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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随笔

1982 年 6 月，安康师范学校毕业季，在毕业动员会上，我被宣布为上山
任教者，如此突然迫降的命运，让我头脑一片空白。

毕业践行酒会上，傻傻地喝完践行酒已是黄昏。 有点酒量的我，一杯红
酒，就晕晕乎乎了，醉意朦胧的我，跌跌撞撞回了宿舍，蒙头在被子里哭泣。

摇醒我的是班长，他是校级帅哥，中共党员，山里的孩子，优秀的班长
本留到市机关工作的，却主动请缨去更远的山村里任教。 他笑嘻嘻地揭开
我的被子：“走，咱们去操场溜溜。 ”

安康师范学校的操场，在后坡下，夜色朦胧，操场无人。 一弯初月挂在
远处的山尖上。 安康师范的操场，主跑道铺的是煤屑，月光下宛如一条黑黝
黝的长龙。 四周的梧桐树，晃动着黑影。 我俩的黑影子，叠加在一起，淡淡的
月光下时长时短、时左时右，偶尔，星空里传来大雁的鸣叫声，一声声哀鸣
渐渐远去。 黑夜里飞翔的大雁，是南下还是北上？ 是否找寻它的故乡、它的
方向？ 班长跟我说了啥，一句都记不清，只觉得惆怅的心融入了一束淡淡的
月光。

走进宿舍，同学都已熟睡，我悄悄爬上架子床，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架
子床压得咯吱响，一束淡淡的月光，调皮地从窗口爬进来。 穿衣，下床，掩
门，追寻月光，来到安康师范四合院。

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木质结构，粗粗的柱头“冬瓜格”门窗。 四合院
中央有棵柚子树我靠在柚子树上，结满果实的柚子树，此刻看不见一颗柚
子，这些果实，虽被夜色吞噬，却有一股又一股柚子的浓香溢出来一股秋风
吹过来，窸窣窣的叶子中间，有鸟儿扑棱的声音。 这些梦中的鸟儿们，可知
树下呆靠着一位心事重重的远行者？

踏着月光，又寻找安康师范后面的那片竹林。
南北走势的两匹黄土坡，夹出来的一道深沟，与南边的香溪山岭相连，

左边的黄土坡底，是一片竹林，竹林边缘，有一条从南山岭流出来的小溪。
月色朦胧，竹林里黑洞洞的，这是月光下丢弃的一块墨玉，小溪闪着银色的
光芒，是一条蜕皮的白蛇，缠着这块墨玉蠕动。 一棵棵挺拔的竹子，搪瓷缸
粗细，每棵竹子我都靠过，我都给它们吟诵过唐诗、宋词，背诵过《离骚》，也
朗诵过《孔雀东南飞》。 最粗的一棵竹子身上，我用彩笔写过我的誓言，描绘
过美好的明天。 此刻，只能摸摸这棵竹子，却看不见半个文字。 文选的课堂
上，我最佩服王祥瑞老师的朗诵和课文分析，他把《岳阳楼记》朗诵得海阔
天空、晴空万里，或是阴雨霏霏、波澜不惊。 此刻，我也模仿他的声调，给这
棵竹子最后一次朗诵《岳阳楼记》。 王老师说，做人就做范仲淹，“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就是可容纳天下的男人胸怀，男人，就是
要先忧后乐。 先忧后乐，这句话不停地在我的耳畔响起，它穿过竹林，穿过
南山，飞到遥远的巴山。 一束月光从竹林缝隙斜射下来，落在这棵竹子主干
上，隐隐约约看见了竹子上我的誓言、我未来的明天。 我要沿着月光寻找我
的明天。

右边的黄土岭上是一片橘子林 ，橘子林下有一口池塘 。 每个周末 ，
我都会带上五分钱买来的烧饼 ，挎上鳖壶 ，在这片橘子林下看书 。 这是
一口明亮的池塘 ，池塘里长满茂盛的蒲草 ，清水里举着一把把绿色的
长剑 ，对天长舞 。 池塘尽头的橘子树枝上 ，总爱栖息着一只翠鸟 ，时不
时子弹般射进池塘 ，弄出一圈涟漪 ，叼着一条小鱼飞走了 。 我读书累
了 ，看看挂在枝头的果实 ，这些果实啊 ，经过冬的雪炼 、春的沐浴 、夏的
热情 ，才有秋的收获 。 看看这一塘清水 ，总是无私地浇灌给这片果林 。
这明净的水的胸怀 ，就是人的榜样 。 此时的橘子林 ，月光下 ，远看就是
横在黄土岭上一道浓浓的眉毛 ， 池塘就是眉毛下一颗明亮的大眼睛 ，
守望着这片黑土地 。 我站在池塘边 ，一弯月亮丢在池塘里 ，谁的一枚玉
佩 ，在这口池塘里洗浴 ？ 是要洗掉风尘还是世俗 、寂寞还是惆怅 ？ 一抹
云走过来 ，把这枚玉佩裹走了 。

别了 ，两年的安康师范生活 。 别了 ，生我养我的家乡 。 别了 ，悠悠奔
流不息的汉水、葱葱茏茏的香溪洞、巍巍高耸的牛蹄岭。 明天我将远行，去
遥远的巴山深处任教。

推门，上床，有同学说梦话：“同学们好！”我很快进入梦乡，梦见自己走进
山村教室，同学们喊：“起立！ 老师好！ ”我也说了梦话：“同学们好！ ”

故乡有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河边是
闻名于世的自然人文景观———泾渭分
明。 站在台塬上，春风拂面，俯瞰两河，汇
流处的河水，一半清绿，一半浊黄，中间
一条蜿蜒百余米的分明线。 此后，融为一
体不分彼此， 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注入黄
河。

一座小城，何其幸哉。 千百年来先辈
们临两河而居。 之所以人称关中白菜心，
真是一马平川，沃野千里。 漫长的农耕文
明时期，人们土地里刨食，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 除典籍记载的天灾人祸、兵灾匪
患，河边的日子风调雨顺，似乎慢得没什
么变化。

只近十多年前，河边关闭了造纸厂污
染源，叫停了采沙场乱象，开展了河道整
治，尤其近三、五年来，河边相继建成河景
路、河堤路，架设了连通两河的网红新桥，
于是，树木成林，雕像点缀，特别夜间路灯
串成排，宛如一条腾飞的巨龙，一派生机
勃勃的新景象。

河边四季分明。 春有野鸭，夏有荷花，
秋有黄叶，冬有芦苇。 河边风大，夏天舒
爽，隆冬也不刺骨。 树叶沙沙响，野雁嘎嘎
叫，自然的声音里透着欢快。 成千上百的
崖沙燕忙进忙出在觅食。 偶尔会光临几只
朱鹮，更增添了几分惊喜。

河边的人，有的三三两两专门驱车前
来，一睹泾渭分明风采；有的独身一人，僻
静处支起帐篷河边垂钓；还有的成群结队

在油菜花开、 枫叶绚黄的时节拍照留影。
附近村庄的人，挎着篮子挖野菜、寻野果。
夏夜，十公里外的人赶来消暑，打着手电
筒捉知了。 周末，河边更热闹了，孩子们放
风筝，姑娘们跳起舞，网红在打卡直播，商
贩们不遗余力地叫卖……

河是奔流不歇的生命源泉， 河边有
生生不息的生活。 河北为阳，河边的土地
潮而不黏，湿而不旱。 最好的土地种上红
薯、土豆，香甜了人们的肚子，填饱了牛
羊的肠胃。 河边，从远古的船夫号声，变
成了今日的机器运转声。 工厂里、流水线
上、快递厂房中，通宵达旦的人们为国为
家， 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日子越过越红
火。

生活好了，休闲时间多了，人们就喜
欢在河边散步。 小孩子们拿着玩具和伙
伴在沙滩嬉戏， 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抬头
看飞机，低头唠家常。 回忆起儿时下河摸
鱼、凫水，拉上同桌的手并排坐河边拨弄
水 、打水漂 ，带孩子捉蝴蝶 、采莲蓬 ，总

之，有说不完的话儿，写不尽的趣事 ，面
对此情此景， 你就会舒展心情， 嘴角上
扬，从心底里露出笑容。

即便凛冽的冬季 ，还有不畏严寒前
来河边冬泳的人。 大爷居多，泳姿不同，
仰泳、蝶泳、自由泳，随性而自在 。 使不
禁感慨 ，河边的人 ，有面对多舛命运的
从容 ，更有追求生活的勇气 ，着实叫人
钦佩。

河边离得近 ，去得也多 。 隔些日子
不去，心里就想。

你觉得河边美极了 ，同行的人却发
牢骚：“河边光秃秃的，哪有什么美景。 ”
这时你就指给她看 ，远眺西边 ，落霞与
孤鹜齐飞， 映照着高楼大厦的城市 ；东
望骊山 ，远古的故事 ，神仙也羡慕了当
今的生活。 你再说给她听，闭眼想想，未
来的高铁 、高速正渐变为现实 ，看不见
的信息网来回穿梭 ，于是 ，她不由得感
叹天地的广阔与河水的浩瀚 ，也吟出孔
子的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而

我想到，时光似水 ，人微如尘 ，烦恼便一
股脑儿随河水淹没 。 不经意间 ，我们都
在心底溢出只争朝夕的念头 ，升腾起战
天斗地其乐无穷的豪情。

今年雨水充沛 ， 许多地方多涝成
灾。 泾、渭河也一米两米的长高了，溢满
了 ，一尺一寸地吞没了桥墩 ，眼看离桥
梁仅距三、两米。 河水咆哮着 ，打着卷 ，
翻着水花 ，引得观看者如潮 。 好在河道
建设成就让人们毫不担心会发生昔日
的毁堤淹田灾害 。 观看着河水的壮观 ，
见证着大堤的永固 ，人们点赞着今日盛
世。 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经历什么，都
该去成为中流砥柱 ；面对两河馈赠的衣
食无忧的生活 ，正值中年的我们 ，有什
么理由止步不前不去努力？

月光缓缓地倾泻河面 ， 热闹的河
边，寂静的河边，有故事的河边 。 其实 ，
不论哪条河 ，河边都是村庄 ，是炊烟袅
袅的故乡 ， 河边的动人美景和美好未
来，都在永恒的时间和奋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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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到啦……走！ 到三阳买茶去。 ”
“买点茶叶还要去三阳”？
“三阳的茶叶好呀！ 无论是口感，汤

色，滋味儿，香味儿，那是别的地方没法
子比的！ ”

“今年我得约上老姐妹儿上三阳，
一赏春色，二买茶！ ”

“三阳的明前茶真是不一般呀！ 茶的
那种香气味儿， 入心入脾， 让人神爽气
清！ ”

……
三阳是秦巴大山深处的一个镇子 ，

地方不大，名气不小！
小镇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溪水潺潺，

高海拔，大落差，造就了三阳独特的山川
地理环境，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行走在
三阳的乡村小路上，置身于鸟语花香，诗
情画意中，由不得你不神思意往，浮想翩
翩……

蓝天白云下， 一幢幢青瓦翘檐马头
墙的徽派建筑民居， 错落有致的与绿波
荡漾的茶叶交织在一起，伴着燕翔蝶舞，
虫鸣鸟叫，三三两两的村民穿行其间，真
是一幅绝美的乡村田园画卷。

茶，是三阳的当家产业，是三阳人的
立业之本，更是三阳的特色，无论你到三
阳哪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田间地头，映入
眼帘的是一簇簇绿油油，青翠欲滴，像洋
溢着清新香味的茶叶， 你忍不住不俯下
身子去闻一闻茶叶的清香味儿， 摸上一
摸这活泼可爱的茶精灵儿 ， 心里说道 ：
“三阳人真了不起呀，种出了这么好的茶

叶。 ”
三阳的茶叶， 是三阳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是三阳人的骄傲！ 三阳茶很有层次
感，有牛角坝、梁家坝、天池的低山茶，兰
家垭、泗王庙、小富沟、湖河、尚家坝的川
道茶，还有蒿子坝的高山茶。 有位农民诗
人这样写道：“青山霭霭绿水长/白雾轻轻
云家乡/甘润怡神蒿坝茶/疑是陕南第一
香” ……诗人的情怀道出了蒿子坝茶叶
的丰富内涵和品味，看似“王婆卖瓜”，实
则“一品”难忘。

好茶的秘密 ， 不但是茶种得好 ，茶
“制”得好，还在于孕育它的土地。 蒿子坝
是一个高山盆地，四周青山环抱，流泉飞
瀑，溪流交织，气候温和，日照短，昼夜温
差大，空气湿润清新，土地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生长出来的茶叶富含氨基酸、茶氨
酸、儿茶素、茶多酚，凝集了特殊的茶叶
香味儿，生产出来的茶叶，甘润生津 ，口
感淳厚， 香味浓郁而悠长， 滋味纯正清
新，汤色淡雅，是“三阳茶”的代表，正是
这山野之地，种茶、制茶、爱茶的粗犷乡
民们给人们贡献了茶品、茶艺、茶道 、茶
文化、茶智慧、茶故事，让文人雅士、凡夫
俗子尽情地享受三阳茶人的精神奉献和
大自然的馈赠……

三阳人兴茶 、种茶 、爱茶 、采茶 、制
茶、饮茶，茶是三阳人生活的主题 ，三阳
茶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进门喝茶，出门看
茶，伸手采茶，茶赠亲友，茶，提升了三阳
人的精神境界和生活品位……春采芽
叶 ，夏耕耘 ，秋施肥水 ，冬剪枝 ，一年四

季，到处都是三阳茶人勤奋忙碌的身影，
他们为生产一粒粒好茶倾注了自己的心
血，浇灌了自己的汗水，缕缕茶香里凝聚
着三阳茶人的情怀和品位。

惊蛰过后，天气乍暖还寒，三阳人的
心已经躁动起来了，拉开了采茶、制茶的
序幕，进入了紧急状态！ 男劳力忙着在茶
园修排水沟，整治进入茶园的道路，清理
茶园杂物，女人料理家务，储粮备物 ，一
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晨曦初露，茶叶的微芽嫩蕊儿，还带
着晶莹的露珠珠，村姑乡嫂、老少爷们已
经提篮挎篓地进入了茶园， 让人最难以
想象的是曾经是扛锄头、 捏锄把的爷们
僵硬的手指头， 在这里也似乎变得柔软
了、纤细了，和姑娘大姐一样，灵巧起来，
有了磁性的感应，用不着细瞅慢看，只见
那手到之处，啪啪啪啪，茶芽儿轻歌曼舞
似的弹跳到篓里篮中……

三阳的茶人们在茶园里忙碌着 ，神
情专注到了忘我的境界， 争分夺秒地将
这些鲜嫩的茶芽儿变成红彤彤的票子 ，
买茶的，赏景的，看茶的，茶商，茶贩儿，
三五人一伙，七八人一群，穿行于田头地
尾， 行走在乡村的田园小路上， 远眺近
拍，忙得不亦乐乎。 时而用手机拍下三阳
茶人采茶的动人场景， 时而远眺三阳的
山水风光， 时而俯下身子嗅嗅茶叶清新
怡人的香气儿， 时而摘下几粒茶芽儿放
入口中细细咀嚼， 茶的清新香气滋味儿
让他们忘乎所以，如醉如痴。 有人则想亲
身体验一下采茶的感受和田园生活 ，在

茶园里和姑娘大姐们一起采茶， 可是那
娇柔鲜嫩的茶芽宝宝儿，极不配合，忙了
半天，他们手里也没几粒茶芽儿，不是掉
地上了，就是掐碎了茶芽儿，再不然连蔸
儿拔起，七长八短的，他们忙喊道：“这茶
芽儿是不是欺负咱城里人呀？ 太不给面
子了，看看这……”“种茶，采茶还真是个
功夫活儿呢，太不简单了！ ”茶芽宝宝极
不情愿的“看你笨的？ 还城里人呢”采茶
的辛苦与艰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茶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境界深邃，虽
然经过无数次的采摘， 它们仍然是生机
勃勃，绿意盎然。 茶与三阳的山水田园风
光相映生辉，茶，美了乡村，富了乡亲，三
阳的山水风光， 山川土地既滋养了三阳
的乡民，又滋生了“三阳茶”的品味与内
涵。 成就了“三阳茶”的传奇，传承了三阳
茶人的风采和故事。

三阳茶人们用工匠精神制茶， 匠心
独具，茶人们专心于茶，倾心倾力 ，杀青
的火候，揉捻的力度，提香的温度 ，做形
的手法，无不用心体悟，了然于胸 ，他们
倾情于茶，用心做茶，物我相融，把思想、
情感、智慧融入茶中，做出来的茶叶 ，茶
条紧实，芽叶蜷曲，峰毫显露。 色青翠而
嫩绿， 香味儿清新而芬芳， 口感甘润微
甜，观之有形，赏之有色，品之有味，闻之
怡人，当你捧一杯温热的“三阳茶 ”在手
时， 氤氲之气飘逸而来， 你顿觉神清气
爽，浑身轻松，兴奋得眼含热泪 ，喜极而
泣！ 内心深处真想为三阳的茶人们深深
地躹上一躬！

茶 乡 情 韵
□肖玉城

河 边
高 涛

那年远行
张朝林

我是一个讨厌过节的人，母亲节也不例外。
我在某一天的下午突然开始思考： 对于母亲节， 我的感受是什么

呢？ 手里握着方向盘，在郊区没有建好的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小
时，我终于想到了两个词———疼痛，愧疚。

我想到了当初妈妈跟我描述她生我的过程：几度晕厥，重度撕裂，
最后到我满月她都无法下地走路。 因为家里穷请不起医生和产婆，最后
就让撕的烂碎的伤口自己胡乱的皱巴着长在了一起……

想到我自己从手术室出来，宫缩两天，顺产失败转成剖宫产，老公
只看了一眼孩子就回平利去上班了。 接下来只能喝清水的三天，吊着伤
口被两个妈抬着在走廊走路的三天，为了给孩子喂奶，伤口破了都来不
及结痂又继续破的三天。 终于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老公来看我
了。 邻床一个比我晚一天手术的产妇忍受不了术后剧痛， 没日没夜的
哭，老公凑在我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那个女的好娇气啊，一直哭。

我已经过了两个母亲节，两年间，我从满心初为人母的骄傲，渐渐
转变为愧疚。都说三十而立，还有两年我就三十了，可是我立得住吗？答
案可能是否定的。 我无法一边上班一边将孩子带在身边，看着视频那边
不停给我做飞吻的金鱼，把自己的好吃地拿到手机前喂我的金鱼，跑到
手机后面找妈妈的金鱼，我又想笑又想哭。 每每想到自己将不足岁的孩
子独自丢在老家，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谁都知道，孩子最
需要的是陪伴，可是我没有做到，我愧疚。

我慢慢地意识到，愧疚也许还来自另一个人。 总是说，等我考上大
学，漫天的云就散了；等我找了工作，漫天的云就散了；等我结了婚，漫
天的云就散了。 可等到期待全都实现，妈妈要拿出她所有的积蓄，给我
凑首付为我买房。 在售楼部签合同那天， 妈妈刷完了卡里的最后一分
钱，笑着说：“哎呀……房子买了就安心了，后面我要想办法存点钱以后
好给你们装修用了。 ”我羞愧地在售楼部放声大哭。
都说养儿防老，爸爸妈妈已经老了，可我却依然事事依靠着他们，所谓
的报答无从谈起。

母亲节的早上妈妈在微信群里发消息， 开玩笑问我：“还不给我发
个红包啊？ 少发点就行了哦。 ”我回复她：“你不会算账的吗？ 给你的钱
你什么时候舍得用过，最后都存着还给我了，多的都还回来了。 ”妈妈
说：“那我也高兴。 ”

可能我这样的年纪原本就是很尴尬的年纪，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
起子女。 就连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很一般。

身为儿子的妈妈，妈妈的女儿，这样的节日里我不觉得有什么可以
骄傲或者值得庆祝的地方， 自己经历过的伤痛让我第一次明白了母亲
当年的伤痛，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依然没有担负起来。 而立而立，到底
还需要多少年才可以立得起来呢？

疼痛的母亲节
张 盼

南山春色 陈章波 作

夜晚，灯下潜读，正入佳境，便有女声自窗外传
来。时曰：“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
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时曰：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
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 ”时曰：“逝者如
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
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
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如此，
便知是楼上的女孩，在作业之后的诗文背诵。 此刻，
常常就合了书本，背倚靠背，闭了双目，伸了耳朵，随
女孩的吟诵，作音韵的附和，心海，便如雨后月出，澄
明得远了。 书声阵阵，与之配合的，便是此厢微微地
摇头，律动的按摩，于是女声扣耳，韵律叩心，声情叩
魂。扬眉瞬目间，恰逮月光穿过窗棂，投射入屋。桌前
的银光，便就有了杨树斑驳的影子。 书声流淌，那一
个个音调婉转的汉字音符，蹦蹦跳跳地，在月光里舞
蹈。 于是，美男子一般的汉字，个个都有了玉石的音
韵与色彩。

能读出声音的文字，便是好文字。能吟诵好文字
的孩子， 便都是文字的孩子。 好孩子在寻找着好文
字，好文字在等待着好孩子。 他们相遇了，便产生了
爱。 爱上朗读，是一个人人生的幸运。 它是把千古先
贤智慧的清流，在禾苗拔节的时候，引灌进自己饥渴
的心田。 半窗月下，那吟吟哦哦的音符，正是叮咚作
响的山泉；那换气间的休止，正是悄然润物的无声。
人类文明的血脉，在这种汩汩涌流中，悄悄得以传承。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 读书求学不宜懒，天地日月比人
忙。 ”“秋读书，玉露凉，钻科研，学文章。 晨钟暮鼓催人急，燕去雁来促我
忙。 ”人生历四季，四季好读书。 苦读可以疗饥，吟诵可以怡情。 一个人魂
灵的塑造和人格的成型，靠的是祖先文化的浇灌。 血统传承的密码，隐藏
在源远流长的民族文明的河流中。

后来，果然，楼上的女孩考上大学走了，对面楼下的书房内，又有一男
孩夜晚吟诵的声音传来。 男孩后来也考上大学了，又有另一男孩，从乡下
借读入城。他的书房，也开始传出诗文的吟诵声。吟诵声中走出的学子，先
后把吟诵之声带到了京城，后又带到了英伦三岛，带到了唐人街。

春去秋来，星移斗转，院子里静夜下的朗读，叮叮有韵，从不停息。 伴
着进窗的月光，驾着穿户的轻风，吟诵的书声从远古走来，听有平平仄仄
的脚步，闻有抑抑扬扬跫音。细辨竹肉相谐，久味人籁相依。书声时或宛转
缠绵，时或慷慨激昂，时或银瓶乍破，时或铁骑突出。 似涧间跌水，嗡嗡成
瀑，又类竹下清泉，簌簌有声。斗转星移，女孩的嗓音有了坚韧；秋去冬来，
男孩的嗓音有了柔美。 具有温度的读书声，在月光下张开翅膀，一波波荡
远。

这些年，周围学校的健全和扩大，我的小区无意中成了学区房。 一些
老住户开始搬了出去，出租房屋收高租金，用租金另处租房还大有结余。
如此房东赚了差价，又腾出了学区房，于租求两者，彼此两便兼双方共赢。
有人劝我也出租房屋，另搬他处赚差价，我不舍。我不舍这满院的月光，不
舍月光下学子吟诵诗文的声音。此声可润耳，此声可滋心，此声可慰躁，此
声可安魂。

蔷薇成墙，无风自舞，图书盈架，气息满屋。 好文字疏影花枝，若有暗
香。 好书所带来的乐趣，让人欲罢难止。 然而，学子求学期间，难得有自己
的书房。纵使有，也难到图书盈架的程度。但是，这不影响他们十年数十年
以后，也能够坐拥书城，南面称王。这一本本未来上架的书，正会来自这一
篇篇的少年朗读。 《诗经》《楚辞》《归去来辞》
《醉翁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春日宴桃李
园序》……正是靠着当年朗读的索引导航，他
们将无师自通地营造起了自己精神的祠堂。
这种祠堂“朝拜”的诵经声，将会代代相传。

书声半窗月，花影一帘风。
学子们夜晚的诵读声，美如诵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