
到张老大用功考研的故事。据说她一直在南区4号楼的
教室和一些同学一起复习。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忙碌的
备考期间，竟然与一位男生谈起了恋爱。我听到这消息
后，担心她耽误考研，就找她谈话。她向我保证，绝对不
会因为谈恋爱影响到自己选择的考研大计。等考研成绩
出来后，张老大果然进入了暨南大学食品专业复试的名
单，而她的男朋友，分数也不错，过了国家线。后来张老
大去广州复试，居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她第一时
间把喜讯告诉了我。听到这个好消息，无论是文学社成
员，还是学院其他学生，都赞叹不已。

这个“鬼精灵”张老大啊，她把我看作为她的人生导
师。在一次研究生演讲比赛中，她说我对她的影响很大，
她也想成为这样的老师。这也许就是她后来选择当高校
辅导员的原因之一吧？到了次年6月，张老大欣
喜地告诉我，她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辅导员了。

在张老大当辅导员的日子里，她信心百倍，
眼前阳光灿烂，学院的领导和学生都很信赖她。
她把我看作人生导师，而她的学生也开始把她当
成人生导师了……

我记得曾经读过这样一个佳句：“缘分是一种奇妙
的相遇，是一种心灵的碰撞，是一种心有灵犀的感动。”
我感觉到这话的真实性时，是今年初夏我与《红苹果》
的作者吴殿彬相遇之后。特别是在安德利公司的大楼
里读《红苹果》的时候，我感觉跟他的心好像在一起跳
动。书中写的老百姓种苹果的难处，出力流汗甚至流
血的事情，让我深受感动。我从心里感到老百姓的不
容易，感到我们安德利的大“功德”——在千万果农眼
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苹果烂了而欲哭无泪时，安德利人
从他们手中把果子收来，做成果汁和各种食品，为老百
姓排忧解难，把乡亲脸上的愁苦变成了像春天的苹果
花儿一样的笑。我庆幸自己能在这样一个企业里工
作，更庆幸能与吴殿彬和他的《红苹果》相见。

说起来，与《红苹果》相识的时间不算短，早在几年
前，我就从《烟台日报》上看到过她连载的身影。但真
正拥有她，还是今年初夏。我们安德利出版了山东省
第一本民营企业志《山东安德利集团志》，同时出版了
《辉煌的历程——媒体记者眼中的山东安德利集团》。
这是一件文化盛事，当然少不了请专家好友庆贺研讨
了。烟台天泰书院院长、原山东省工商管理局一级巡
视员王天仁是嘉宾，他对我们这两本书的评价很高，不
光我们主创人员很高兴，我们集团的董事长王安也是
喜上眉梢。说着企业文化，自然而然牵涉到苹果生产
上来，王天仁院长顺便也是有意地向我们介绍了吴殿
彬和《红苹果》……

王院长是个热心人，没过几天，我们就跟吴殿彬见
面了。那天，阳光灿烂，我领着他看了我们公司的收料
场和果汁加工车间等。吴殿彬年过七十，我叫他吴
老。他人很实在，说话不拐弯抹角。他给了我和王安
董事长一人一本《红苹果》。我知道，吴老赠我《红苹
果》，是因为我是安德利集团的一员。说句实话，我一
直为我们的安德利集团自豪：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王安董事长看到自己乡里果农的苹果卖不出去，有个
自然灾害啥的，忙活一年一场空，就下决心为老百姓找
出路。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96年3月创办了安
德利公司。为啥叫“安德利”，我没好意思问董事长，但
我觉得，“安”就是叫老百姓心安，“德”就是为苹果发展
积德，“利”呢，企业要赢利才能活下去，但更重要的是
让老百姓得利，这才是公司最大的“德”。经过20多年
的风雨兼程，公司累计上缴税金29亿元，出口创汇30
亿美元。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给了果农超过120
亿元的原料款。更了不起的是，安德利如今成了广大

果农的“保护伞”，走出了一条“水果加工—果渣提胶—
生物燃料—供热发电”的循环经济之路，以企业发展助
推当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获得了全国大奖。

正因如此，我作为安德利的一名工会工作者，非常
希望通过《红苹果》看烟台、看烟台苹果，了解烟台、了
解烟台苹果历史，展望烟台乃至世界苹果的发展与未
来。我原来想着吴老会像记者写新闻那样写故事，没
想到，《红苹果》用的是一种诗化的文学语言和超越新
闻的故事特写。我一打眼就被她吸引住了。没想到里
面有这么多曲里拐弯的故事，有这么些了不起的人。
尽管工作很忙，但我坚持每天晚上挤时间阅读。通过
《红苹果》的字里行间，我对烟台苹果乃至中国苹果产
业的变迁发展有了深入了解。

我看到，《红苹果》是一部烟台苹果发展史，也是一
部中国苹果发展史。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烟台苹果的
成长历程，也折射出了整个中国苹果产业的兴衰起
伏。看了这本书，读者不仅能够理解苹果产业对地方
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深远影响，还能感受到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重要性。

我看到，《红苹果》深入探讨了烟台苹果的发展历
程与技术革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进步，烟台苹果的种植技术也在不断演变。从早
期的传统种植方式到如今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书中通
过具体案例展现了科技如何推动苹果产业的升级。

我看到，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烟台苹果的品牌
建设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书中指出，品牌不仅仅是
一个名称，更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价值的认同。为
了提升苹果的市场竞争力，烟台地区的果农和企业纷
纷开始注重品牌的塑造与营销。通过举办苹果文化
节、参加国内外果品博览会等方式，烟台苹果逐渐走
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这种品牌意识的觉醒，不仅提
升了烟台苹果的知名度，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我看到，书中还强调了苹果产业对农民生活的影
响。随着苹果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投身于苹
果种植，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书中通过多个农民的
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他们从事苹果种植的艰辛与收
获。农民们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共同分享资源、技术与
市场信息，形成了相互扶持的良性循环。这种集体主
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也为苹果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苹果产业面临

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书中提到，如何在国际市场
上占据一席之地，是当前苹果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烟台苹果需要在品质、品
牌、技术等方面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政
策的支持对于苹果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在推动
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品牌形象等方面的积极
作为，将为苹果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在安德利读《红苹果》，我深深地体会到，《红苹果》
不仅是一部关于苹果的纪实文学，更是关于红苹果发
展的思考。通过对烟台苹果发展史的深入剖析，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的产业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
演进。书中所展现的种种案例和故事，使我们对苹果
产业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保留地方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这
部作品，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到苹果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也能从中获得对未来发展的启示和思考。

在安德利读《红苹果》，我感觉到它具有浓厚广阔
的史诗特色、详实生动的文化特色、人物群像的启迪特
色和可资借鉴的文创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苹
果》的语言风格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它运用诗化和丰
笔、串珠与跳跃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全书的语言达到了
一种较高的“艺术”品质，在汉语的交际功能上，展现了
艺术功能的亮丽。就文化学习和文学创作而言，具有
一定的经验借鉴价值。

在安德利读《红苹果》，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本
书。哦，《红苹果》，你跟我心碰心地说心里话，我打
心眼里感谢你。一天夜里，我把《红苹果》放在书桌
上，灯光通明，书皮上的红苹果一闪一闪的。一个念
头忽然跳进我的脑海：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希望吴
老能够再出《红苹果续集》，加入苹果深加工产业的内
容就更好了。写写在红彤彤的苹果成熟、丰收的季
节，大量的红苹果被广大消费者抢购享用的同时，如
何将苹果原料果送到全国各地的安德利果汁加工厂
生产浓缩果汁，增加果农收入，解决原料果“卖果
难”，让千万果农富裕起来的故事。还有，也写写安德
利利用物理方法，把生产加工果汁后的果渣变废为
宝，从中充分提取膳食纤维果胶，再将提取果胶后的
果渣烘干、造粒，送到电厂做生物燃料，形成苹果从头
到尾“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

我在安德利读我在安德利读《《红苹果红苹果》，》，也给写也给写《《红苹果红苹果》》的诗点的诗点
个赞个赞。。这首诗曰这首诗曰：《：《红苹果红苹果》》里有宝藏里有宝藏，，祝福伴着日月祝福伴着日月
长长。。家中有部家中有部《《红苹果红苹果》，》，世世代代都兴旺世世代代都兴旺。。

学长朱哥“十一”期间自驾山西五日游。回来后，
他对我说，登鹳雀楼时，特意选在黄昏时分，可登顶后，
既没有欣赏到“白日依山尽”的美丽，也未看到“黄河入
海流”的壮观。听了朱哥的遗憾，我说：“你登的鹳雀
楼，为近年新建，形虽仿唐，但因黄河改道，其址与王之
涣所登迥异，自然‘白日’无法‘依山尽’；至于‘黄河入
海’，你得到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去看。”

矗立在山西省永济市境内古蒲州城外西南黄河岸
边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约557年—571年），本
为北周宇文护修建的军事戍楼。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载：“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

永济古称蒲坂，其西扼黄河之险，南靠中条山之
屏，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鹳雀楼
之得名，源于常有鹳雀（鹤类水鸟）栖其上。王之涣一
首《登鹳雀楼》，不仅将鹳雀楼的名声推向极致，而且后
世引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两句的文章数不胜
数，甚至人们从中衍生出了成语“更上层楼”。

古人喜欢登高，如王勃登滕王阁，写下“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崔颢登黄鹤楼，写下“昔人
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鹳雀楼在唐代已经是

观景楼，李翰在《河中鹳雀楼集序》中说，登此楼“俯视
舜城，傍窥秦塞。紫气度关而西入，黄河触华而东汇，
龙踞虎视，下临八州”。因而，喜欢怀古和雅集的诗人
们竞相登临，展示才华。李益的《同崔邠登鹳雀楼》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
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
长。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畅当的《登鹳
雀楼》云：“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
流入断山。”

王之涣“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唐·靳能《唐故文安
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原籍为晋阳（今山
西太原），祖上做官时移居绛州（今山西新绛）。曾出任
冀州衡水县主簿的王之涣，因遭人诬陷，愤而辞官。不
久，登上鹳雀楼的他，远眺一轮红日挂在天际，黄河滚
滚东流，顿觉神清气爽，多日积压于胸的郁闷一扫而
空。心潮澎湃之下，他高声吟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诗一出，好评如
潮。近代俞陛云评价道：“凡登高能赋者，贵有包举一
切之概。前二句写山河胜概，雄伟阔远，兼而有之；后
二句复余劲穿札，二十字中有尺幅千里之势。”（《诗境

浅说》）
朱哥未能看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遗憾，

让我想到学者们对王之涣另一首后世流传极广的《凉
州词》的争论。这首《凉州词》的通行版本为：“黄河远
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
度玉门关。”但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的版本却是：“黄
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
风不度玉门关。”应该是“黄河”还是“黄沙”？意见不
一。“科学派”认定是“黄沙”，其中有人到玉门关实地考
察过，说看到了风吹黄沙直入云霄的情形；“美学派”则
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是一幅绵延万里的图卷，展现
出了极大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如果改成“黄沙”，那就仅
仅是眼前之景，缺少了韵味。启功先生则认为，《乐府
诗集》所收是对的。在他看来，“如果是‘黄河远上白云
间’，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草木，人们就不用再‘怨杨
柳’了，‘春风’也就‘度’过‘玉门关’了”（张志和《纪念
我的恩师启功先生》）。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
潺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和“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告诉我们，古诗打动读者的，不只是文字
的优美、精练，更有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诗歌不是
论文，也不是科普文章，属于文学范畴的诗歌，自然富
于想象。正如刘勰所言，“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
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所以，王之涣登鹳雀
楼一千多年后，当代著名词作家乔羽又作《鹳雀楼之
歌》道：“鹳雀楼一层层，问君身在第几层，千里目，万里
情，人生有尽，岁月无穷。落山的太阳明天又将升起，
东去的黄河今朝依旧向东。”

最是书香能致远最是书香能致远

我在安德利读我在安德利读《《红苹果红苹果》》
□孟相林五味评书

黄河依旧入海流黄河依旧入海流

□张铁鹰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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