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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陈鲁民

读书不觉已春深

朝花夕拾

♣ 王新立

远逝的说书人
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各种信息极其闭塞，文

化活动更是匮乏苍白。电影极少看到,电视机
录音机更没见过。为了打发寂寞且不安分的日
子，我和许多农家少年一样,特别喜欢听人说
书。说书人演唱的《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
《杨门女将》等传统书目，后来都在不自觉中成
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那时候，说书的地点大多选在村子中间的
槐树下或村子旁边的晒场上，到了冬天则挪到
生产队的牛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天刚擦黑，村
里的老少爷儿们就有人搬着椅凳到说书场里占
地方，孩子们则一趟趟跑到当晚管饭的农户家
门口，去打探说书先生是否已经吃完喝好。大
家来回跑动着，尖叫着传递信息。终于，在一群
孩子簇拥下，说书先生正式登场了。其中，会有
一个孩子昂首挺胸走在前面，嘴里高喊着：“让
开，让开!先生来了!”俨然一副“御前侍卫”的派
头。这时，早已等待多时的老少爷儿们，都会投
来一双双暖心的“注目礼”。

说书先生坐定后，有人帮着支好牛皮鼓，有
人给他敬一支烟，递一杯茶。说书先生稳稳地坐
着喝茶抽烟，和身边的大人低声说笑，孩子们嘁
嘁喳喳涌到前边，想摸一摸那红彤彤的牛皮大
鼓，又不敢伸手，大家推搡着、嚷嚷着、相互嘻笑

着，刚才还平静如水的说书场，再无一刻安静。
过了一会儿，说书先生放下茶碗，掏出衣袋

里两块乌黑油亮的简板，左手持板，右手拿鼓槌，
互相配合着极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却不唱。大家
知道这是在等生产队里的“头面人物”哩！于是，
大家便纷纷扭头四处搜寻，看队长会计来了没
有，看管饭者家里人来齐没有。若是这些人都到
了，说书先生就会照例胡诌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
歪诗，算作当晚正式说书前的开场白，比如: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
东西大路南北走，抬头碰见人咬狗。
拿住狗，打砖头，砖头咬住狗的手。
再不然，就是手打简板，拉着长腔念道：“说

书不说书，先学习一条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
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
抓就灵……”就这样，在热烈的气氛中,说书先
生便拖腔吊板唱起来。

一般来说，说书先生是一人一个调儿。高
亢的，声若洪钟；细脆的，燕语莺声；声音低沉
的，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声音细腻的，说不尽的
温柔娇媚。当然，像经常到我们村子里说书的
刘瞎子，尽管声音沙哑，依然很受全村人的欢
迎。一是因为他会说的书最多，二是他的徒弟
多、在说书圈子里威望最高，三是他说书的味儿

最特别。听大人们讲，这个刘瞎子年轻时声音
最亮。有一次，他去城里说书时，得罪了财主，
便使人在他喝的茶里放上了耳屎，从那以后他
的嗓子就哑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有些愤愤
不平，曾亲自找到刘瞎子恨恨地问他，你吃那么
大的亏，就没想着去找那人算账？刘瞎子一声
长叹，我是一个说书的瞎子，能有啥办法为自己
出口气呢？

刘瞎子说书，声音虽然不美气，但常常让人
听得入迷。他不大爱细述打斗时双方各自的法
宝招数，特别喜欢描述人在苦难中的悲惨之
状。他摹拟悲伤者哭泣时，声音悲悲切切如泣
如诉。有时，我会认真地盯着他那核桃壳一样
的老脸，以为他会泪如雨下，但月光下，只见那
凹陷的眼窝像干裂了沟的泥坑，半点泪水也没
有。听四下里一片唏嘘，扭头发现听书的乡亲
们脸上早挂上了泪花，都在悄悄擦拭呢。这位
刘瞎子，硬是用不美气的嗓子唱得大人们都为
那些古人泪流不止。

曾记得，随着惊堂木的一声脆响，所有听众
都停止闲聊，人人托着下巴等待刘瞎子开口。
这时的刘瞎子，一手抡着鼓槌，一手打着快板，
双眼微微眯着，一串串说辞如春雨般尽情地滋
润着听众的心田。在他生动的说唱中，有刀光

剑影，侠肝义胆仗剑走天涯；有书生漂泊，踏破
铁鞋仍找不到归宿；有黄粱一梦，梦醒了只剩孤
身一人；也有诸国纷争，八方围城终不破。那一
幕幕生动的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后来上面派人来，不让刘瞎子说古书了，说
那是“封建余孽”，并没收了刘瞎子和其他说书
先生的鼓板，然后，再从中挑一些说书先生组成
新时期“文艺宣传队”，通过他们的吹拉弹唱，纵
情歌颂新社会新风尚。我清楚地记得，在生产
队光滑如镜的大晒场上，两个大夜壶灌上煤油
做成的灯，照得周围一片通明。此时，昔日的几
位说书先生，在众人层层围观下，有的操胡琴，
有的打小鼓，有的敲铜锣，每人嘴里都呜里哇啦
地唱出一些时髦且新鲜的歌词。

上世纪 90年代初，说书之艺在古老的乡村
犹如落日余晖，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华。随着
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说
书声，我们的孩子更是听不到了，电脑、手机已
经完全占领了他们的视觉空间。但是，作为我
们这一代人，在喧嚣退尽的夜晚，仍会常常想念
诞生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说书人。正是这些寒贫
的说书先生们，给过去那段灰暗的生活增添了
独特的欢乐，在少年们心上种上了英雄的种子，
使它在以后的岁月慢慢发芽……

字正腔圆字正腔圆（（国画国画）） 邢玉强邢玉强

车是从小商桥出发的。我刚看完这座建于隋开
皇四年的古拱桥。历史上，除了张飞与当阳桥的典
故之外，也许就是眼前这座与杨再兴紧密相连的小
商桥了。园区内游人并不多，一种叫不出名的花开
得十分起劲，蓝紫色的花把季节的里子往外翻，想把
脸面打扮得更粉嫩更生鲜一些。

车往西北方向驶，国道转到县道上，渐入乡村田
野佳境。过了一座桥，遂拐弯，进入河道堤岸。让河
流束身，不再泛滥成灾，一直是历代人们的祈愿与梦
想。如今，高高的河堤阻止了河的肆意和随性，安澜
成为一种常态。

河堤公路离河水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河堤与水
流之间的宽处，乡民种上了小麦，麦苗青青一片，掩盖
住了低处的河水。

这条河是颍河，相传因纪念春秋郑国大夫颍考叔
而得名，源头在登封的嵩山。它从上古时代流来，几千
年的时光浸润其间。在这之后，它仍要不停地流淌，
浩浩荡荡。“颍”字似乎是专为这条河而造，流域附近地
名大多也因河名而取，颍川、颍州、颍上、颍阴、临颍
……其他并无见用。有别于其他江河湖泊大多是三
点水的偏旁，它直接把“水”藏在“匕”下。匕字含义里
有短的意思，可颍河有620公里长的流域，比之短小的
河流不计其数。造字者如此布局，焉知是何用意。在
集纳了发源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沙河、发源于郑州新密
市的贾鲁河，发源于驻马店泌阳县的汝河，自西北向东
南蜿蜒，波澜壮阔自己之后，与发源于南阳桐柏县的淮
河结盟，奔涌入江。从地图上看，这些河流有点像摊开
的手掌，从西北方向散漫着，朝东南方向汇集。

临颍县境内的这段河道，河水已然丰沛，一二十
米宽的水面泛光，泱泱有大河的气质。浅水处有芦
苇，或是荻花，黄色似金，尚在冬日的梦境沉迷。空中
如“逗号”起伏是鸟，尚未看清它的旗号，“啪”地一声
扎入水中，猝不及防的除了我，还有鱼儿。入水的一
刹那，水花飞溅。旋即，鸟儿翅膀扇出水面，躯体腾空
而起，水珠从光滑的羽毛上滚落，碎玉散弹。它的爪
下，一条鱼奋力挣扎着。它原本沉潜在水中咀嚼往
事，或者憧憬未来。离水见光，它知道意味着什么。
可惜的是，那鱼的肚子有点肥，是不是正处于产卵
期？在生物链的下端，鱼似乎也无话可说。鸟一击
而中。它抬起头，振翅高飞。那背影是如此的飘逸
决绝。留下愣怔的我，怅惘。于鸟而言，我只是个无
关紧要的旁观者。它什么时候闯进我的视野，演绎
这一精彩瞬间？彩排、预演都没有，却这么紧凑而无
有纰漏。天空中没有鸟的痕迹，但鸟确实已然飞过。

车开得像散放的牛羊，沿堤岸上不疾不徐地走

着。公路两旁的小叶杨，高不过五丈，整齐划一，也许
是同一批栽种。主干笔直的小叶杨把天空裁剪成一
片细长矩形，无限延伸。瓦蓝晶莹的天空，深沉如海。

树不密实，透过树的间隙可以望见远远近近的
麦田。麦苗已经返青，呈深绿色，抑或因养分过足，麦
苗稍显肥厚。连片的麦田中间，偶有一两个坟头，恍
如一两个轻浅的句号。坟上少有长草，裸露着浅灰
的沙土。他们是麦田的守望者，照看着这些土地，是
怕走失了灵魂，还是担心人世间的饥荒？眼神轻轻
落在坟上，担心碰疼了他们，也怕碰疼了自己。一种
说不清楚的温情与悲伤，填满心底。

林间草木、稼禾菜蔬正向着阳光打开自己，呼吸、
生长、烂漫、妩媚，蓬勃的生机无边无垠。同行的业兄
把车窗玻璃摁了下来，夹带着草木的气息扑面而来，醇
美而饱和。开着黄色花儿的油菜，似乎在大江南北任
何地方都可以觅见。它明艳的色彩，恍如春天的火
苗。一小片一小片的地方，面积大的不过三五分地，小
的也就巴掌大。这里的乡民或许只把它当作点缀。
恰是这种轻巧的点缀，妩媚了季节。

油菜花儿，散落在各处，自带风情。它是春天头
上的发卡，是少女胸前别的胸针，是游子兜里掏出的
黄手帕，是拔节的麦苗脖颈下飞扬的丝巾。

车在颍河的右岸，逆着河水上溯。时间就是一
条长河，长河里流淌的是水，也是绵延的时间。“弃瓢
箕山下，洗耳颍水滨。”这个洗耳的人在颍河的源头处
登封，叫许由。上古时代的尧，真心想把帝位让给他，
被拒。以为他谦让，又希望他能出来当个“九州长”。
不料许由听了这消息，立即跑到山下颍水边，捧起清
黛的河水洗耳，以示厌恶。在时间的纵轴上，我们与
许由相隔甚远；可在空间的横轴上，我们不都站颍河
边上，用手轻轻地抚弄着这清凉的河水。洗耳的水
千年流淌，没有世故、衰老、暮气、呆板，仍然清澈、舒
缓、沉静、自在。许由掬起河水滚落的声音，依旧响
亮、鲜活，灵动如初，汇成一河的雄浑与大气，无暇驻
足，与我擦肩而过。在颍河的下游处，有个物阜民丰
的地方叫阜阳。那里有我认识的一个肖姓朋友，他
喜欢在颍河水里淘洗文字，喜欢在时间的长河里淘
洗文字。前行长路漫漫，可他乐此不疲。他静心淘
洗文字的时候，眼镜片后面的瞳孔里散发着一种
光。随手在路边的树上摘了一朵海棠，轻轻地置放
水上，凝视它顺流而下。在一个延缓的时间点上，肖
姓朋友能恰巧看见吗？

车一直向前走，风景在移动，也许拐了弯，拐了
弯也是一直向前走。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季节的深
处，走进了时间的深处。

人与自然

♣ 阿 若

我从春天路过

荐书架

♣可心

《揪住》：此情可待成追忆

小说《揪住》记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
一段人生历程。开篇作者从家乡豫西一
个小村落的一次“书会”写起，伴随着他的
足迹，那个无处不在的“西山”俨然成了他
的“乡愁”。每一次回归，每一次凝望，“西
山”穿插闪现在小说的每一个”紧要关
头”，浓浓的桑梓情怀一如犁翻的泥土，厚
重、鲜润、沃饶。

作者离开家乡参加工作，兜兜转转
中一个懵懂青年开始成熟；处于那个时
期的人，最简单却是最美好的就是恋
爱。在作者笔下“与小梅那朦胧迷茫的
初恋”“与小路那一次正儿八经的相亲”
都写得生动、细腻、传神，尤其是“与小茹
的相识相恋”着墨最多。虽然故事结局
是悲伤的，留给作者的是一段永恒的追
忆，但带给读者的是一个美好而隽永的
故事。爱情，特别是初恋，无论何时回
忆，无论当初如何美好，心底都会泛起无

穷怅恨；令人不胜惘然的不仅是时过境
迁、物是人非，更有那逝去的青春韶华。
作者是一名资深媒体人，他在新闻写作
与文学创作的交叉地带，开拓了一条属
于自己的写作之路。小说的特色在于他
精细地描写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人物、每
一起事件，这些环境、人物、事件都有迹
可循，在故事中你能感觉到那种时代的
真实感，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
体验。

作者的叙事手法简洁而又如流水湍
急泻下，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
转化为视觉形象，借助作者的诗词功底挥
洒出文采飞扬而又雅致哀怨的情怀。灯
下静读，感人至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
是当时已惘然。作者用一段珍藏的流年
记忆，回首昔日的过往，那些瞬间因为《揪
住》变成了作者笔下的永恒，或许，这就是
《揪住》想要告诉我们的一缕美好。

百姓记事

♣ 徐宜发

母亲的牵挂

我从郑州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分配到
武汉江岸机务段，那年刚满 19 岁。在父母眼
里我永远是一个孩子，老妈常在梦里见我淘
气贪玩不听话，气得连觉都睡不好。惊醒之
后才知道是一场梦，她这才放心地又睡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父母都是不识字的
大老粗，父亲是食堂的厨师，早出晚归天天忙
得觉都睡不好。母亲没有工作，在家忙着我们
兄妹六人的穿衣吃饭。我是父母的长子，在家
里很受宠爱。经济困难那几年，一家人到了吃
饭时，老妈总是先把我的碗盛满，她最后吃的
都是稀汤寡水。现在每当回想起来这些事，我
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儿。50多年前，妈得知我毕
业要到武汉工作了，她问我武汉远不远？我怕
她放心不下，说：“不远，坐火车很方便。”“不远
是多远？”妈接着问我。我说：“武汉离郑州也
就是 1000里地，真不算远。现在火车跑得快，
一夜工夫就到家了，我会常回来的。”

说到这里，妈就不作声了。她也知道，儿
子大了总有一天要离家出去工作的，再远也得
去，总不能守在家里吧。不过，孩儿是娘的心
头肉，儿子离开母亲那一刻牵挂是难免的……

我到了武汉安排妥当，第一件事就是给
家里写信，寥寥数语报个平安，让父母放心。
父母虽说不识字，有妹妹们守在他们身边，收
到信后会第一时间念给他们听的，我的 5个妹
妹都很孝顺，都是父母的“小棉袄”。

刚到武汉那几天，闲暇之余思念之情不
由生起，睡梦中常有父母在耳边念叨，我只能
以书信的方式让父母知道，我的工作和生活
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操心。其实我也很想回

家看看，一年一次探亲假又不舍得用，更何
况，那个时候江岸机务段机车乘务员特别少，
没有特殊情况请探亲假根本没门儿。

大半年过去了，我一直和司机长王长玉
搭班。他当年三十六七岁，也是单身，家在南
阳农村，很会体谅人。有一天，我们出车到信
阳，在公寓休息时，司机长突然问我：“小徐，
来了半年多了，想家吗？”听到司机长的问话，
我猛然一愣随口说：“咋能不想呢？”听到我的
回答，他笑着说：“咱们下一趟来信阳回去就
该‘洗炉（定期检查保养）’了，我们坐客车回
江岸参加洗炉。放你两天假回家看看，抓紧
回到信阳，咱们还从信阳接班回江岸。”司机
长的一席话让我心窝里顿时暖融融的。

有司机长给假，我做好了到信阳直接回
郑州的准备。这一天，顶着满天星星，我赶早
来到车上把我的活干得利利索索，打好开水
给司机长和副司机沏上茶，在江岸西站挂上
车，一路风驰电掣来到信阳站，摘钩入库下班
到公寓休息。我连饭都顾不上吃，洗了澡换
上干净衣服赶快往信阳站跑，刚好赶上 6次特
快列车停站。拉这趟车回郑州的是郑州机务

段司机吕茂林师傅，我们常在信阳公寓碰面，
自然他也熟悉我。说明来意，吕师傅让我坐
到他旁边，我执意不肯。我说：“今天我来烧
火，感受一下货运机车和客运机车有什么不
一样。”接过锹把，我踩开炉门，一眼看出火底
打得不错。一声汽笛，车开了。中间没停点，
一站到郑州。

哇！这火烧起来太轻松了。我们拉货
车，一列满载总重不低于 3000 吨，这 6次特快
总重才千把吨，对于我这个拉货车的司炉太

“小菜”了。车跑得真快，太阳没落山就到了
郑州站，告别了车上的师傅我一路小跑到了
家。一个惊喜，妈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时候
回来了，高兴得她老人家忙里忙外，不知道做
啥好吃的。我说：“妈，您别忙乎了，有稀饭就
行了。”妈也知道我晚上就爱吃点稀饭，这是
受她老人家的影响，稀饭加咸菜是我最爱吃
的家常饭。一家人热热闹闹坐在一起吃了顿
晚饭，几个妹妹问这问那，我像讲故事一样一
一做了回答……

晚上 9 点来钟，老爸下班回到家中，看见
我们有说有笑，他一身的疲惫顿时消失了。

他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好像很久没见过我似
的。他的眼神从上到下打量着我，说了句：

“瘦了，瘦了。”我赶紧说：“爸，我没有瘦，是长
结实了。这些日子，体重不仅没减还增加了
呢！”爸说：“没瘦就好。饭可要吃饱，不吃饱
饭，劲从哪儿来？烧火全靠身上有劲儿。”

说完这话，他又讲起那些我都听“腻”了
的“约法三章”：一是不管到哪儿，都不能说饭
不好吃；二是不管买多少饭，都得吃完不能浪
费；三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给食堂炊
事人员吵架。这些话他给我念叨了无数遍，
早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我知道，他老人家
曾在餐车上干了多年的厨师，最知道干这一
行的不易，生怕我不懂事惹出麻烦来。

我不知道老爸是什么时候起床去上班
的。一觉醒来，太阳出得老高了，几个妹妹都
上学去了。老妈看我起来了，桌上摆上了稀
饭、馒头和咸菜。我和妈边吃边聊，千叮咛万
嘱咐，总是担心我吃不好把身体累坏了。我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让妈放心，我会把自己
照护好的。午饭过后，我告别了老妈和家人，
背着背包向着郑州站快步走去，赶车到信阳
接班。全家人站在家门口，老妈又一次叮嘱
我，咱啥也不求，只求有个好身体，身体好才
能干好活……

老妈没有文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也没
有什么奢望，只求儿女们一生有个好身体，平
平安安，自食其力，生活幸福就行了。这朴实
的一席话语，足够我享用一生。50 多年过去
了，老妈的牵挂时刻在我耳边响起，成为我脑
海里的永恒！

正值暮春时节，“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
飞”。我不由想到五代十国诗人王贞白的《白鹿
洞二首·其一》：“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读书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永不过时。为
何要读书？简而言之，读书可治愚、益智，长见
识、广思路，学技能、增本事。读书把人引向智
慧之路，为我们打开知识之门，使我们收获成功
之果。一书在手，可与古今大师交流，可站在巨
人肩膀上远望，可神游八极，心骛宇宙，一言以
蔽之：开卷有益。对个人来说，读书能提高素
质，改变命运；对民族而言，读书可传承文明，播
撒科学。所以，孔子一辈子手不释卷，七十多岁
还“读《易》，韦编三绝”；高尔基“扑在书上，就像
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郑成功慨然有感

“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季羡林由衷赞
叹“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他们都自觉把读
书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乐此不疲，甘之如饴，
因而大得裨益，受惠终身。

“读书不觉已春深”，因为专心读书,不知不
觉中春天快过完了，生活紧张而充实。读书可
以是一种主观爱好，因为有兴趣，读书会感到愉
悦，如饮佳酿，如沐春风，同时又能陶冶情操，开
启心智，提高觉悟，广博见识。读书也是一种客
观需要，可以获取知识，学习技能，增长才干，拓
宽思路，从而胜任工作，跟上形势，从容迎接挑
战，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把读书变成
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理性的自觉选择，也是适应
客观形势的需要。

“一寸光阴一寸金”，人人都知读书重要，但
要读书读出成效，关键在有效保证读书时间。
那些推说工作忙没时间读书的人，其实大多都
是托辞。鲁迅有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
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倘若我们真的把读书内
化成如同吃饭、睡觉、娱乐等生活方式，日日不
可或缺，就一定能合理安排，精心筹划，挤出读
书时间，把读书落到实处。

读书是个马拉松，贵在坚持，久久为功。马
克思终生勤奋读书，视读书为生命，无论生活再
贫苦困顿，都始终不忘读书，常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最后长眠于书桌上。毛泽东从少年开始
就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爱读书习惯保持了一
生，临终前几个小时还在读书。他们都是坚持
读书的楷模，令人高山仰止。遗憾的是，我们有
些人读书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高兴时读几页，
郁闷时束之高阁；闲暇时翻几篇，工作一忙就忘
到脑后。这样的读书态度，心猿意马，一曝十
寒，很难有所收获进益。有鉴于此，读书也要持
之以恒，长流水不断线，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方
可读出收益，读出效果。

有人说，我虽不读书，但每天都花很长时间
看手机、看网络，也杂七杂八读了许多各类信
息。平心而论，那种碎片化阅读，固然也有收获，
但毕竟零零碎碎、一地鸡毛，没有逻辑、不成体
系，对我们帮助不大。要想成长进步，发展提高，
还是要正儿八经地去多读书，读好书，努力养成
勤读书的习惯，把读书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

艳阳明媚，春光无限，杂花生树,草长莺飞，
正是发奋读书的大好季节。

古人说，百鸟鸣春乐读书。万物复苏，绿肥
红瘦。因为读书，给俊俏的春天多了一分内涵。

用书香沁春，方能让思想在梦幻中尽情舒
展，更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春天读书，是一种美丽的意境。
春天的世界，置身于花的海洋、绿的罗帐，

仿佛进入了天然屏障，把喧嚣的尘世摒于其外。
读书之余，赏郁郁葱葱的树影，听微风过后

的沙沙，时或有小鸟啁啾，间或有雨声滴答，日
闻幽幽花香，夜观遥遥星空，倍觉心灵空阔，思
接千里，神清气爽，其乐融融。

春天读书，心情是愉悦的，脑筋是灵光的，
创造力是旺盛的。从而也能寻找到那份恬淡，
感悟生命，品味生活，最终获得启悟，萌生新的
灵感。

春天读书，是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景致。
春天里，去郊外择一处草地而坐，沐浴着阳

光，吮吸着花草的芬芳；一边读书，一边融入大
自然景物之中，聆听着鸟的歌声、溪的浅唱。把
书本轻轻合上，双目微闭，一丝倦意袭来，在梦
幻中享受着春读的美好。或打开窗子静静地坐
在书房，一边读书，一边品茶，那份闲适随意、恬
淡和轻松很是惬意。或邀三五书友相聚，边读、
边议、边交流体会，还可以互相换书读，更是乐
不自禁。

春天读书，是一种难得的心情。读书的时
候，诗情画意的美景萦绕在周围，不仅能闻到那
股馨香，更能带来快乐和希望。春天读林语堂，
能领略国粹的幽默；读马克·吐温，能感知异国
的风趣。一个懂幽默的人，一个整天乐呵呵的
人，一个面带微笑的人，一个具有好心情的人，
他会把困难看得轻一点，工作和生活压力自然
就比常人要小。古人把“良辰、美景、赏心、乐
事”当作人生“四美”，春天里读书，岂不是四美
兼备的乐事！

春天，人的气色更旺，正是读书的最好季节。
春天没有严寒的侵袭，没有炎热的烘烤，没

有蚊虫的干扰。有的是习习的和风、悦耳的鸟
语，它们像伴读的轻音乐，让你自足、快乐。

春天适合读心灵的书，读卡耐基，能遇事心
胸豁达，做内心强大的自己。春天更适合读散
文，像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这些文字似乎能熏
染嫩青的草色，人也会演变为书里的一抹春色。

春天也适合读几首徐志摩的诗，因为诗里
有一份青春的意味。读这些书犹如喝一杯淡淡
的清茶，虽淡，却沁人心脾。

悠悠书香沁人心脾。春天读书，收获的不
仅是精神，还有一分沉稳与自信。

♣ 游 磊

书香沁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