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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
指示精神，推进“书香洛阳”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洛阳日报社开展“书香

伴花香 阅享好春光——书香致远 悦读筑梦”主题征文活
动。昨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本版撷取部分

佳作，以飨读者。 ——编者

读书增智，念书益慧，知书明礼，书香致
远。有句关于读书的绕口令，读来感觉特别
有趣：“读书好、读好书，书好读、书读好，好
读书、好书读”，不妨仔细品品，从中不难看
出读书的奥妙之处。

自上小学起，我就背会了“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
苦作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金”等名句。书不释手，博览群书，自古至
今读书之乐趣、之益处、之重要、之传承，无
处不有、无所不在，读书重在教人诲人、育
人做人。

上学时尤其喜欢阅读课外书。记得 20
世纪80年代，我读高中，去市图书馆特意办
了借书证，每半月就去借一次书，每次可以
借两本看。寒假、暑假有时一天待在图书馆
里看书，乐不思蜀，乐哉悠哉。

1986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后，每月有了
工资收入，我常喜欢去逛新华书店，看到中
意且有保存价值的书总会买回来。几十年
下来，在我的书柜里摆放积攒了上百本书
籍，既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也有名人名言、
社会万象、人生哲理、社会礼仪类书籍，还有
字典、词典等工具书。与书结缘惜时悦读，
汲取营养获益匪浅，着实充实了业余生活，
陶冶了性情爱好。

这些年我市积极推进“书香洛阳”建设，
在大街小巷建成了许多“河洛书苑”，里面环
境优雅，温馨舒适，书类繁多，琳琅满目。有
时工作日午休走进附近的城市书屋读上片
刻，顿感心旷神怡。每逢到一些单位参观、

调研、开会等，我也喜欢走到会议室、阅览室
的书柜前翻阅书籍，利用片刻时间读上几页
书，偷闲享受美好的悦读时刻。

读书重在养成教育，每名中小学生或成
年人在一年中都要至少读上几本有兴趣的
书，应自觉养成读书习惯。用心去读、用情
品味、用力记忆，功到自然成，在经年累月、
潜移默化中逐步提升自己、完善自我。一个
人的为人处世、谈吐风格、礼仪修养、理论功
底，都与平常读书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有
关。大力倡导全民阅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
设，知书学礼、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勤俭节
约、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等，这些做人的基本
美德都会在悦读书香的滋润下渐渐养成。

时光贵如油，人生务珍惜。每当出差去
外地学习、考察或开会，出门时我总不忘带
几本喜欢的书装在行李箱里或背包里，在火
车上、候车厅里、宿舍里、会议室里，无论饭
前、餐后，还是睡前时刻、晨醒时分，充分利
用空暇时间，随时翻阅爱书，乐享书香之美。

尤其喜欢捧本心爱的文学书，坐在洛浦
公园的草丛旁，坐在牡丹飘香的花园中，坐
在细流涓涓的河岸边，坐在桃红柳绿的树荫
下，坐在鸟语蝶舞的山村里，独自大声朗读
书中优美的段落或语句，自娱自乐，其妙无
穷。一个人独处的悦读世界，心灵得到自然
放松和净化，此刻世界仿佛变得特别小，你
就是最充实、最幸福、最快乐、最富足的那
个人！

宁静致远，书香更致远；拼搏筑梦，悦读
更筑梦！

我爱读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的
名句：“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
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
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
去……”爱读宋代汪洙的《神童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金玉良言
铭刻于心。走步健身时、睡觉前、空
闲时，我就乐滋滋地默诵着、品味
着，心灵像热水里的新茶一般丝丝
缕缕舒展开来，抑或感到那个温暖
的杯底从心房间熨过，熨开心上的
每一条皱褶……

回望我的读书之路，经脉轨迹清
晰可见：1951年，我一个14岁的农家
姑娘从家乡伊川县大山的褶皱里走
出来，入小学、进中学、念大学、步入
讲堂为人师。一个农家姑娘成长为
新中国的大学生、教师，无疑是读书
成就了我。

每天再忙、再累，睡觉前，洗漱
后，捻亮床畔台灯，取一个舒适的姿
势，或躺或坐，从枕下取书捧卷细
读，霎时间，一段美文便在不经意中
邂逅。美文游离眼球，自觉心情愉
悦、敏觉顿悟、思路畅通，满足感、幸
福感油然而生。夜渐深、疲渐浓，合
住书，安枕下，“三更有梦书当枕”，
枕书而眠，让墨香在鼻息间萦绕，酣
然入睡。

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
可医愚。”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有
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我从教三十余载，从偏僻农
村到繁华城市，辗转多次，面对青灯
照壁、冷雨敲窗，耐得寂寞，无怨无
悔，做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事业
的忠诚，对书籍的珍惜，对学生的挚

爱，个人性格的理想化、书卷气等特
质都融进我的血液里。无论到天涯
海角，书籍始终伴随左右，须臾不曾
离开。每当忙完日常工作后，便独处
静谧氛围，躲开人世喧嚣，禅定心绪，
细读强记，“修篱种菊”。

爱生如子，我与学生之间有浓得
化不开的情缘，与许多学生保持着密
切的电话或书信联系。顾鸿雁同学
帮我整理书稿；侨居加拿大的张在富
同学，得知我出书的信息，越千山涉
万水，寄来万元现金助我出书之用。
山高海深隔不断师生情，年久路遥不
忘师教恩。董文胜同学得知我准备
出书，诚恳地说：“老师只需将诗文稿
交给我，从组稿、排版、装帧、校对直
到成书，就让学生来个大包揽吧！保
证‘七一’前见书，向党的生日献礼！”
结果提前一个月，“六一”就把书送来
了！我感动、自豪，为有这样的好学
生骄傲！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浑然不觉
已走过了86个春秋。很幸运生于伟
大的中国，享受着改革开放、“一带一
路”、飞天潜海的卓绝成果。新生事
物使我大饱眼福，虽然高龄也求与时
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紧跟时代脚
步。我清楚认识到学习新知识的重
要性、必要性，所以古稀之年又进老
年大学，虽年老而不处卑，虽力弱而
不畏强。诗书礼义的润泽，使我多一
分细心，少一分浮躁；学诗交友，开阔
视野，提升自我；由当学员到任授课
教师，并能写像样的诗词文章，深受
学员尊重与好评。

我的学生董文胜鼓励我：老师，
您不用太谦逊，在我心中，您的光辉
如炬，已照得彩霞满天！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关于

“书”的至理名言，从少小时期及至年
逾花甲，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
着我，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总
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从懂
事起就特别爱书。那个年代，物资匮
乏，可供读的书很少，我就四处搜寻
书来读。《红旗谱》《艳阳天》《大刀记》

《林海雪原》《红岩》等著名长篇小说
大多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读过的，有
的书已磨损得少皮没边，但我仍然看
得津津有味。有次放学后到南山上
割草，我只顾看书了，到了太阳落山
时，篮子竟空空如也，只好用树枝棚
架着，上边敷些草，装模作样地回到
家，自然少不了挨大人一顿剋。

读书能陶冶情操，使人内心充
盈，也让自己受益终生。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响应号召参军。临行时除
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和一个军用背包
外，比别人多了一个袋子，里面装满
了书。凭借自己良好的语文功底，我
很快被选为新兵报道组组长。在新
兵排三个月紧张的新训中，白天同战
友们一起摸爬滚打，晚上熄灯后当战
友们进入梦乡时，自己则钻到饭堂写
宣传稿子，办黑板报。我办的板报图
文并茂，成为连队官兵每天饭前围观
的“早间新闻”，我也因此多次得到连
队表扬，并通过层层选拔，顺利考入
梦寐以求的军校。

在军校，我每隔一周都要凭学员
证到图书馆借阅一本书，更多的是借

一些过去无从接触的世界文学名
著。《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老人
与海》《悲惨世界》等，常常使我沉浸
在雨果、海明威等大师笔下那一个
个人物命运的起伏之中，与主人公
同悲喜……

军校毕业时，我以全优成绩留
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教官。学校
偌大的图书馆，上百万册藏书浩若烟
海，我在书海中贪婪地汲取着营养，
废寝忘食，军事、哲学、经济、文学、艺
术书籍，无不涉猎。这些无疑为我以
后的工作和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多少年来，与书为伍，与书相伴，
书成为我如影随形的“伴侣”。时至
今日，隔三岔五我总要到新华书店去
转转，每次都少不了买几本自己喜欢
的书。每次出差，我总会带两本书，
坐飞机，乘高铁，空闲时，静心捧读，
消磨时间，抑或充实自我，已成为一
种习惯。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好书能
改变人的一生。春光美如斯，正是
读书时。

老留好读书、好藏书，他的房间中几个
书柜里排列着书，四处旮旯空闲地儿也都堆
满了书，床头无疑也有书。他自嘲道：“我是
书蠹。”

方脸，平头，花白的胡茬子与花白的头
发茬子支棱着，赛钢针。这是我对老留的第
一印象。行走的路上，时常看到他穿着宽松
的 T 恤或者羽绒服，遮盖到了臀部以下，近
了看，衣服上的麻油花点赫然在目。他还喜
欢提个布兜子，去超市回来，里面是菜；不去
超市的时候，里面大多是各种书。从他提的
布兜里掏出来的书，对方接过去，油墨香散
发开来，书面也是整整洁洁的，没有菜味。

老留喜欢帮人，尤其喜好给人捎书。他
觉得帮人送书或捎书，是最雅的事了。论坛
文友圈里，每逢有新书出版，或者新书发行
仪式，老留总是第一时间去购买、去讨要或
者受赠，主动帮其他不能到场的文友带书。
说实话，一兜子书，值不了几个码洋，却有斤
秤分量。老留不管，掂着这些沉甸甸的书上
公交、下公交，跑来跑去的，不亦乐乎。每逢

线下活动，除了组织者，他是最忙的，满场
飞，直到布兜里的书送完为止，还与人探讨
某部书的得与失。所以，许多写作者都知道
老留的大名，知道老留曾经是20世纪80年
代的一位作家，也曾出版过一本文集。在带
给文友的书籍里，自然也有他自己出版的散
文随笔集。

进入新的时代，老留感觉到了他以前的
写作与现在写作的手法及市场热度有了很
大的区别。于是老留也积极进入网站文学
论坛，与更多的写作爱好者建立起了一种朋
友或忘年交的关系。

有一次在某书屋，正在浏览翻阅的我，
听到疑是老留粗大的嗓门，在与收银台的女
孩说着打折的事。循声望去，果然是他，依
然是熟悉的宽大的体恤，依然带有厨房的印
记，依然是熟悉的布袋子，依然装有沉甸甸
的几本书。我们说起闲话，才知道他买的这
些书，有的是送人的，是听到论坛上某作者
叹息没有买到的一本书而恰好他在这里碰
到了。至于钱不钱的——老留买书不说钱，
而是说“米”；要书不说要，而是“请”——文
友喜欢，其他的都不是心里思虑的。

老留说，年纪大了，吃的，是家常食物；
穿的，也不讲究了，只要舒适即可。山珍海

味美酒佳肴和西装革履名牌服
饰，都是属于过去时了。老留只
是喜欢书，喜欢购书，喜欢流连
在书的方阵行列间，喜欢拿着书
本的感觉。一个平凡的写作者，
一个嗜书的书痴，把自己活成了
一个有着雅趣的老兄。

老留已去，常忆至今。不
过，我有着一丝丝的怅惘。老留
留存的那一屋子书，后来命运怎
样了？不得而知。期望有个极
善的结果吧。

我打小喜欢读书，然而贫穷的
少年时代，想看到一本书，是一件
极其奢侈的事。

那天，同桌不知从哪儿得到一
本《闪闪的红星》连环画，宝贝似
的藏在书包里，谁也不让看。我
好 话 说 了 一 箩 筐 ，也 没 看 上 一
页。灵机一动，我在自家院子里
摘了两个红彤彤的石榴，向同学
提出交换条件——用两个石榴，换
一天书看。在美食的诱惑下，同学
一口答应下来。

一天的时间，我把这本连环画
从头到尾看了七八遍，书中的文字
几乎快能背下来。

尝到了拿石榴换书的甜头，再
想借同学的新书，我就如法炮制，
屡试不爽。那几年，我家的石榴一
大部分都让我拿去换书看了。

农村的冬日尤为寒冷，没有任
何娱乐活动的冬夜，是最难煎熬的
时光。有一天，父亲抱回一摞书，
虽然是旧书，但在我眼里，一样都
是宝贝。那时，我认识的字还不算
多，只能囫囵吞枣地读。于是，只
要父亲在家，我们就围在火炉旁，
听父亲读这些书。《红旗谱》《青春
之歌》《桐柏英雄》……父亲读了一
本又一本，宁静的夜晚，我们都在
父亲的读书声中愉快地度过。我
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读书声中，真如
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也像干涸的
土地，尽情地享受着春雨的滋润。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去了人们
被贫穷困扰的愁容，也让人们的精
神世界逐渐丰富起来。待我上中
专时，想读书已经不再是一种奢
望，想看什么书，书店里几乎都可
以买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
到了《平凡的世界》，路遥用生命所
建构的文学世界，以及他那“像牛
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
神，从此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直到今天，读书仍是我最大的
爱好，或倚床，或临窗，或伏案，有书
在手，便会忘记所有的忧愁；有书在
手，满眼便是鲜花烂漫的春天。

以书为友忘烦忧
□席淑贤

书香伴着梦想飞
□马立

书中 锦句

人物 素描
书痴老留小记

□庄学

有书
便是春天

□张建强

生活 百味

书海情深
□马宏章

心灵 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