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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李茂询先生的鸿篇巨
著 《西域英雄传》 不由感触良
多。

先生青年时代钟情文学 ,
感时伤事， 将那个特殊年代自
己的困惑与不解诉诸文字 ，此
后搁笔 16 年。 一个热爱文学并
具天赋的人痛失所爱教了多年
数学。

欣逢清明盛世 , 先生已逾
不惑之年，但文学梦并未消弭，
老骥伏枥， 重拾旧好 , 精神勃
发，笔耕不辍。 从 1982 年起，他
陆续有髙质量大数量的小说 、
散文、报告文学和曲艺、民间故
事等文学作品在中省市报刊发
表 , 如一缕清风吹拂文坛 ，赢
得读者的广泛喜爱与好评。 先
生在仕途正顺之时， 清醒认识
到此非己长， 毅然离开政坛钻
进书斋， 在文学的海洋尽情畅
游。

先生做人为文都有近似苛
刻的要求。 做人认真、严谨，一
丝不苟。为文厚积薄发、精益求
精。 在出书成风，泥沙俱下中，
不急不躁， 一门心思地精雕细
琢。 2018 年，先生 75 岁时才出
版首部散文集《瞬时玄灵》。 作
品一以贯之的语言精练优美 、
清新明丽，情感细腻丰沛、真挚
感人， 意境深邃高远、 耐人回
味，是赏心悦目、养性怡情的难
得美文。 曾被《人民日报》刊发
的散文 《细雨霏霏稻草街》，用
诗一般的语言， 描绘了一幅细
雨斜风、空山朦胧、淡烟疏柳、
温馨幽远的陕南乡村山水画 。
读之 ,使人有身临其境、愉悦舒
心、乐而忘返的美妙精神享受，
是文坛艺苑不可多得的一朵绚
丽的奇葩。

先生晚年，家庭出现变故，使先生忧心如
焚、疲累交加，但仍矢志不渝，愈挫愈勇，先后
有散文集《水润花开》、短篇小说集《拈花入尘》
问世。 特别是在近耄耋之年，将巨大的悲痛深
埋心底，以杜鹃啼血的悲壮，以每日笔耕 10 小
时 3000 字的速度， 进行 150 万字长篇历史小
说《西域英雄传》的创作。这部酝酿 30 年、写作
3 年的巨著， 终于在他年满八十高龄的 2023
年 3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先生这
种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为文学而徇道的献身
精神令人感慨唏嘘。

《西域英雄传》 以张骞使节团第一次出使
西域为主线， 全景式地展示张骞及英雄群体
13 年中 ,历经艰难险阻 ,以旷古绝今的惊人意
志和毅力 ,完成了“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
路的光辉使命。 讴歌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敢
于牺牲、勇于开拓的爱国主义情怀 ,以及海纳
百川的和平外交理念。

先生为了完成《西域英雄传》这部作品，构
思时就“决定写出一部不同于文学名著 ,也不
同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
样式。 以一种全新又具有传统的民族文化形
态,呈现给广大读者。 所定的基调,必须集人民

性、文学性、史诗性、民族性、艺
术性于一体。 ” 为此，先生遵照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创作
原则， 对重大历史事件必须有
据可考， 也兼釆用传播久远的
民间故事。 先后查阅考证了大
量资料， 从当时大的政治、经
济、军事活动，到武术兵器、民
族服饰、习俗礼仪、地理、气象
等知识无不涉猎。 对人物中上
至皇帝、单于、文臣、武将，下至
五行八作百姓 300 多人物性
格、生平、事迹，都精心构思，谙
熟于心。真正写作三年里，基本
一气呵成，鲜有大的变动。写作
时先生闭门谢客、足不出户，常
常顾不得吃饭、休息，以致肝病
复发，疼痛难忍。但先生硬是咬
紧牙关，强撑病体，以惊人的毅
力完成这部皇皇历史巨著。 与
大英雄张骞“凿空”西域相比，
李茂询先生何尝不是在“凿空”
历史文学之旅呢？

作品叙述上 , 文字简洁明
快、鲜活流畅，场景表现宏大壮
阔、气势如虹，人物刻画精准细
腻、惟妙惟肖，情节设计云谲波
诡、引人入胜，内容丰厚充盈、
耐人回味, 对各种细节的描写,
更是细致入微，生灵活现，给人
以置身其中、 触手可及的现场
感。 这部书以张骞、堂邑父、秦
自乐、 由天际等为代表的大汉
使节团历经千山万水、 克服重
重困难出使西域各国、 打通丝
绸之路、 传播中华文化的英雄
壮举进行了全方位、 立体式地
集中展示。 堪称一部以独特的
视角， 书写传统民族文化形态
的波澜壮阔、 荡气回肠的英雄
史诗。 陕西人民出版社认为，

“这部小说精雕细刻,文学价值巨大。 其恢宏博
大的故事结构、生动鲜活的人物塑造、波澜起
伏的情节设置、场景还原式的细节描写、典雅
优美的文学语言、间以辞采华茂的诗文篇章和
热情奔放的西域民歌,使整部小说文采斐然,回
味悠长。 相信本书出版之后,定能得到广大读
者的认可和喜爱,为陕西乃至中国文学增光添
彩! ”

先生潜心向学，志趣高雅，书画音律，广有
涉猎，尤其对篆、隶、行、楷、草悉心研究，颇有
心得，对甲骨文、金文的演进也有独到认识。他
的书法风格峻拔，古朴厚重，气韵翩然，曾屡获
全国奖项。 后因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此道暂
时搁置。

先生穷首皓经、锲而不舍的勤奋、刻苦精
神和甘于寂寞、节操自守的高贵品质，堪称德
艺双馨、人中翅楚，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是我辈
学习的榜样永远的楷模！

我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后辈晚生，无力也
无胆对先生及先生的作品品头论足。只是怀敬
畏与感恩之心，将先生大作拜读后的粗浅认识
汇报如是，可谓班门弄斧，挂一漏万，权当抛砖
引玉。 欲见真经，谨请大家翻开先生著作一睹
为快。

晨曦，在鸽子“咕咕”的叫声中点亮。
起初的大坡梁一片淡红， 薄薄的晨雾缭

绕，接着，变成绯红、变成深红、变成亮红，亮得
耀眼。一轮红日攀上大坡梁，刹那间，一束束红
光扑过来，我也被照耀得通红。

鸽子白平和银翅飞上屋顶，踏着屋顶的晨
曦，白平围着银翅叫，银翅不理睬。 接着，银翅
展翅而起，白平也闪翅腾空，紧追银翅。它们在
庄园上空盘旋几圈， 朝太阳升起的大坡梁飞
去。 那是一岭一岭的山梁，是草籽和虫子的家
园。

总在担心白平和银翅，会不会遇上了凶猛
的鹞子？ 它们在草丛里找食物，会不会遇上野
猫？ 它们会不会迷失回家的方向？ 会不会逃到
有鸽群的人家去？

总算熬到了放早饭放学， 我匆匆往回跑，
远远地看到白平和银翅卧在屋脊上晒太阳，悬
着的一颗心落下来。

“大哥，快看呀！白平上到银翅的背上了！”
二弟跑进屋里摇醒午睡的我。

屋脊上，银翅淡定地卧着。 白平低着头咕
咕咕直叫，不停地用头轻轻撞向银翅，银翅轻
轻地点点头，白平跳上银翅的身上，洁白的尾
巴不停地闪动。良久，白平跳下来，卧在银翅的
身边，轻轻地给银翅梳理羽毛。 银翅只管用嘴
啄自己嗉子上的羽毛。 不一会，白平又重复同
样的事情。

母亲看着我俩痴痴地望着它们干那样的
事情就嚷嚷了：“看啥哩看！还不害羞？”我俩逃
到了杏树下。

一次， 白平和银翅飞出去多半天没回来，
可急坏了我，满世界找它们：大坡梁找过。阴沟
坡找过。喜群家找过。最后，在唐家表叔家的屋
顶找到了它俩。 它俩混在表叔的那群鸽子里，
奥，这是白平第一次背叛我，领着“新娘子”偷
偷熬娘家了，可气可恨可笑。 气的是它们忘恩
负义，恨的是枉费我的心机，笑的是白平没忘
初心。

它俩在鸽群中转悠，相安无事。可是，我不
停地喊白平、银翅。它俩无动于衷，把我当成了
陌生人。 哎，没良心的东西，让我伤心透了。

白平和银翅，开始衔鸡毛、稻草入鸽子窝
了。母亲说，白平要当“爸爸”了，喜得弟妹们逢
人便说：“我家银翅有喜啦！ ”

好几天，不见银翅出窝，只是偶尔从窝里
飞下来，找吃的。 母亲特意给银翅撒一把麦子
吃，吃完喝毕，它又飞进窝里，一蹲又是半天。

白平也很少朝大坡梁飞去， 屋脊上转悠一阵
子，又飞到鸽子窝顶。 母亲说，这是银翅在下
蛋，下完两枚后，可以换着孵蛋了。

一次，银翅飞向大坡梁找食去了，我搭上
梯子，爬上鸽子窝门，看见白平在孵蛋，一对红
红的眼睛盯着我，看不清几枚蛋，我用手拨开
白平，遭白平狠狠几啄，手背留下几个血点，吓
得我赶快缩下来。

一天，从鸽子窝落下来捣碎的蛋壳，蛋壳
里面还有湿漉漉的血丝。

第二天，鸽子窝里传来唧唧的叫声，白平
和银翅更加勤奋了，一会飞出去，一会飞回来，
它们在给小宝宝打食，每当白平或者银翅飞进
窝里，唧唧的声音更大了，不一会又平静下来。

趁白平和银翅双方飞出去的时候，我摸上
去，看看小鸽子，黄黄的嘴，黄黄的绒毛，鼓鼓
的肚子，两只嫩红的翅膀嫩，弯弯曲曲的血管
都能看见，屁股上竖起一个肉桩，我用手轻轻
碰它们，它们轻轻啄我，可爱的小宝宝。

银翅飞进屋里， 看见我趴在鸽子窝边，一
边在屋子里乱飞，一边咕咕乱叫，好几次朝我
的头上俯冲下来， 一泡鸽子屎落在我的头上。
它是担心我伤害它的小宝宝，和我拼命了。 我
急忙溜了下来。它飞进鸽子窝，喂饱小鸽子，堵
在门口不停打量我。哎，银翅，你们都是我的宝
贝。

两只小鸽子的羽毛越来越丰满了，洁白的
羽毛点缀着少许的黑毛，个头大的，是个花头，
两只翅膀上各有三根黑毛， 尾巴也有四根黑
毛，俨然是一只虎头鸽子，给它起名“虎头”。个
头小的只有嗉子有几撮黑毛，给它起名“花脖
子”。 它们都想挤在门口闪翅。

一天，白平、银翅领着两个小鸽子飞上了
屋顶，好奇的小鸽子，偏着头，看看屋后苍翠的
竹林，看看门前高大的杏树 ，望望远处的大
坡梁 ，闪动着翅膀 。 一群麻雀从竹林里落
到屋顶 ，在鸽子周围叽叽喳喳乱叫 。 银翅
起飞了 ，个头大的雏鸽跟着银翅飞起来了。
个头小的雏鸽，闪动好几次翅膀，就是飞不起
来。 白平啄它，它又展翅，依然飞不起来。 再次
啄它，它又闪翅，依然飞不起来。 这时，银翅领
着虎头雏鸽绕庄园飞了几圈之后， 落下来，银
翅围在个头小的雏鸽咕咕叫。这是在埋怨还是
鼓励？

一个红霞满天的早上，白平、银翅领着两
只乳鸽起飞了，绕着庄园，一圈、两圈、三圈，之
后朝着有云彩的大坡梁飞去。

“低低门前两桑树，忆君别时桑下去。
桑树生叶青复青，知君颜色还如故。 ”
这是明代诗人王祎吟诵桑树之诗。 桑树是

国际公认的“东方神木”，其树叶是《本草纲目》
中的“茗神仙叶”，已被国家卫生部确定为“药食
两用”的功能性食品。

桑为桑科桑属落叶乔木，其叶、果、枝、根皮
均可入药；叶还可饲蚕，木材可制器具，是经济
价值很高的树种。 桑的嫩芽含有黄酮化合物、香
豆素、氨基酸、生物碱和芳香油等，经炒制后是
一种很好的保健饮料；每年春天采摘桑树嫩芽，
先在竹匾内摊放，使其轻度萎凋，然后采用绿茶
的加工方法 ，如果翻炒杀青 ，再揉捻 、解块 、烘
干， 即成桑芽茶。 桑芽茶同样具有绿茶般的清
香，滋味爽口，对感冒、头痛发热、咳嗽都有明显
疗效。

桑叶可以入药，嫩芽经炒制后可当茶饮用，
是一味良好的保健饮料。 桑芽茶的香味与明前
绿茶难分高低，同样具有滋味爽口，回味甘醇，
汤色嫩绿明亮，饮后满口留香的特点。 它含有黄
酮化合物、香豆素、氨基酸、生物碱和芳香油等

成分，对感冒、头痛发热、咳嗽有明显的疗效。 人
们饮用桑菊感冒片可治疗， 主要成分是桑叶和
白菊花。

对于茶叶生产者来说， 桑芽茶制法比较简
单，春天采摘初萌发的桑芽后，在室内竹帘或竹
匾内摊放几小时，使它轻度萎凋失水 ，再放在
饭 锅 内 翻 炒 杀 青 （ 它 与 做 绿 茶 的 杀 青 雷
同 ），随后适当进行手工揉捻 、解块 、烘干 ，
即成为桑芽茶。 如采用制茶机械，则与制烘青绿
茶的方法一样。

桑树浑身都是宝。 目前在陕西境内，桑芽茶
属于安康市石泉、 汉阴两县最优， 形成了产业
化，药用代饮茶在市场上有了批量和品牌，并有
了“知名度”。 关中一带也有桑树种植生产，则是
以养蚕为主。

“鎏金铜蚕”惊现石泉，“丝绸之路”蚕桑古
镇。 2022 年 6 月 17 日，为了弘扬桑茶文化，打造
企业品牌， 石泉县一茶企邀请笔者前去为消费
者讲解桑与茶关系，当时有人会问：桑叶茶的功
效作用是什么?

根据自己多年调查研究，结合中医茶养生，

实践认为它具有凉血止血、清肺润燥、平肝明目
等效果。 因为桑叶茶性寒，对于血热妄行导致的
吐血、咳血、尿血、便血、鼻衄、齿衄、舌红苔黄、
发热口渴、 烦热烦躁等病症就有一定的调理效
果。 桑叶茶还能够清肺润燥，适合肺热咳嗽的患
者饮用。 此外，桑叶茶归肝经，具有平肝明目的
作用，能够调理肝阳上亢，症见目赤肿痛、眼目
昏花、头晕目眩等症状。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适宜人群属于血热妄行
者、肺热咳嗽者、肝阳上亢者。 但也有禁忌人群，
如外感风寒者、脾胃虚寒者不可用。 而且不宜同
食， 尤其是桑叶茶不宜与含金属离子的西药同
服，比如氢氧化铝制剂、亚铁制剂等，以免形成
难以消化的络合物，增加肠胃负担。

生活中最为简便的方法是泡茶法， 取适量
桑叶，清洗干净后切成碎片，放入杯中，加入适
量的开水，泡十分钟左右即可饮用。 若患有以上
病情者，长期饮用，大有益处。 这正如宋代徐照
诗中写道：

“中妇扫蚕蚁，挈篮桑树间。 小姑摘新茶，日
斜下前山。 ”

我一直很虔诚地笃信缘份之说。
我们常常站在缘的路口，似乎不经意间就与

一份缘份邂逅。 有时候，这一份缘就是一世缘。
我打小就喜欢阅读。 大概从四年级开始，就

陆陆续续地阅读了 《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红楼梦》等长篇小说。 因此，我的语文成
绩向来不错。 第一次萌生写作的念头，好像源于
一次高中数学课。 我天生对学习数学错误地排
斥，尽管老师在讲台上讲授得十分卖力，我却一
直躲在课桌下偷看小说。 数学老师当然不干，让
我站起来听课。 我当时也来了性子，和老师较上
了劲对着干，弄得老师很没有面子。 那时我就暗
下决心：将来一定当个作家给你瞧瞧。

1981 年， 我以安康县流水中学总分第一的
成绩阴差阳错地被师范学校录取， 并莫名其妙
地担任了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和校广播室播音
员。 期间写过一篇散文，被《汉江文艺》刊载，挣
了 5 元稿费，高兴得心花怒放，添了 3 元邀学友
一起美美地下了一回馆子， 好像吃了两笼小笼
包，还喝了酒。 1983 年毕业前夕，经拟定分配到
一家新闻单位工作的袁泽强先生推荐， 我本来
也有一次去新闻单位工作的机会， 可是后来该
单位来人考察时可能没有看上， 挑选了另一名

优秀的同学。 受此打击，我找到郝永正校长要求
去最边远的镇坪县工作。 郝校长认为我喜欢写
作，就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承诺联系时任镇坪县
教育局局长的老同学分配我到县文化馆工作。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1983 年的一场特大洪水洗
劫安康，导致郝校长未能与老同学取得联系，我
到镇坪报到之后直接被分配到城关小学任教。

当时，镇坪的交通条件十分落后，每天往返
镇坪安康的班车只有一班， 天不亮就始发，210
公里的路程却要行驶十几个小时。 因为几乎全
部是土渣路，所以班车到达终点时，我们往往都
变成了一个个“灰人”。 镇坪的街道也是土路，大
部分职工都养猪，街道上随处可见生猪游荡，到
处是猪屎街。 每年枯水季节，电灯基本成了“摆
设”。我闲暇的时间除了看书，就是写作。挎一个
包，置一个本、一支笔，躲在没有人的小溪旁，天
马行空，创作小说。 1985 年春，我在镇坪创作的
第一篇散文《镇坪三题———山·水·人》，首次在
《安康日报》“香溪”版面发表，像一颗文学卫星
发射，在当地引起了极大轰动，县里几家单位都
跑去教育局要人， 我一夜之间成了镇坪县里的
“香饽饽”。 局长也“惜才”，干脆谁都不得罪：这
人我们教育局自己用。 于是，那年暑假我就被借

调到了教育局从事编撰“文教体志”工作。
从那时起， 我一下觉得自己就是块搞写作

的“料”。 创作激情格外高涨，每天笔耕不辍。 先
后在《安康日报》等报刊发表“豆腐块”散文、诗
歌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近百篇， 身边爱好文
学的文友也越聚越多。1986 年，因为受举国文学
创作热潮影响，我们组织发起创立了“南江河”
文学社，并创办了油印社刊《南江河》。 后来我调
县文化馆工作之后，又继续编辑刊印《南江河》，
使这本散发着油墨馨香的地方小刊， 不断续写
着镇坪爱好文学处子的文学梦。

再后来我转行做了行政工作，《南江河》也
随之“夭折”。 但我一直坚信，“南江河”始终种在
我们的心里，流淌在我的心怀。 世间轮回，2012
年， 组织上安排我到刚刚成立的县文联担任党
组书记，这一下我又得以“量才适用”。 经过努
力，《南江河》又得以复刊，《南江河》重获新生。
2022 年底，我年满退休，但新生的《南江河》却如
一面熠熠生辉的文学大旗， 召唤一批批文学青
年继续抒发着他们的“南江河”情缘。

一段情， 一世缘。 我依然固执地成为一名
《南江河》忠实撰稿人，这便是一位异乡游子的
“南江河”情缘。

我是个简朴的人， 简单的头脑， 简单的心
胸，简单的语言，简朴的生活。 渴了就喝水，困了
就睡觉，快乐就欢笑，伤心就流泪，孤单就看书，
很少有妄想，很少有抱负，因为简朴，所以轻松，
因为轻松，所以快乐。 不因攀比而困惑，不应贪
婪而费神，不求一生荣华富贵，只求保持一颗简
单的心。

书云：“大道至简，繁在人心”，抛开世俗的
烦恼，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拨开浮华的烟云，撩
开生活的面纱，品味五味人生，笑看花开花落。
人生活在这世上，欲望越多，负累也就越多。 理
想越多，顾虑越多，想要的越多，烦恼就会越多。

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生活与工作压力大，
身累心累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新常态。 倘若
你能顺其自然，放下名利抛开心中杂念，每天留
点时间读读书，品品清茶，自由自在地过简朴的
生活，才是有远见的生活方式。

俗话说：“生活———就是生下来， 活下去”。
其实，生活原本是一杯白开水，可有人总要给他

加上饮料，加上咖啡，加上糖。 人，真正需要的东
西并不多，古人云：“家有黄金万两，不过一日三
餐；家有良田千顷，不过夜眠七尺”。 简朴的衣食
住行，被人们不断包装，修饰加码，人的欲望也
跟着膨胀。 家里没用的东西越堆越多，复杂的关
系，压得人心疲惫，喧闹的城市，繁杂的人群，钩
心斗角，尔虞讹诈，让人伤痕累累。

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太多，简单的生活越
过越复杂。 我记得有人统计过：一部高档手机，
70%的功能是没用的； 一款高档小车，70%的设
置是多余的； 一栋豪宅，70%的面积是不常用的
……可是，人们永远在为多余的 70%奔波忙碌，
而人们需要的却仅仅是那不多的 30%。 因为生
活带上了太多华丽的枷锁，我们才会被负重，心
灵得不到释放。 所谓“简朴生活”，并非物质上的
匮乏和精神上的贫瘠，而是删繁就简三秋树，取
其精华的生活方式。 简朴而不是简陋，我们无须
感叹人生， 无须哀怨命运， 扎实地走好自己的
路，执一颗平常心，简简单单过日子。

人这辈子，有人羡慕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
妒你，有人看不起你，没关系。生活就是这样，你所
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不要为了讨好别
人，而丢失自己的本性。 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看
法；一样的耳朵，不一样的听法；一样的嘴巴，不一
样的说法；一样的人心，不一样的想法；一样的钱，
不一样的花法；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活法。

总之，心灵简朴，世界就简朴。 万千繁花落
尽，唯简朴最好，尝尽人间百味，唯简朴最美。 简
朴， 就是减损内心的欲望， 从繁杂的思绪中解
脱，秋云消散，两眼通透，内心丰盈，烦恼尽除。
虽然我没能力打造好自己的人生，但 70 多年的
岁月， 让我悟出了生活的真谛———生活越简朴
欲望越少生活质量越好。

人生暮年，老骥伏枥。 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
所说：“无忧何必去饮酒， 清静常品紫阳茶”，以
一颗简朴的心，面对世事，不再负累地活着，过
简朴的生活，做个简朴的人，努力做一位对社会
有益的简朴之人，做一位正能量的简朴之人。

若是心灵敞开的人，喜欢写作的人，就爱用
阅读打开春天。

我习惯随手一本书， 放在枕边， 晚上睡觉
前，读一读不计时间，想睡了就把书放下；到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若是还早，就拿起来再看看。
当然这里说的“书”，是书籍，也可以是杂志或是
报纸。

俗话说， 一日之计在于晨， 晨读对活动大
脑，唤醒梦想，打开思维，释放潜能，激发活力很
有作用，还会开启一天的快乐心情。 俗话还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 早读的时光， 就好比春光阅
读，感悟到美好的时光，萌动一季又一季的愉悦
心境。

春天春意春盎然，春风春声春清闲。 双休日
我爱趁锻炼之际，走出家门，走出小城；到田野
去走走，到河边去转转。 若是步履走到位了，就
依偎在一棵大树上，或端坐在河坎边，拿出随身
携带的一本书，一边歇息一边阅读，那是很惬意

的一件事。 这时，有清风翻动书页，有花香飘溢
书芳，有阳光点数书行，有鸟语朗读书文，还有
故事曼妙书魂，思维就产生无穷的遐想。

晚饭后漫步河滨路， 路灯桥灯灯火通明，然
后轻松兴致地回到家里，便又是一个读书的景象。
我的习惯是爱阅读散文小说，妻子爱看舞蹈和服
装杂志，儿子一般喜欢电子报刊或时事参考，孙孙
们当然爱看儿童读物，更喜欢缠着我给他们读童
话故事。家里这会儿，电视不开，手机放下，电脑关
闭，气氛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很相似。我们一家
人就这样，温馨而美好地阅读春天。

有人说阅读不一定要看书， 看手机文章也
一样。 我的看法决然不同， 我感觉读书是快乐
的，同样也是有力量的。 认真读书，可以读得春
暖花开，读得心花怒放，可以让烦躁的心情变得
安宁平和；仔细读书，可以读得性格开朗，读得
心胸敞亮，可以让迷茫的心思找到明确的方向。
思考着读书，自己的感悟就会“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辨析着读书，自身的力量就会“晓看
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因为就像读者熟知苏轼
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
传留别》）诗句意思一样，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
裹着粗衣劣布， 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
人。 不管是谁，只要多读书，读好书，真读书，知
识自然会增长，视野自然会开阔，思维自然更敏
捷，方向自然更正确，步履自然更给力。

家有书香，门第兴旺；人有书香，自然光亮。
沏一杯绿茶，捧一本爱书，让时间的思维，在书
海里自由巡航， 自然会体验到 “读书不觉已春
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渐渐我们的心灵，就会潜
润在浓厚书香里；不经意我们的思魂，就会憧憬
在灿烂春花中。

想说最幸福的事：文开心扉一盏灯，阅读打
开春天门。

读书 时光

文史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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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育女”
张朝林

游子的南江河情缘
□ 熊寿安

阅读打开春天门
□ 陈绪伟

崇尚简朴的生活
□ 王朝和

桑芽茶
□ 韩星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