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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了，你的读书flag还立着吗？散养鸡场拾趣

人迹罕至荒山冷，

夜无灯火残月明。

洞天别有趣味在，

勤劳巧念致富经。

钻篱平日散着养，

不似圈鸡锁在笼。

漫游峭壁吃蝎子，

蜈蚣露头三鸡争。

倦了展翅飞上树，

金鸡独立南柯梦。

身健体壮步灵俏，

产蛋匀称品质精。

飞檐走壁履平地，

头鸡练就少林功。

黄鼬胆敢叼鸡仔，

鸾鸟围住啄眼睛。

野味当作零食吃，

主餐摆在大鸡棚。

老板敲盆喊开饭，

万鸡蜂拥下山岭。

抿起双翅快步跑，

八百米赛夺冠冲。

山路难容涨潮水，

呼啦一片鸡腾空。

恢宏壮观战斗机，

比翼高飞劫“敌营”。

  注释：(1)钻篱、鸾鸟，皆为鸡的

别称。

冬暮山行（通韵）

冬夕漫步入空山，极目苍茫笼雾烟。

阡陌荒凉人迹灭，瘦林深处鸟栖寒。

盟旺山公园赞

九山环翠岫，奇水静冈幽。

挂月潭方过，栖云岭又浮。

桑田见风雨，石币话春秋。

阅胜人同好，盟坛矮望楼。

游金口凤凰古村（通韵）

古村依水建，岁月话悠长。

街巷青石路，民居黛瓦房。

往昔出吏户，今日剩余粮。

思念旧时景，更欢新凤凰。

林天佐◆

啃“大部头”需要硬功夫。韩星 摄

蓝青世◆

石瑞堂◆

代仲春◆

  2024年你一共读了几本书？年初立的

读书flag(读书目标)实现了吗？

　　最近，人们纷纷在网上晒自己的读书

“进度条”。有的疯狂挠头，“日历在倒数

了，我才读完5本书，距全年目标还差35

本”。有的含泪写“小作文”：“我以为自己

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想当《追风筝的人》，

想去《海底两万里》，后来明白自己太《飘》，

只能用《红字》写下《忏悔录》。”

　　也有很多人满怀欣喜，读书目标眼看

就完成了，“收获满满，整个人都沉静了”。

　 越是快节奏时代，越能凸显读书的那

份宁静与愉悦。信息大爆炸的今天，读书

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焦虑和浮

躁，也在一些人心中挥之不去。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读书flag怎样才

能“立而不倒”？

一

　　做新年计划时，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立

一个读书flag。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对读书

的重视，从立下的那一刻起，浓郁的书香似

乎就开始弥漫。

　　摇曳多姿，满满“知识力”。从类型上

看，读书flag多种多样，涵盖了不同学科、行

业，跨越了不同年龄、圈层，也体现了人们

不同的性格和趣味。

　　有的雄心勃勃、目标远大，要在一年内读

完多少本经典著作，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

诸多领域，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

　　有的脚踏实地、具体周详，不仅列出了

一年要读的书单，还细化到每个月乃至每

个周，表示要天天打卡、处处留痕。

　　有的随性自由、舒卷自如，只说力争

“一天读书一小时”，图书不限领域，阅读不

限地点，心情好时才拍照。 

　　还有的是两种字体混合，一种笔迹稚

嫩，一种相对老练，一看就是父母与孩子共

同写的，表示将做好“亲子阅读”，培育“智慧

之花”。这种独特的形式，在网上引来众多

点赞。于是，人们经常看见，在晨曦中的阳

台沙发上，在树影斑驳的公园长椅上，在深

夜静谧的床头灯下，一大一小两个读书的

身影，默然无语，却别有一种温暖的力量。

　　立字为证，充满“仪式感”。本质而言，

读书flag是“立志向学”的一种表现，是与自

己订立的一份“心理契约”。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立读书flag。

比如，颜真卿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

儿读书时”；黄庭坚则从反面说，“一日不读

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

不读书，面目可憎”……

　　当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读

书flag“广而告之”，也会起到自我激励作

用。在进展遇挫时，用于鞭策自己。在一

次又一次实现目标、完成打卡后，可以为自

己点赞。

　　同时，明确的阅读目标、预设的学习进

度，也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知

识小天地”，以习惯的有序，来对抗外界的

无序，从而更好地沉浸于知识海洋，收获读

书所带来的宁静致远。

　　

二

　　立读书flag，能给阅读开个好头。但

“开跑”不代表“抵达”，现实中，不少人的

flag还没到年底就“四仰八叉”，回头看时

只剩“一脸黑线”，背后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比如，目标设计不合理。选书，是读

书flag的重要内容，一旦书选得不合适，

计划也就难实施。

　　有人高估了自己的阅读能力和耐力，

一心想攻克“大部头”。《追忆似水年华》和

《尤利西斯》，由于篇幅过长，曾被称为“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必备书”。《资治通鉴》《宋

史》等史书也篇幅惊人。假如盲目将这类

图书列入flag，就可能遭遇挫折。

　　有人对专业、语言等门槛，缺乏充分

估计，或频频碰壁，积极性受到打击，或

困在其中，举步维艰。

　　有人过于“冒进”，读书计划不切实

际。一年只有360多天，有人却计划读上

百本书，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无法完成时，

就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放弃。

　　再如，时间管理出问题。现代生活

节奏快，人们忙于工作、家务、社交等，可

用的空闲时间本就有限，而读书是一件

需要静下心来专注去做的事，很容易被

其他看似更紧急的事务挤占掉时间。

　　再加上，如今短视频、游戏等能快速

让人获得轻松愉悦的感官体验，相较于

需要投入精力去思考的读书而言，更容

易使人沉迷其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善于管理

时间，就很容易“无暇”读书，即便勉强读

了，也容易“开小差”，无法保持专注。

　　又如，动机有点不纯粹。在立读书

flag时，你可否想过为何而立？在社交媒

体推动下，有人为展示“文化品位”而跟

风看“网红书”，有人像买时装一样购书，

然后“束之高阁”，也有人只是为了呈现

“读书是一种高雅的休闲方式”……这些

动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抱着此类想

法，很容易导致阅读动力不足。一旦流

行风向转变，或者阅读时碰到困难，或者

遇见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娱乐活动等，都

可能放弃读书，flag也就付之阙如。

　　

三

　　年度读书flag，立得越精心，越能避

免倒下的结局。转眼已是年底，即将到

来的2025年，还要不要立新的读书flag？

怎样才能立一个更好的？

　　以兴趣为“师”，从翻开书开始。在

阅读的世界里，兴趣无疑是最好的“引路

人”。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爱因斯坦说，“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

　　当我们立下读书目标时，不妨先从

兴趣开始，去寻觅契合自己喜好的书

籍。若喜爱奇幻冒险，便投身那些充满

魔法与奇思妙想的故事；若钟情于自然

之美，诸多博物、科普书籍会带你领略山

河湖海的魅力。

　　当兴趣被点燃，翻开书本便不再是

任务。在兴趣驱使下，阅读会变得主动

且愉悦，那些读书目标，也会在不知不觉

中一一实现。

　　以现实为“梯”，排好难易次序。智

慧的“灵芝”，往往生长在高处。好的读

书flag，就像一架精心打造的梯子，注重

阶段性与可递进性，一步一个台阶，引领

人们向上攀登。

　　欧阳修给读书人提建议，“《孝经》

《论语》《孟子》……准以中人之资，日读

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33岁时，曾国

藩给自己立下的flag是，“每日读熟读书

十页，看应看书十页”。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目

标。假如想对某个陌生学术领域有深度

了解，应先易后难，从大众读物、入门书

籍开始。有时，也不妨坦然承认，每个人

都有一份“死活读不下去书单”，这不

丢人。

　　还要根据日常工作情况，合理预估

读书时长，确定读书数量。对于普通上

班族来说，“每周读完一部中短篇小说

集”或“每月读完一本学术著作”，就已值

得点赞了。当然，鲁迅说，“时间就像海

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努力

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人。

　　以价值为“舵”，笃定把握航向。信

息化时代，读书或许已不是获取知识最

方便快捷的途径，也很难得到“即时反

馈”。但它可以为我们打开历史的纵深，

让我们跨越时空阻隔，感受人类的渺小

与伟大。要坚信阅读的价值，它能引领

我们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不断探索

未知世界。

　　“脚步丈量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

眼睛到不了的地方，书可以。”立一个新

的读书flag，倾听心灵花开的声音，期待

奇遇降临，惊喜正在路上。

(转自青岛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