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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图书馆
从先秦诸子百家
到魏晋南北朝
经史子集
浩如烟海

坐在这里
你会感慨 沧海一粟
生有涯而知无涯

坐在这里
翻开墨香古籍

坐在这里
重温君子立德
不为穷困而败节

坐在这里
对话古圣先贤
就像找到老朋友
心灵永不枯竭

图书馆·阅读
□ 邵 琼

李正甫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之间也还有亲
戚关系，记得还在童年的时候，就在外奶奶家里见
过他。印象里他并不太像从县城来的孩子。记得
在外奶奶家吃饭时，我们都显现出对食物有特别
兴趣的样子。后来做了同学，有时晚自习后我们
会结伴而行，在新华书店那里我们要分手了，但是
在分手前又会站在路灯下说上好一阵子，一个主
要的话题是，我们会热烈地谈到我们都很关注的
一个皮肤微乌的姑娘。

后来考大学，我们那一级考得不错，上线率大
概在百分之七十，但绝大多数同学都考到了固原
师专或者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固原分校，只有两个
同学出类拔萃，一个叫李志福的考到了西北民族
学院，一个叫李正福的考到了宁大中文系，这个李

正福，就是后来的李正甫。他考取宁大中文系后，
觉得自己不能再叫什么“福”了，自作主张改“福”
为“甫”，这一改，重名率就大幅降低，同时，确实是
有些不一样了。上大学让年轻的我们自负而叛
逆，不知李正甫还记得否？为了显示我们的叛逆
不驯，我俩趁着假期在邮局对面的一个墙根里
坐着，说一些很显气魄和抱负的话，并且我们都
以生涩的姿势抽烟。要知道我们之前是不抽烟
的，之后的日子我们也没有成为抽烟的人，但那
一天我俩却像显示什么一样的抽烟了。要是有照
片或视频把我们当时的样子记录下来，会是很有
意味的吧。

大学毕业后，我们大多做了中学教师，李正甫
又一次显得不同，毕业于中文系的他没有做语文

教师（这是一个遗憾，他其实是一个很擅于授业解
惑的人），而是又一次让大家吃惊和羡慕，他一毕
业就去县公安局上班了。我有时会去他的宿舍坐
坐，有时会住在他那里，一个直觉是，他在公安局
干得不错。

那时候就发现他有一个嗜好，喜欢买书，买了
不少经典著作。李正甫是那种在性格方面我认为
恰恰好的人，就是也能合群，也能独处，合群时容
易成为群体里的重要人物，独处时也能不急不躁，
甘之如饴。喜欢读书和习惯沉思的个性使他看问
题深刻而独到，有在短时间内理顺一团乱麻的能
力。想不到他也在动笔写作。

我第一次被他的文字所打动，是我在深圳出
差时收到了他的一组随笔，我当时读过有些吃惊，

他在文字里体现出来的思辨性和文学性都给了我
这个专业写作者一种触动。即使禀赋不错，文字
总是得有必要的训练的啊，他什么时候把自己的
文字训练到了这个程度？后来我有幸主持过《朔
方》的一个栏目，我在那个栏目里发过李正甫的多
篇作品，其中就有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父亲的老
屋》《静园》等，编发李正甫的随笔，成了我短暂编
辑经历的重要记忆，同样也是美好记忆，记得读他
写老院子里那些人和事时，像读《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我与地坛》等作品一样，给我留下了持久难
忘的阅读印象。

我读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那些无处安放的
岁月》时，竟一直读到深夜还不能放手，也许是他
所写的人和事我过于熟悉的缘故吧，我觉得这部
用心血写就的作品里的情感价值和认识价值是不
会过时的。好在我发现已经有评论家从李正甫的
作品里看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到位而又谨慎的
评价，这让人感到欣慰。丰富的阅历，特别的观察
力和感受力，不失文学性的哲思能力，加上好学不
倦的读书底子，都使得李正甫在又叙又议的随笔
写作方面，很值得阅读。

同 窗 李 正 甫
□ 石舒清

N 岁 月

人生多歧路，读书是归处。书香浸
润生活，读书点亮人生。

六盘山文艺副刊致力阅读推广，弘
扬优秀文化。“4·23 世界读书日”来临，
本刊聚焦“读书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通
过生动的人物故事和深入的学理分析，
发布一批原创首发好稿，深化读书在生
活中的作用，鼓舞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宁夏著名作家石舒清撰写的首发
作品《同窗李正甫》，文字质朴，感情真
挚，通过对人物故事的生动描写，展现
读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一部值得回
味的好作品。作者在文中抒发观点：爱
好读书、喜欢买书，使人既能合群，也能
独处。合群时，容易成为群体里的重要
人物，独处时，也能不急不躁，甘之如饴。
喜欢读书和习惯沉思的个性使人看问
题深刻而独到，有在短时间内理顺一团
乱麻的能力。

本土作家杨治安撰写的《我的书房
我的书》，回望人生岁月，是读书让他从
大山走出，也是读书使他从基层起步，更
是读书让退休后的生活充实而忙碌。每
当走进书房，让心在书海里徜徉，嗅着书
中淡淡的墨香，咀嚼着书中典雅的文字，
烦躁的情绪就会慢慢平复，退休后寂寞
的时光也变成享受的时刻，烦恼也会减
轻，体味另一种丰收的喜悦。

赵彦在《与书相伴的日子》里，陶醉
书香，品一杯香茗，静读一本好书，这是
一种别样的高雅。每当夜幕降临，坐在
书桌前，打开书本沉醉其中，与书中的
主人公同悲同愁，同欢同乐，一天的烦
躁和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携一本好书，去乡村老家走走。经
历风雨的鸟儿叫得很动 听 ，被 雨 水 洗
过的小路泥泞又温柔——徐奕和在乡
村品味读书生活；“岸柳摇绦翠，枝头
聚 鸟 栖 。 杏 桃 花 绽 蕊 ，春 景 美 如
诗”——王菁华在美景中感慨；翻开墨
香古籍，与古圣先贤对话——邵琼在图
书 馆 阅 读 …… 一 组 诗 作 ，描 绘 如 画 美
景，歌颂美好生活。

因为读书，让人生活更加充实；好
好读书，人间更加美好。

N 且听风吟

不经意间，我已步入退休者的行列。翻
开履历，没有惊人的业绩；揭看家底，也没有
超人的财富。勉强可以说得过去的，也许只
是等身的荣誉证书和近万册的藏书。

说起书的来源，有工作期间单位配发的
学习用书，也有自掏腰包从书店购买和从旧
书摊上淘来的；有同事战友出版的个人著述
赠阅的，也有主动向一些单位、个人讨要的其
内部编著出版的。书的种类，有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选集、文选、论述摘编等哲学社会
科学类，也有《古今数学思想》等自然科学类；
有世界通史、千秋兴亡、地方史话等历史类，
也有《世界百年战争全景》《中国百年战争全
景》和战争系列等军事类；有法律法规选编和
历代法制作品选读等法律类，也有古典文学、
诗词鉴赏等文学类；有羊皮卷、纸草书等“心
灵鸡汤”，也有报刊合订、资料剪贴等“知识拼
盘”；有专家学者的论著，也有亲朋好友的作
品，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自己“自留地”的“收

成”。但我收藏的书中没有精装本、“大块
头”，全是平装本、小册子。

参加工作、走上社会，平时去得最多的地
方就是新华书店或书城或图书大厦，外出学
习或游览，必去的地方也是新华书店或是书
摊，有时还到一些出版社，甚至走亲访友，也
不忘浏览一下别人的书房或书柜。

至此，寒来暑往，“俸去书来，落落大满”，
汗牛塞屋。经历几次搬家，送人了一些，处理
了一些，丢失了一些，但总的说还是进大于
出，书的总量基本还是呈上升趋势。亲朋好
友常质疑我“买那么多书干什么？”“那么多书
你都读了吗？”

但于我而言，小时候，能见到的书就是教
科书，也许是本能的驱使，不多的课本被我

“背”得滚瓜烂熟；进入中学，学校的阅览室成
了自己的“最爱”；到了大学，图书馆是我经常
光顾的地方；参加工作，有了可支配的收入，
购书淘书成了我生活的常态。尤其是初参加

工作时，每月捉襟见肘的薪酬大多被我用来
购买了书籍，因为这我没有少受妻子“数
落”。屈指算来，年逾花甲，就是担任基层单
位“一把手”的时日，也是去书店多而去饭店
少、坐书桌多而坐酒桌少。

文学名家陆游曾写道：“白发无情侵老
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也是一件成本最低廉、回报最丰厚的事。《朱子
家训》有言：“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于我而
言，读书乃操持雅好，无关名利。

回望人生岁月，是读书让我从大山走出，
也是读书使我从基层起步，更是读书让我退
休后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如今，每当走进书
房，嗅着书中淡淡的墨香，咀嚼着书中典雅的
文字，烦躁的情绪慢慢平复，退休后寂寞的时
光也变成了享受，烦恼也会减轻，体味另一种
丰收的喜悦。

正所谓：“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我的书房我的书
□ 杨治安

周末的午后，温暖的阳光照
在阳面的书房，天气晴朗，心情不
错。泡一壶上好的香茶，播放几
首柔和的乐曲，让书香、花香和茶
的淡淡清香弥漫在舒缓优美的音
乐里，沉醉其中，悠然翻开一本崭
新的书，欣赏一篇篇美文，自是一
种惬意，一种高雅的享受。

与书相伴的日子总是快乐
的，充实的，令人记忆犹新，回味
无穷。

记忆里，童年的时光其乐无
穷，小学的日子总是无忧无虑。
那时的生活清贫而单调，除了几
本课本，我们很少有课外书籍，连
环画是那时唯一的记忆。《三国演
义》《水浒的故事》《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董存瑞》《红日》等等小人
书成了我们的最爱。小人书家家
都有几本，大家便拿着自己的小
人书和别的同学玩伴交换着看。
所以，我们总有看不完的小人书，
课间十分钟是最热闹的时光，大
家争着讲述自己从小人书上看到
的故事。老师的办公室里仿佛有
看不完的小人书，每天的课外活
动，我们争着去打扫办公室卫生，
其实，都是惦记着那些各种版本
的小人书。童年的日子很穷很
苦，常常不能温饱，好在还有小人
书朝夕相伴。是小人书这个真诚
无言的伙伴，充实了贫瘠的岁
月。我们从小人书里获得了无穷
的快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岁月无声，寒来暑往。告别了懵懂，高中的生
活紧张而充实。上世纪 80年代正是武侠风靡的时
代，在学校传看武侠小说成了一种时髦。记得那
时住在大宿舍，一个房间通铺近二十个人，总会有
三四本武侠小说在宿舍间传看。中午闲暇，总会
看到三五个同学围在一起看一本书，那一定又是
一本新武侠了。有时半夜醒来，还会发现有人在
昏暗的蜡烛下挑灯夜读，那定是借了小说，明天必
须还的。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天龙八
部》、古龙的《绝代双骄》都让我们痴迷。有时，在
课堂上冒着被老师没收的风险也会有人进入精彩
的华山论剑故事中。周末是最快乐的，我们可以
因陶醉武侠而废寝忘食。记得有一段时间，金庸
先生的《射雕英雄传》火到一书难求。书中一波三
折的故事情节、精彩激烈的武功描写和黄蓉杨过
等鲜明的人物都让我们痴迷。我们会关注“江南
七怪”的命运，“东邪西毒”的武功，也陶醉于“降龙
十八掌”的威力。

在那一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武侠小说陪伴
了我们最难忘的快乐时光，成了我们平淡生活
中最好的慰藉，也成了那段青葱岁月里最美好
的记忆。

大学时期，有机会阅读更多的书，学校图书馆
文史哲种类齐全，小说诗歌散文摆满书架。那些
博览群书的同学激起了我的读书欲望。刘心武的
《班主任》、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从维熙的《大
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都令我
沉迷其中。作品中主人公的悲情震撼了我的心，
令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有段时间，我沉浸在这些
文字中，悲着主人公的苦，乐着主人公的喜，沉醉
其中，在读书中成长，在墨香里陶醉。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大学毕
业前，学习任务轻了，每天下午我会准时到学校图
书馆阅览室，选择几本喜欢的杂志，坐在不显眼的
角落读起来。这里有《读者文摘》《辽宁青年》《足
球世界》《中国青年报》等各种报刊。有时，我会选
择《十月》《小说月报》《收获》等小说刊物静静地阅
读，如痴如醉，不顾时间，乐而忘食。偌大的阅览
室，来人不少，但不管何时，都是安安静静。在那
里，我领悟了路遥的《人生》，感悟了谌容的《人到
中年》，在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感动，在张贤
亮的《绿化树》里沉思。清雅舒适中，淡淡的书香
弥漫，让人心静如水。优美的诗文令我陶醉，中外
名著让我痴迷，书中丰富的知识，使我心中的困惑
和迷茫烟消云散，记忆中那一段就是我求学时代
最充实最丰盈的时光。

初读好书，如获挚友；重读好书，如逢故知。
走上工作岗位后，床头几案上总会有几本书，闲
暇时，我依然陶醉在书香里，品一杯香茗，静读
一本好书，这是一种别样的高雅舒适。每当夜
幕降临，我坐在书桌前，打开书本，翻动书页，沉
醉其中，与书中的主人公同悲同愁，同欢同乐，
一天的烦躁和劳累顿时烟消云散。读到会心
处，或开怀一笑，或扼腕长叹。读到动情处，或临
窗远望，送落霞斜阳，看树影婆娑；或独坐斗室，思
古往今来，享悠然雅趣，其乐无尽。

与
书
相
伴
的
日
子

□

赵

彦

雨过天晴，
携一本好书，
去乡村老家走走。
经历风雨的鸟儿叫得很动听，
被雨水洗过的小路泥泞又温柔。

到乡村的河边走走，
听河水小声叮咚，
看花儿绽开笑脸，
小草吐出嫩芽，
鱼儿在欢快地畅游。

去乡村走走
□ 徐奕和

春分至，燕筑巢，黄河两岸波光
耀。柳牙渐翘，杏花出苞，荠菜添苗。
向友问农谣，又恐他人笑。

甲辰春分（通韵）

□ 王菁华

一看到青草，最先想到的是《诗经》里的
两句诗：“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
扬婉兮。”

旷野里，蔓草碧色青青，铺展如席，上面
挂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着蛊惑的眼。
一位眉清目秀的好姑娘，正低着头对着那蔓
草巧笑着。与这美目盼兮的姑娘相遇，我意
飞扬，我心舒畅。

那是一个多让人缱绻留恋的美好岁月啊。
记忆中，村外的这片田野，油菜花遍地

金黄，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细细聆听，仿
佛能听到阳光的脚步声；小麦油绿油绿
的，在流动的金色中忽隐忽现，就像一个
个畅快的呼吸，让人欢喜；小河似乎也不
甘寂寞，把那蓝天白云，油菜小麦都揽进自
己的怀里。层次深了，景致多了，看起来不
更热闹吗？

丛丛簇簇的荒草，应该是去年，前年，
抑或更远的时间迁徙而来吧。那层层叠叠，
如床褥般厚实，如瀑布般奔泻的草丛，兀自
生长。

关于草的最初文字记忆，是小学时学过
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在诗句里，
草成了生命体生生不息的象征，让人凝望。

后来，慢慢长大，我才知道草还有着许
多别的隐喻。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草成了沧海桑田的见证者；“细雨湿流光，芳
草年年与恨长”，草又是伤春的歌者；“映阶
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草则是英雄
不再的眼泪……历史的深处，草永恒地立
着，就像一个有呼吸的生命，把一个个美好
的情感默默传递。

多年之前，我也是奔跑在青草之上的。
可以说，草是我那时最为亲近的伙伴。还是
童稚时候，我就学会了和草对话，拔草根嚼，斗
草，在草里找蟋蟀；年岁渐长，挑草喂猪，割草
喂牛，砍草肥田，打草烧饭……从春到冬，草几
乎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旅程，我很是满足。

但是，忽然有一天，父亲说，你不要被草
裹住双脚，你的世界在山外，那里有着更美
的风景。心一旦乱了，再坐在草上就有些不
自在了。那时，我梦想着能走出大山，一直
走到看不到青草和耕牛的地方……

这个梦想让我欢乐，让我充实，让我
奔跑——可是，今天当我从山外归来的时
候，恍然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物是人非，我们都变了，但是这些生命
力极其旺盛的青草没有变。

欧阳修曾在《再至西都》中说：“野花向
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你看，那青草
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绿油油的，一如往昔。

“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这绵绵
不尽的青草啊，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一个

“意自闲”呢？

芳草留人意何闲
□ 章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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