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06 文化周末２０23 年 9 月 1 日 责任编辑 梁真鹏 组版 张玲

枕边书

省作协会
员 、 省文艺评
协会员 、 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叶松铖
散 文 诗 诗 集
《时 间 的 露 水
打湿了叶子 》，
近日由陕西新
华传媒集团太
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

散文诗集
《时 间 的 露 水
打湿了叶子 》，
共甄选散文诗
130 余章，是作

者 2014 年至 2022 年创作的作品， 约 8 万余
字，先后见诸《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世界》
《人民日报》（海外版）、《安康日报》等报刊，全
书共分五辑：世俗哲学、故乡秀色、思念之痛、
光阴记录、历史况味。文集所收录的诗章思想
纯正，立意新颖，语言清新、雅致，深刻而真挚
地反映了作者对故乡人事、物事的认知态度：
善和美是作者歌咏的主题，也是挖掘的核心。
整部文集分类相对合理， 所选录的篇章，独
立、完整，内容和形式相互倚重，是一部可读
性很强的散文诗作品。

叶松铖的散文诗曾入选《2015 年中国散
文诗精选》《2016 年中国年度散文诗》等。 著
有散文随笔集《墨韵》、文学批评集《拨亮精神
的烛光》《捡拾岁月的珠玑———文学漫笔》、地
方戏曲文化研究专著《紫阳民歌剧》，主编《嫁
嫂———紫阳民歌剧荟萃》等。

（梁真鹏）

永不褪色
的优雅 ， 最贤
的妻 ， 最才的
女。 她睿智百
年，从容一生，
优雅一世。

她是永远
的 精 神 贵 族 ，
女 子 的 典 范 。
生 命 如 此 脆
弱， 竟来不及
好好道别。

一切本就
早 有 定 数 ，她
永 远 地 睡 着
了 ， 享年 105
岁。 不慌不忙

地走向下一个出口， 奔赴有丈夫和女儿在的
新家，继续他们的快乐。杨绛先生生前留有遗
言， 火化后再发讣告， 她不希望自己成为新
闻，不愿被喧嚣叨扰，她一生如此，死后亦然。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她如是
说。 杨绛先生，走好。 爱她的人如是说。

作者用最温暖的口吻叙述了杨绛先生的
百年人生，不被繁杂遮蔽双眼，不被俗尘蒙住
心智，不受外物牵绊，睿智、从容的一生。淡泊
名利，宁静致远，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杨绛
就是“隐市”的智者，在自己的桃花源中自娱
自乐。

有时候优雅不是画在脸上的妆容， 不是
穿在身上的名贵，而是由内向外流露的淡定，
宠辱不惊，风过无痕，经岁月沉淀而成的气度
芳华。 我一直觉得努力的人生是可以拿来标
榜的，读完杨绛先生才明白，努力、勤奋是可
以融入一个人血液里的精神。 与其在他人的
目光中诚惶诚恐， 不如放宽心大步流星地走
好自己的路。

（刘永涛）

“唱支山
歌 给 党 听 ， 我
把 党 来 比 母
亲 ； 母亲只生
了 我 的 身 ， 党
的 光 辉 照 我
心。 ”看到这几
句歌词 ， 很多
人的脑海里立
刻会回荡起熟
悉的旋律 。 几
十年来 ， 这首
歌激荡过几代
人 的 心 扉 ， 唱
遍了祖国大江
南北 、 长城内

外。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的词作者蕉
萍（真名姚筱舟）却是陕西铜川煤矿的一名职
工，虽然他于 2019 年与世长辞，然而这首歌
却成为经典。 陕西著名作家和谷先生以蕉萍
的生平事迹写就长篇报告文学 《寻找雷锋的
蕉萍》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寻找雷锋的蕉萍》是作家和谷长达半个
多世纪的一次艰难的寻找。 一位普通的战士
雷锋，从一本《新民歌三百首》的诗集中读到
了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摘抄在日
记中。 在毛泽东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时代热潮中， 被朱践耳作曲、 才旦卓玛演
唱，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为流传，响彻
全国，至今长久不衰。这部作品真实反映这首
经典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 深刻记述了主人
公平凡而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百年中国诗歌
发展史的视角，诠释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爱
党爱国的情感共鸣和时代心声。

（王莉）

《杨绛传》

《寻找雷锋的蕉萍》

《时间的露水打湿了叶子》

旬阳籍著名诗人姜华近 12 万字的第八部诗
集《在人间》正式出版发行。 现在，摆放在我面前
的这部精心编辑出版的散文诗集，正散发出书墨
的清香，纵横着诗意人生。

我和姜华曾经在共青团岗位上奋战过多
年，属于老同事，他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十分
敬佩。 之前我拜读过他的诗集 《生命密码》和
《右臂上的胎记》。 这次再读他的最新力作《在
人间》，确实读出了“真情实感、浪漫臆想、节奏
跳跃、凝练生动、多味生活”的内在品位，拟人
的人生警句，精妙的修辞手法，新颖的意象物
象，温润的人间真情，低调的生命关照，辽阔的
普世情怀，让人如饮甘醇，过目难忘。

《在人间》把诗人浸润在自己的人生中。 姜
华是农民的孩子，他出生在旬阳老城一个叫茶
园的地方。 他把“贫民烙印，深深地刻在自己身
上”。 亲情是他诗中表达的重要元素。 他深情地
写母亲“在漫长而苦难的乡村，透支着简单而
充实的田园光阴。 ”写父亲“讲关云长败走麦城
的忧伤……脸颊的泪光。 ”写妻子“当年面若桃
花的少女，走在街上，曾被多少阳光追赶。 ”写
儿子 “一个戴着耳麦， 行走在小城的通俗歌
手。 ”但他更多的还是写自己。 他面对月亮诉
说：“一个从小离娘的孩子，揣着孤独和微弱的
烛光上路。 如今，我头上，已拥有月光一样的风
霜。 ”“几十年来，我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躺
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 仿佛已看见天边的佛
光。 可是，面前出现了又一道悬崖。 ”“人过中
年，我没有什么奢望，一顿饱饭，一杯热茶，一
声呼唤，然后再有一小块土地，恰好安放我”，

退休之年，反思“我弯曲的一生，也有苦难的罪
过，需要忏悔”，在天桥上，“我有上升时的昏眩，
更有下降时的恐惧”。 纪伯伦说，“人的种种情
感在诗中以极其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仿佛可
以用手指将它们拈起来似的。 ”这些皆从姜华
的诗歌中得到了完美呈现。

《在人间》把诗人浸润在美好的大自然中。 从
姜华的诗中，能管窥到其博大的胸怀，他写到了
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写到了锦绣中华纵横八万
里。 他在秦川辞中写道：“潼关像一把锁，串上黄
河链条，扼住秦川咽喉，阻挡北方的雪，南方的
雨。 ”他赞美巴山，“东南风起的时候，雨染绿秦
岭，西北风来的季节，雪涂白巴山。 ”他欣赏汉
江，“流淌着一个民族的血脉……汉江的梦在远
方。 ”他惊叹甘南，“眼前铺天盖地的黄，美得让
人绝望。”他巧妙地借景抒怀，探问秦岭，“如今，
秦人的战车、兵马和狼烟，仍在日夜嘶鸣，他们
还要征服谁？ ”他质问太白山，“拔仙台上疾走
的风， 追赶着游人奔跑， 一条古道隐身跑马梁
中，它要把我们引向哪里？ ”他追问黄河，“面对着
苍茫之水，怎样才能把自己引渡？ ”他问上海外
滩，“潮汐过后， 淹死的都是泥沙”。 他问家乡古
槐，“经年站在村口，她在守望什么？ ”他问夜色，
“即使再深的夜色，也无法遮掩一个人的良知” 。
他问苍生，“生命都想开花，还有谁不想开花？ ”英
国诗人塞·约翰逊说，“诗歌的灵魂在于创新”。 在
姜华的文字中，处处闪烁着创造的火花和灵感的
神来之笔，令人惊叹、震撼。

《在人间》把诗人浸润在自己的故土中。 姜
华深爱故乡的一草一木， 更眷恋脚下的土地。

他喟叹，“土地身上的痛，只有自己知道。 ”“比
自然还顽强的是生灵， 比万物还缄默的是土
地。 ”由此，他用深情的笔墨写故乡土地上的苞
谷、向日葵、水稻、土豆、柿子、高粱、南瓜等五
谷杂粮，写故乡土地上的地地菜、小蒜、苦苣、
蒲公英、马齿苋、水芹等乡村野菜，写黄连、生
地、佛手、知母、菊花、丁香、厚朴等山野药材、
写桃花、樱花、梨花、杏花、野花等烂漫山花等。
但他更在意对乡愁的诗意表达。 他在“遍地乡
愁”里感叹，故土那“疯长的野草，比庄稼还高，
它们正在包围、蚕食村庄……”游子回乡，“无
法找到一块净土，安防旧时的蜡烛。 ”站在古槐
下，“槐花雨纷纷落下来，我的头上，一般银灰，
一般雪白。 ”写故乡祖坟，“一条血脉归根的路
径。 ”写家乡烤酒，“辽阔的土地上，辽阔着陈年
老酒，一样的忧伤。 ”写老家石磨，“低沉的雷声
锁定乡村欲望，磨坊里走不完的回头路，定格
为一段历史的饥荒。 ”写门前小河，“一条弯弯
曲曲的龙脉，挂满青涩的酒窝，在欲望的枝头
上摇晃。 ”在姜华的笔下，他的故乡情结醇厚浓
烈，因为他的“根在乡下，魂也在乡下，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 ”

《在人间》把诗人浸润在历史的长河中。 诗人
叹息“教科书里，历史正在逃亡。 ”于是，他把笔锋
插进历史，重新审视历史过往。 他瞭望关中平原，
感慨“风随便翻动一页秦砖汉瓦，都能荡起历史
的潮声。 长安那些大嗓门男人，谈吐间独有一股
皇城霸气，长安相继隐身的才子们，留下了诗和
远方。 ”他写桥山黄帝陵，“茂盛的柏树、柏枝、柏
叶、柏籽，繁衍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绝唱。 ”他

请“苏堤导航，我与东坡先生站在一起，先生的
手，怎么这样冰凉。 ”他幽怨扬州，“一座古城，掏
空了我的内存。 ”他在七百年前的东城门看到“城
楼上灯灭的时候，明朝就走远了。 ”他在伏羲故
都，很想“邀出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和庄子，一同
叙茶，坐而论道，纵横天下。 ”诗人的高远抱负，在
这里可见一斑。

《在人间》把诗人浸润在自己的风骨中。 姜华
有诗人的良知，有诗人的思考，更有诗人的风骨，
他把自己定义为“前世被流放的那个囚徒”。 尽
管他认为写底层 “是一个作家的本分”，写乡情
“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写社会“是一个作家的责
任”，写历史“是一个作家的道义”，但还是“迫于世
俗的压迫，经常把自己的锋芒掩盖起来”，尽量做
到“敏与事而慎于言”，“宁愿去写一只蚂蚁、一颗
玉米或一只麻雀、乌鸦或者站在道旁的一棵树、
一株野花。 ”所以，他的诗歌很纯粹，没有权贵味、
铜臭味、胭脂味。 而且他认为“无病呻吟是可悲
的，风花雪月般泛情更是无聊透顶的。”所以，在
他的诗里，就找不到文人墨客那些风花雪月的催
情故事。

姜华的诗歌，技法成熟，语言通透，情感真
挚，呈现多元，文字纯净，体验独特，意象斑斓，
视角新颖。 他的文字时时向读者传递着一种
精神，积极的、道义的、正直的、善良的、感恩的、
济弱的精神。 贺拉斯说“仅仅有美，对诗来说是
不够的。 诗应该打动人心，把听从的灵魂引导
到诗的意境中去。 ”我以为，姜华做到了。 在此，
亦借此文传达我对一位有良心良知诗人的崇敬
之情。

“愧对乾坤错属龙，从未傲视凌虚空。但到每年二月
二，却起雄心揽东风。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认识张国
顺先生已近 20 年。 先生虽为一位局级干部， 然谦谦君
子，处之即温，心下早已默认是兄长。 每得新作，先生常
微信予我。

我作文码字，但于诗词，只是偏爱。但凭着对文字的
喜爱，读着先生百忙之中的精美吟诵，自愧之余，也是感
悟良多。

诗言志。 写诗自然是出自对生活的感悟和触动。 感
悟越多，历练越深，内心就越丰富越深邃，而当情感积聚
发酵到一定程度时，诗情便会汹涌激荡喷薄而出了……

“花从天上来，种花成皑皑。 尽将为春水，犹作山花
开。 ”这首《望北塬残雪》，我把“花从天上来”定为神句，
惊疑需要怎样的想象力才能这样脱口而出，直抒胸臆。

回想 2013 年和先生“十年蒙君爱，五载长安行。 今
夜归陕南，桂花香正浓”的打油句时，先生已开始作诗，
如今已过十年。 那时的诗句已是金句频出，十年之后，更
觉意蕴无穷，酣畅淋漓。

有人把生命比作优雅的歌谣。 我也常常慨叹，先生
早年求学，中年出仕，踏遍陕南关中郑州，足涉汉水渭水
洛水，日复一日万般辛劳。 可当尝遍人生百味风雨沧桑，
通透豁达后瞬间迎来人生绚烂，一抹暗香！ 我特别有感
于先生的六首《梦江南》，其中《忆金州》：“忆金州，难忘
堤外秋，长滩暮燕摇渔火，岸草绿萍挽水流，雪卧春江
头”，深情的诗句，触手可及他对江南的留恋，同样可以
触摸他对那方水土的厚爱。

人生有什么？ 无非是生命的体验罢了！ 中国文化的

精要大抵可用四字来概括：知行合一。 先生诗词亦绝，为
政为文皆为极致。 为文有道：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而又
秉持初心者，方能拥有真性情好诗文。 先生以手写心，以
诗抒情，文映其心，肝胆相照。 交友有至理：书到老时方
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 先生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系统
内蒙先生教诲点拨者甚众，但提起先生，敬重并敬畏，赞
誉少毁誉。

他游大唐不夜城， 写下 《觅句感怀以酬大唐不夜
城》：“十二时辰夜未明，六十甲子刚重生。 向天借得东风
起，再伴春光行一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跃然纸上；他
的《退休感想》：“持帚握茅扫陋室，煎茶熬汤读白云。 偶
向闹市觅口福，常去野山观竹林。 ”高怀物理，和气天真，
真性真情亦如孩童。 先生虽然劳心劳力，事事艰难，但却
用诗词之美记录下事业的真情及民生的关切， 为官入
世，诗词出世，用世之心处处可寻。

他写《疫情·闻小区解封》：“心事无须向谁说，引颈
星河欲放歌。 四顾犹有楼灯亮，轻足听鸣秋草坡。 ”比肩
杜子美之欣喜！ 他写《满江红》（高铁司机赞）：“百万旅客
无须忧，三千里路一步越，红旗展，汽笛动山河，情切
切！ ”职业生涯、激越情感让人壮怀；他写宝鸡《观音山电
梯》：“日旋石阶三百盘，研磨蜀道上青天。 更有观音架云
渡，已忘人间行路难”，饱含对事业、人生的深情厚爱。

生活处处皆景，先生步步为诗。 多年奔波给了他岁
月感悟，仁心大爱涵养着他的文人情怀。 他的诗词都是
他双足丈量过的，每一首都浸润着满满的生活底色。 《红
色列车过甘钟》：“早出已忘腊月八，红心更随红车发。 小
站皆似小圣地，铁人胜过蜡梅花。 ”《重走宝成铁路》：“三

月风景日日新，无暇山花共白云。 千里宝成骑风过，全无
腐朽余精神。 ”他爱铁路、奉献铁路、歌颂铁路，他的笔
下，冷冰的钢铁有了温度，突来的汛情都不那么可憎。

感人心者，莫乎于情，情乃诗词灵魂。 他写《答姚
兄》：“龙湖深过桃花潭，把酒何能负嵩山。 三年到此听流
水，离情欲泪却无言。 ”真情所致，写出了送别的新意盎
然。 《又食安康蒸面》：“虎吞只余汤覆盘，欲作鲸吸恐笑
馋。 侧见红衣不淑饮，半起还座盘遮面。 ”喜食之状生动
形象。 他写《兴庆宫·春夜》：“长安春浅半轮月，宫苑景深
一湖灯。 窈窕不过风摆柳，夜色最是丽人行。 ”寻常所见
自有独特感悟，言识言志，处处见功底，篇篇见骨力。

诗如其人。 品读先生诗词，感悟他志存匡计的豪情
胸襟，品读他难以割舍的文人情怀。 他写大我，不仅是系
统为官责任所系，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他也
写小我，咏唱美好早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悼念
袁公隆平，他写《寒梦兮春梦》：“重重稻浪花万里，寒梦
依稀入春情。 岭南未忘潇潇雨，饭香更念袁隆平。 ”孟晚
舟回国，他提笔《归来》：“一襟晚照笑霜天，万里归舟鼓
篷帆。凝露劲松垂喜泪，涅槃凤凰彩云间。 ”赤子之心，家
国情怀，声洪脉动，充满张力。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
田园。 而今先生退休，诚如先生感言：“偶然看见铁路，便
沿着这条路，跑了 43 年。 ”感谢这 43 年的竞跑，能让先
生的诗酒田园多出几许围炉夜话？ 感恩铁路，让其安身
立命，生活有保障，生命有尊严。 我也感恩铁路，更感恩
先生，能常读先生诗作，能于迷途常得先生点化，尽管愚
钝，不得领悟，但不可不谓人生之幸事也！

立秋后的紫阳， 一股清风夹杂着淡淡墨香
扑面而来， 送来了张斌先生散文集 《层叠的印
象》出版发行的喜讯。我兴奋极了，一连好几天，
闭门谢客， 手不释卷， 一鼓作气读完了这部新
书，收获匪浅，感悟颇深，对新书的品位和作家
倾情书写的生活记忆， 以及对生活的感悟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

张斌主业是从事史志编辑，工作期间，参与
编辑或主编多部地方史志，成果卓著。但他似乎
无心插柳柳成荫，工作之余，偏爱散文创作，相
继出版散文集 《天外的村落》《岁月的回声》，散
文《戈壁滩上的炊烟》《打鼠小记》分别被选入高
考和中考阅读试题。近日，散文集《层叠的印象》
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此他圆了散文
“三部曲”的梦想。

大西北神奇而美丽，灵动而恢宏，蕴藏着波
澜壮阔的磅礴气势。 张斌的童年就是在北疆小
镇和什托洛盖度过的， 这是一个位于准噶尔北

部戈壁滩上的古镇。和什托洛盖是蒙古语，即两
个包的意思。 小时候他经常站在“两个包”小山
之上，眺望远处的青山、白云，寻找那些和白云
一样高的雄鹰，还有那青云直上的炊烟。 20 世
纪 80 年代，张斌回到陕南，在秦巴山地的一座
县城里读书学习，从此告别了戈壁滩上的炊烟。
大西北还有一个清秀柔美的地方， 它就是陕南
紫阳，这个地方的特殊位置在于，相对于北方它
是南方，相对于南方它又是北方。紫阳县是中国
“名茶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陕西“民歌
之乡”，享有“汉江画廊，茶歌紫阳”的美誉。张斌
留恋北疆的小镇，热爱紫阳的山水。童年的时光
铭刻在他记忆里，奶茶、羊群、雄鹰、猎狗，还有
戈壁滩的月亮……丰富的生活经历， 像一泓取
之不尽的潺潺流动的清泉， 为他的散文创作注
入了灵魂。生活源泉激发灵感和创造力，形成了
灵动柔美、大气恢宏、冷峻思辨的创作风格，这
是大西北这片土地的恩赐，也是紫阳山水风情、

文化沉淀对他的馈赠。
独特的审美视觉、 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熟练

的艺术手法， 源于他中学阶段打下的写作基础
以及多年的勤奋好学和独立思考， 写作爱好转
化为创作优势， 在散文创作中产生了独具匠心
的奇妙效果。散文《秋月》像一首情窦初放、冰清
玉洁的情诗：“我一直在寻觅那一轮秋月， 那一
轮 40 多年前挂在和什托洛盖天空中的秋月。40
多个春花秋月， 似乎没有哪一轮秋月和那一轮
秋月媲美，冰清、皎洁，月色如水，一泻千里，笼
罩着空旷的戈壁，点缀星空的静谧，又使我感
到无限的温馨。 ”“我其实不必去费心寻觅那
一轮秋月，它曾经高挂在北方的夜空，成了我
心中永恒的风景。 ”美妙的语言烘托出一位少
年纯真的爱慕之情，令人浮想联翩。 戈壁滩是
一个生命的滩：“我突然明白了，炊烟，是戈壁
滩上最顽强的生命。 炊烟本应该就是一根戈
壁滩的植物，四季繁衍、生生不息！ ”（见《戈壁

滩上的炊烟》）酸菜是民生的味道！ “品尝一盘
酸辣的泡菜 ，也能浮想联翩 ，虽不惊天动地 ，
却自有动人心弦的魅力， 这或许更接近生活
的本质，大有大的震撼，小有小的美妙。 ”他从
酸菜中悟出了生活的滋味。 如果说以小见大
是一种悟性，那么张斌对事物深入浅出、入木
三分地透析就是一种表率。 《打鼠小记》表现
出独立的思辨性和对社会深度和广度的普遍
认知， 让世人无比痛恨那些狡猾的鼠辈而让
它们瑟瑟发抖。

“生活是万花筒，层层叠叠 ”。 “印象总会
深藏在记忆中，无论有多少印象层叠，都清新
如故，时间会淡忘一些事，时间也会使一些往
事更加清晰、温馨或者痛心疾首……”这是作
家在《层叠的印象》《自序》中的论述。 其实，作
者在 《层叠的印象 》中所写之事除 《给贺天星
将军写碑文 》外 ，大多属于小事 、杂事 、身边
事。 小事是社会底层生活的缩影，层叠在印象
中的小事是质的飞跃和生命的蜕变 。 这些事
或大或小，都是紫阳的故事，也是大西北的故
事。 对张斌而言，他走不出的北疆小镇和什托
洛盖 ，道不尽紫阳风情 ，一个是故乡 ，另一个
也是故乡；和布克草原的童年记忆，秦巴汉水
的人间烟火，构筑起别样的审美架构。 亲情、
友情 、爱情 、乡情 ，娓娓道来 ，都是真情所系 ，
他以饱满的深情，倾情书写生活记忆，用自己
的双手在键盘上激扬文字，笔耕不辍，讴歌生
活和生活的这片土地。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可见旅行和
读书是两种最好的生活方式，因为最起码能保
证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

然而,在这个多元社会里，为何我们的心灵
却不觉丰盈？ 当碎片化阅读充斥着我们的生
活， 当各种媒体带着抓人眼球的标题扑面而
来， 又有多少人去在乎那里面有多少文化积
淀？ 在我看来，没有书籍的滋养，灵魂是贫乏和
空虚的。 快节奏的生活，让每个人都在来不及
收拾往事的节奏里策马狂奔。 唯有读书，能让
我们学着慢下来，去细嗅那一瓣心香，寻找生
活的真谛。

携一本书漫步于日落黄昏里， 斜阳之下，
心情在文字背后跌宕起伏，优雅便于翻页的指
尖次第盛开。 展开书卷，让《诗经》在臂弯里浅
唱低吟， 便如沐春光而思无邪； 展开书卷，让
《史记》在案头上反复咀嚼，便能体会文字里的
雄浑气势；展开书卷，高声吟诵《离骚》，氤氲书
香中，便已将浪漫传唱千年！ 唯爱读书，是因为
在阅读的世界里，我们体验的不仅是一份精神

的愉悦，更多的是一种品味岁月后对人生的冷
静思考；唯爱读书，是因为许多时候自己可能
以为看过的书籍已成过眼云烟、 不复记忆时，
却突然发现它早已经植根于你的灵魂里、气质
里、胸襟里、谈吐里，那种无意间的流露才让你
魅力无穷！

每当心灵浮躁时，是阅读带我们在生活的
风雨中“何妨吟啸且徐行”，在文字里，我们可
以缓缓沿着历史的杨柳岸惯看秋月春风，看是

谁忍把浮名，换作低吟浅唱？ 看是谁“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读书，如同沐浴于
清泉，可以除去心头的负荷；读书，如同立身于
清风，可以拂去灵魂的尘埃！

书籍是沉默的，但她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变
得鲜活。 无论是历史长河的兴衰变迁，还是传
唱千年的人文经典，走进书卷，你可以尽情捡
拾这些珍贵的精神食粮，你可以穿越时空与古
今圣贤交谈！ 我相信那些精神的伟人肯定比世

俗小人更容易让人接近！
无奈俗事扰人，我辈其实没有那么多时候

可以专注读书。 所以很多时候，哪分什么春夏
秋冬，也没机会对着朗月飞雪，更等不住花色
柳影。 倘若好书正遇好心境，那自然再好不过
了，尽管很多时候还未全心投入阅读，但让心
灵和书页保持基本的亲近，也算是对内心宁静
的一种坚守！

流光岁月难细数，唯有书香最沁心！ 回望
《诗经》，尽管河岸沙渚的雎鸠已然不在，可关
关的鸣声却千年不绝！ 吟诵《离骚》，虽然汨罗
江畔的诗人已葬身鱼腹，但他的爱国情怀和风
骨却百世流传！ 唐诗璀璨，月下诗仙的一樽清
酒，醉倒了多少文人墨客；试问那些风生水起
的宫廷争斗，可曾掩盖过李杜的光芒？ 宋词铿
锵，就算颠沛流离，但那些有趣的生命和英雄
形象却跃然纸上！ 就算兵荒马乱，文学的旗帜
却依旧猎猎飘扬！

唯书有色 ，艳于西子 ；唯文有华 ，秀于百
卉。 让我们以书为伴，遇见最好的自己！

读书 时光

唯有书香最沁心
□ 陈祖金

倾情书写生活的记忆
□ 向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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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意 人 生 任 纵 横
———品读姜华散文诗集《在人间》

□ 丁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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