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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读书日那天，我读了表姐
送给我的《拇指班长》，书的作者是商
晓娜。从翻开第一页，我就被书中的
故事吸引了。

《拇指班长》中的男主人公叫孔东
东，女主人公是班长，叫孔西西。俩
人是同班同学，但是水火不容。

孔西西在学校经常找孔东东的
“麻烦”，孔东东为了“报仇”，发明了

一种难喝的奶茶。孔西西喝下这种
特殊调制的珍珠奶茶后，竟然变成
了 拇 指 一 般 大 的 小 人 儿 。 从 此 以
后，他们就陷入了一桩又一桩不同
寻常的事件中。

读完 《拇指班长》 系列的第一
本，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第二本、第
三本……这套书很有趣，把小学生的
想法描述得特别生动。作者以孔东东

为第一人称，讲述了这个充满奇幻的
故事，让我把自己也带入到故事中，
跟着主人公进入了幻想世界，进行各
种历险。

我喜欢作者的表达风格，也喜欢
主人公的性格，一边看一边猜测主人
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也想第一
时间告诉好朋友，这套书非常好，值
得一读。 （寄自荷兰）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我在这
一天读了中文版本的 《不一样的卡梅
拉》系列之《我学会了功夫》。

这本书讲的是卡门、卡梅利多和

小胖墩 3 只小鸡跟公鸡爷爷学功夫打
败坏蛋田鼠的故事。在几只小鸡认真
学功夫时，骑士堂吉诃德突然闯了进
来，他糊里糊涂地把鸡舍当成了“巨
人”。他用长矛一次一次对“巨人”
展开进攻，最后，长矛插在了鸡舍
上，堂吉诃德摔在了地上。这时候，
他以为自己被“巨人”打败了，决定
和田鼠合作。其实，田鼠是想利用
他，因为田鼠天天都想吃小鸡。之
后，堂吉诃德、几只田鼠和小鸡进
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小鸡和公鸡
爷爷学了功夫，再加上头脑聪明、动

作敏捷，最终战胜了田鼠，堂吉诃德
也醒悟了过来。

读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学好本领。
虽然小鸡看上去不是那么强大，但它
们勇敢又团结，所以能打败敌人、保
护家园。《我学会了功夫》真是一本生
动好看的书，我超级喜欢。

《不一样的卡梅拉》 系列里，还
有很多本有意思的书，如果你们和
我一样有兴趣，也可以读一读、写
一写。

（寄自德国）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虽然我生活在丹麦，但妈妈
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总是鼓励我
看更多的书。她给我买了很多中文
书，其中 《DK 博物大百科》 是我最
爱读的一本中文书，到现在还会翻阅。

记得有一次我回中国，妈妈说要
送我一件大礼物，后来才发现是一本
重重的书。虽然当时我拿这本书都有

些吃力，但还是被其精美的封面吸引
了。一拿到书，我就开始阅读，只是
那时候受中文水平所限，有些内容不
太明白。但书里有不少图画，让我看
得津津有味，如身临其境。

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会缠着妈妈
给我读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
写道，一些生物因为不适应环境而灭绝
了。这让我懂得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

在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认识了不
少汉字。妈妈一边读给我听，一边教我
认字，慢慢地，我自己能读下来了。

《DK 博物大百科》 让我爱不释
手，因为它不仅加深了我对大自然的
了解，还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了解
到存活于世的每个物种都经过无数的
磨练，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保
护地球。 （寄自丹麦）

“青春就该是一场风暴，如果你让青春悠然度
过，那就是对生命的埋没，青春将不会在你的生命里
留下一丝痕迹，匆匆地来，匆匆地去。青春需要热
情，更需要任性。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我们务必
要‘放肆’一次，以免落得个虚度年华的‘罪名’。”
这段话出自我很喜欢阅读的一本书《你的任性必须配
得上你的本事》。这本书没有华美的语言，没有枯燥
僵硬的理论，只是用不同的人生故事提醒我们应该怎
么度过这一生。受中文水平限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
能力评价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只是觉得书中所写的内
容跟我的人生很相似，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和对这本
书的感受。

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怎么活着才会让人生过得更
有价值？我曾经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
了答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体验自己喜欢过
的生活。我出生在越南一个传统的农村家庭，虽然
说在当代社会中，女孩子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但是
打我记事起，亲戚就一直对我说，女孩子只要找个
好对象，结婚生子，平平安安地过一生就行了。考
大学时，我不能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只能学父母认
可的专业。毕业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每天朝九
晚五，非常枯燥。我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度过了，但
我有缘看到这本书，阅读时觉得像在镜子里看到自
己一样。书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是他们
都围绕一个主题——“任性”。任性是什么？“所谓任
性，就是本命自主的率性。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有自
己的生活态度，把命运交给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
人。”这句话给了我启发，我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
人，因为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我决定任性一次，

放弃不喜欢的工作，投身喜欢的语言学习——中文，
实现我酝酿已久的中国梦。

我们一生中应该任性一次，但要建立在一定的基
础上，就像书中提到的“一个人的任性要配得上他的
本事，才能被人尊重，被生活温柔以待”。怎样才算
有任性的资本呢？在我看来，要不断努力，成为一个
有学识、有能力、有足够经济基础的人，才可以任
性。有些年轻人怕吃苦、怕失败，只想待在舒适圈。
其实，如果没有遇到任何挑战，那就不叫“生活”
了。我们要勇敢向前，也许会有失败，但这些经历会
成为我们的财富。所以，我们要趁着年轻做喜欢的
事，不让生活留下遗憾。

书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良师益友。读书使我们
积累知识，了解世界，完善自己。读书还有很多作
用，比如，可以提升分析和写作能力。对我来说，读书
更是一种减轻压力的方式，因为读书可以让我的情绪
很快平复，书中的故事让我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
世界。可以说，读书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如今，
读书的方式有很多选择，如果觉得纸质书携带不方便，
可以选择读电子书，也可以在一些App上“听书”。

我很喜欢读书，更享受一边读书一边听音乐的时
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最近我开始看跟中国饮
食、艺术、人文、诗词等有关的书籍。虽然中国古代
诗歌对我来说比较难，但是我会努力提升中文水平，
希望能尽快理解中国诗词中蕴含的丰富含义。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源
泉，同时是我们减轻压力、抚慰内心的有效方式。让
我们沉下心来，一起享受阅读的快乐时光吧！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越南留学生）

如何对待人生的苦难？有些人选择放弃，
有些人选择奋斗。

我曾读过这样一篇文章——罗伟章写的
《独腿人生》。文章讲的是作者应朋友之约去其
别墅议事，下了公交车之后，准备换坐三轮
车。车夫提出的价格是5元，比作者朋友所说
的多了两元。车夫劝他，三轮车比出租车合
算。最后，车夫同意了3元的价格，作者坐上
了三轮车。

在途中，作者发现车夫失去了右腿，只用
左腿蹬踏板。走到一段上坡路，作者提出下车
和车夫一起推车上去，但车夫说：“这点坡都
骑上不去，我咋个挣生活啊？”在坡上，车夫
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他是在跟
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坡总算爬上去了。

后来，车夫说起一段往事：两个外国人来
成都，想乘三轮车看看成都的风景，不坐别人
的车，只想坐他的车。车夫就带着两个人骑了
很远，自豪地告诉作者：“我这条独腿为成都
人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

读完这篇文章，我从作者和车夫的对话看
出，生活带给车夫苦难和挑战，他却用坚强和乐
观回报。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了一个挚友，心理
疾病让她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与人交流都是一
种奢侈。但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车夫的精神。朋
友努力与疾病抗争，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生活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怎么面对困难并解决
它，这是成长之路上的一道必答题。只要有不
灰心、不放弃的毅力，这些困难就会像磨刀
石，让经过打磨的生活发出光芒，甚至会出现
奇迹。 （寄自西班牙）

从我记事起，最喜欢读的中文书
就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水浒
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
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
四大古典名著讲述的故事非常精彩，
更有极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

《水浒传》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
抗压迫、英勇斗争的生动故事，暴露
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书中
刻画的宋江、李逵等人物形象生动，

一幕幕鲜活的场景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反

映了魏、蜀汉、吴之间的政治和军事
斗争，展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
之间的历史风云。一场场刀光剑影的
战争，一次次智勇双全的谋略，让我
仿佛回到了历史当中。

《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
胜困难，环环相扣，动人心弦。尤其

是孙悟空为了保护唐僧尽心尽力，更
是让我印象深刻。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
情故事让人唏嘘，贾府由富贵走向没
落让人慨叹。

阅读四大名著让我受益匪浅，不
仅提升了中文水平，还了解了中国历
史和中国文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阅读体会也不同。

（寄自丹麦）

今年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
读书日。值此全世界爱书人共同的
节日，我们特邀请海外中文学习者
和来华留学生介绍给他们留下深刻
印象的中文书籍，让更多的人感受
中文之美，感受中国文化深沉博大
的力量。

《丁丁历险记》 是我最喜欢的
书。主人公丁丁是一个爱冒险的
人，他有一条狗叫米卢。

《丁丁历险记》共22本，对应的
是丁丁经历过的 22次冒险。丁丁的
每一次冒险经历，都在不同的地
方，比如美洲、丛林等。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丁丁每次冒险时都会遇到
困难，但都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
解。《丁丁历险记》这套书让我爱上
了探险，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

（寄自德国）

白昼渐退，夜幕缓缓拉开序幕。晚霞没有朝霞那
么璀璨，但在温柔之中，夹杂着一丝与世无争的感
觉。不知从何时起，我喜欢上了仲夏夜，喜欢把自己
融化在浓浓的夜色里，让心绪随着夜风飘动，直至晨
光熹微。或许是因为夏天的风懒懒的，它以漫不经心
的姿态吹走我一日的疲惫。我拿着书走向阳台，搬出
闲置已久的竹椅，拂去上面的尘埃，再沏上一壶普洱
茶，仰望着夜晚的星空……

“朝花夕拾”是多么文艺又动听的名字啊！这是
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原名 《旧事重提》，收录了 10
篇鲁迅先生的散文，其中有对故乡的思念、有对童年
的向往……经过岁月的沉淀回首往事，看到的是自己
年少时与朋友共度的欢乐时光，与故人相伴成长的点
点滴滴。

在《朝花夕拾》的前半部分，鲁迅先生回忆了他
的童年趣事，有令人向往的百草园和令人惧怕的赤练
蛇，还有与先生斗智斗勇的那些小故事，字里行间中
流露的真情，让人眼前浮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
我透过文字看到了幼年时的鲁迅先生，先生的童年有
笑亦有苦。

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味书屋和百草园慢慢淡出视
野，迎赛神会也渐渐远去，鲁迅先生的童年就此画
上句号。此后他远离故土，踏上了求学之路。其中

《锁记》 和 《藤野先生》 的故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它讲述了鲁迅先生离家求学以及出国留学的一段经
历。这其中的波折让我认识了青年鲁迅，也从藤野
先生身上看到了跨越国界的“师生情”。鲁迅先生的
求学精神和藤野先生的高贵品格都让我敬佩。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自身的留学生涯。我同鲁迅先
生一样都是出国留学，不同的是他去了日本，我来了
中国。在我看到鲁迅先生的 《藤野先生》 这篇文章
时，已有了和先生十分相似的经历——留学，也很幸
运地遇到了好老师。我在中国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的老
师，他们如藤野先生一般令人敬重，不仅为我指点迷
津，还成为我学习路上的发动机。正如鲁迅先生在书
中提到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
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
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老师
们如光一样，指引着我前进，我也希望成为像他们一
样的光，再去指引更多的人。

天上的星星隐去了身影，远处有一缕橙色的光漫
过大地。我合上书，收起竹椅，倒掉杯中的茶根，缓
缓走向房中。在这一夜，我看到了一个坚韧不拔的少
年，在岁月的蹉跎下，慢慢褪去稚嫩走向成熟。

从前，我读 《朝花夕拾》 只觉得有趣，如今，
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愿将来，我能够领悟得
更深。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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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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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拇指班长”
王心妍（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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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下功夫就能学好本领
刘芊浔（7岁）

要问问别人喜欢什么
肉 肉（6岁）

读百科全书学中文
金炫屹（10岁）

肉肉 （右） 和妹妹芋头在图
书馆读书。

我最近学会了汉语拼音，也能认
识和写出一些汉字，还可以自己读一
些中文小故事，比如，《小猫钓鱼》

《三个和尚》《曹冲称象》 都很有趣。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 《谁爱吃什
么》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有很多小动物，小山
羊、小猴子，还有山羊爷爷。小猴子
请小山羊吃饭，拿出一大堆桃子，可
是小山羊不爱吃桃子，就很有礼貌地
向小猴子道谢后回家了。过了一天，
小山羊也请小猴子吃饭，拿出了自己
最爱吃的青草，可是小猴子不爱吃，
也很有礼貌地向小山羊道谢后回家
了。后来，山羊爷爷告诉大家，因为
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以后可以把自
己爱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一起，这样
就能选自己喜欢的，也都会感到开心。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让我

明白了以前在学校里没有想明白的事
情。我在幼儿园有一个好朋友，有
一次我花很长时间画了一只青蛙送
给她做生日礼物，可是她只是很礼
貌地谢了我，却并没有收下。我当
时在想，她一定是不喜欢我了，所
以很伤心。可是读了这个故事后，
我觉得我也许应该问问她原因。然
后，她告诉我，她非常害怕青蛙，
但 她 非 常 高 兴 我 为 她 精 心 准 备 礼
物，我还是她最好的朋友。

就像小山羊喜欢青草、小猴子喜
欢桃子，我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可能
很不一样。即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喜欢的颜色和动物也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或许要先问问别人他们喜欢什
么，尊重他们的看法，这样朋友间才
能更快乐地在一起。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问了我的朋

友她最喜欢什么，她说是考拉。于
是，我又画了一张考拉送给她，她非
常开心，还告诉我她把这幅画贴在了
自己卧室的墙上呢。

（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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