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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书本慰藉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苔花是苦的，它弱小而并不鲜艳，生

长在岩石缝隙，坚定地感受着大自然馈赠
的酸甜苦辣。苔花和樱桃都是以弱坚守，
适应生存环境，作者寄托了以小见大、以
苦为乐的精神，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
作者的生活写照。

门缝里的榕树，并不气馁，心怀希望，
一路阳光。在它的成长之路，你看不到消
极，活着的信念一路支撑着它，每天都在
探索，每天都在吸收，每天都在生长。

最惬意的阅读是冬天里，大雪封山，
炉里的火着得哔哔波波。躺在炕上，手捧
书籍，玩味品读。此时感觉到：阅读委实
是一种幸福。听着窗外雪花落下的声音，
心情会沉浸于风雪之外，心灵获得难得的
宁静——读书，铸就教育梦；读书，铸就人
生路。

因为读书，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
彩，读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优雅从容，
我们的心灵更加充实而深沉。在这个
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时代里，让我们
每天阅读，向着知识的殿堂迈进，以盛
宴，献心灵。

读书美，春风和煦物还苏，喜捧先哲
妙语书；在春天到来的季节，再栽一棵树，
致春天。

喜欢读书，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
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读书务在循序渐
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虽多无益。

乐于读书，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着
我们从狭隘的地方，从生活的浅滩驶向广
阔的海洋，视野愈加广阔，信心愈加坚定。

读书越多，书籍会使人和世界越接
近，生活对人而言，也变得越加光明和有
意义。

孩子们的笑脸点燃春天。
街角边的旧日风景，很快会消失，而

路旁的一棵棵树，每一片树叶都仿佛跳跃
着迎接新的喜悦。

丝 丝 缕 缕 的 阳 光 ，跳 动 着 新 鲜 的
光亮。

惠风和畅，新的时光睁大了向往的
眼睛。

春风和煦物还苏，
喜捧先哲妙语书。
巨笔光芒千古耀，
佳文意绪在今呼。
阅读犹获清泉水，
唤起新知润玉壶。
漫漫人生无尽路，
五车亦会治孤独。

读书美（新韵）

□ 田 敏

我的祖父因家境困难没有进过学堂，但他极
喜结交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十分崇拜有学问的
人，他常常用“敬惜字纸”来教育我们，不但要爱
护书籍，而且要尊师重教。因此，读书尚学成为
我们族门的家风。

到父亲这一代，他不仅要求子女勤奋读书，
还要求子女诚实做人。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
故事：有一天，司马光想把他的马卖了。他到集
市上，发现一个人盯着马，这个人围着这匹马，转
了许久，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就在这个人准
备掏钱购买的时候，司马光却告诉买主这匹马有
毛病。司马光身边的一个人悄悄对他说：“你怎
么这么傻？原本可以卖个好价钱呢！你这么一
说，他肯定要杀你的价了。”可是，司马光却平静
地说：“一匹马卖钱多少是小事，对人不讲真话，
坏了做人的名声可就是大事了。做人必须诚实
守信，这是最主要的。”听了这个故事，我对司马
光佩服得五体投地。父亲经常告诉我们：欲廉
洁，先修身。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提高自己
的品德修养。因此，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经常用

父辈所传承下来的美德约束自己，使自己在人生
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父亲曾读过四书五经，也读过解放前夕的国
文课本，那时用的是《康熙字典》，至今我家还有这
样的书籍。父亲读书刻苦，学业有成，解放后在粮
库工作，60年代，因种种遭遇，只得回乡务农。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弟兄三人在恢复高考
后先后考入大学，这在我们连一位高中生都很少
有的贫困乡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下子出三个大学
生，成了当时我们那一带的特大新闻。受父辈的
影响，喜爱读书已成为我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已从师范学校毕业在
乡村中学任教 10多年了。当时的乡村学校因经
费紧张，图书室可供教师阅读的报刊少之又
少。因我的宿舍与学校图书室只有一墙之隔，

“近水楼台先得月”，对所有书籍的阅读，我从未
间断过。

最惬意的阅读是冬天里，大雪封山，学生无
法来上课，炉里的火着得哔哔波波。躺在火炕
上，手捧书籍，玩味品读。此时感觉到：这种阅读

委实是一种幸福。听着窗外雪花落下的声音，心
情会沉浸于风雪之外——心灵获得难得的宁
静。目光会跟着那一行行温暖、清晰的文字跳
动。文字是有生命的，是有翅膀的，它会跳起来，
飞到眼前，钻到心里。自我从乡村学校调到县城
中学，再也没有机会体验这种幸福的阅读了。但
记忆中贮存的这一份美好情景常常令人想起。

后来，我调到县城一所中学做了高中语文教
师。面对新的岗位和压力，我必须“读”占鳌头，

“读”领风骚，不断刻苦修炼。在教学工作之余，
各种教学理论书籍仍陪伴着我，成为我语文教学
和科研中须臾不能离开的良师益友。我系统地
收集、阅读最前沿的教学理论、名师文章和经典
案例，综述、点评，乐此不疲。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能更多地聆听大师的
心声，我力求对教师职业困惑进行深刻反思，把
尊重、理解教师与使命意识和道义感召结合，尽
显其人性化和亲和力的温润。另外，阅读文学经
典，丰厚文学素养。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写作
是对语言艺术的亲密接触，可以帮助语文教师探

寻语言艺术的奥秘，从而深切体察语言规律和为
文之道。“一个人可以不当诗人，但生活中一定要
有诗意！”对于教师来说，阅读和写作不仅仅是一
种消遣，还可以此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丰富情
感、陶冶情操、提高审美和生活品位，进而提升职
业和人生素养。在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大
富大贵，但如果能成为一个喜欢阅读和写作的
人，就能真诚地拥抱人生，热情地投入生活，就能
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诗意的栖居。”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
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
生的终点。”作为教师，唯有与书相伴，与书为友，
才能在与古今中外圣贤哲人的对话和交流中，深
化人文底蕴，丰盈精神世界，提升专业素养。带着
这样的信念，我坚持读书。阅读，使我的课堂发生
了神奇的变化，学生对我由佩服到喜欢。

在 30 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常想：“应该拿
什么去吸引学生？”尽管学生爱听我这个老师的
课，爱听我这个班主任的教导，但我总感觉得到
个人发展的瓶颈，好像自己身上缺了点什么。正
因为有了这种读书的爱好，才使得我在教学工作
中面对各种困惑能够应对自如。如今，读书尚学
的良好习惯已陪伴我走过 20个春秋。书如同师
长，迷惑时为我指点迷津，懈怠时催我奋进；又如
挚友，烦躁时让我找到心灵的宁静。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书相伴，足矣！

读书，铸就我的教育梦
□ 赵炳庭

四月的风，吹开了桃红梨白，
吹醒了大地绿色，吹拂着柳絮飘
飘。清晨，拉开窗帘，朝阳洒在阳
台上，一本书籍静静地躺在桌头，
向我诉说着它的故事。

轻轻拿起书，掀开封面，一股
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让我感受
到岁月的沉淀。这本书，我借阅
朋友的看了三遍，刚从热闹中品
出门道，朋友说又有朋友要借阅
便归还了。心里空落落的，网上
买了一本，此时静静地放在这里。

每次拿起书的那一刻，我不
知如何打开阅读，总觉得需要一
个特别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环境
才可以再打开，这是我读书到现
在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要做点什
么才对得起这本书，对得起作者？

回想起上初中的时候，读书
是我最大的乐趣。那时候，总是
躲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捧着一
本又一本的书，沉浸在故事的世
界里，与主人公一同历险，一起沉
浮。那些铭心的记忆，如同一幅
幅美丽的画面，深深地镌刻在
心中。

上高中后，读书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最盼望的就是周天，和闺蜜蜷在一起，她读金
庸、读梁羽生；我读三毛、读琼瑶，读得天昏地暗，
把自己揉到小说里，无限遐想。闺蜜的身上有独
行侠的风范，我在三毛和琼瑶之间游荡，终归明
白：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另外一个
自己。

再后来，每当遇到绕不过去的坎，我总会找一
本喜爱的书静静地翻阅，让文字的力量温暖心灵，
抚平内心的不安。在书的世界里，找到无尽的慰
藉，不内耗，不退缩，波澜不惊地前行。

而今，回首走过的岁月，感慨万千。读书，不
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书中，
找到知识的快乐，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每一本书
籍，都是一座智慧的灯塔；每一篇文字，都是一片
心灵的田野，播下繁星点点。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书籍说声：谢
谢。感谢它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每一个时刻；我
想对作者说声谢谢，感谢他们用心灵的笔触书写
出一幅幅精彩的画面；我想对阅读说声谢谢，感谢
它让我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文字中找到
无尽的快乐。

我们沉浸在书香的海洋中，一起感受文字的
力量，一起度过属于阅读的岁月。因为读书，我们
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生活更加优雅从容
的心灵更加充实而深沉。在这个崇尚知识、崇尚
文化的时代里，让我们每天阅读起来。向着知识
的殿堂迈进，献给心灵以盛宴。

以
盛
宴
，献
心
灵

□

艾
草
青
青

春天的太阳
暖融融地照着
我在田野里劳作
我的梦像草一样
从春天开始发芽，疯长

土地的一边是我家乡的老河
阳光照在河上闪烁一道白光
河水哗哗响，唱着歌
同阳光一起，流淌去远方

春天的太阳温暖着我
也温暖着脚下的土地
我跪倒双膝叩拜太阳
也叩拜大地

春天，我栽下树
桃树，梨树，杏树
或是一棵杨，一棵柳
记忆中，我栽过一千多棵树

在学校 在山坡
在军营 在果园
在河堤 在田陌

在春天到来的季节
再栽一棵树
致春天

致春天
□ 李世江

单小花又出版作品集了。书名叫《樱桃树下
的思念》。这是继前年第一本散文集《苔花如米》
之后，再次推出的抒怀之作。

单小花的作品之所以值得推荐，值得评论，
理由是多方面的。

第一，拉扯四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照顾孩子
与文学创作由相互抵触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二，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中年妇女，白天为生
计忙碌，晚上面对孤灯捧着字典写作；第三，作品
内容从田间地头到简易的锅台灶头、案头，手指
在电脑键盘上跳动，泪水在眼眶中转动，思绪在
脑海中滚动，真情感动了无数人。了解了这些，
再阅读其作品，也许读者完全能够感受到两部作
品的厚重。其实，这种厚重蕴含着更多的沉重。
现在的人，一家数口人拉扯一个孩子都感觉不容
易，何况四个呢？他们有如台阶，步步要上，从举
步维艰到一步一个脚印，健康成长。四个孩子都
优秀，那就更值得赞赏！如果不是妈妈的言传身
教、以身作则，将呱呱坠地、呀呀学步的孩子拉扯
上小学，读中学，上大学，困难可想而知。在这种

情况下坚持文学创作，自然如鲁迅先生所说“将
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然而，单小花
不但没有咖啡可喝，甚至有时候连基本生活费都
得借贷。写作要有基本的文化素养，实际仅有小
学文化程度的她，如何在荒芜 16 年之后再度重
新捡拾记忆、执笔写作？其中酸甜苦辣，不言而
喻。写作不得要领，下笔难以成文，生活的压力
一次次冲击着这位女性的心灵，而来自亲友之间
的不理解常常会融动她的感情闸门。然而，困难
并没有击倒这位执着的女性，坚持、坚守、奋进，
迎着风雨，感受阳光，努力将眼泪换成笑容，将困
难当成历练，将创作看作生活乐趣，也当成一种
责任和使命，在坚守和学习中，终于找到了属于
自己创作途径。

由于作者的作品来自生活第一线，是有感而
发，所以读来总是让人感同身受。

“您想儿的心，随着山路蜿蜒、蹒跚
忠实的拐杖扶着年迈的您
荒山野岭，被您的小脚踩出了小路”
这是她在《追忆》里怀念母亲的表述。一位

善良、诚实，被生活的岁月磨砺得坚强而睿智的
农村老太太的形象，被作者记录在多篇文章中。
通过《口口情》进一步追忆：“如今，物是人非，这
枚失去了光泽的口口还在，平静地躺在我的影集
里。每当我看见它，我的眼前满是母亲的音容笑
貌，还有那如泣如诉的岁月、如歌似火的母爱。”

作者的感情是细腻的，感悟是真挚的，表现
是接地气的。亲情是表现的主体，身边的人和
事，与生活相关的物件，甚至每一次生活经历，都
会在她的笔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父亲和
牛》中，农人与耕畜的感情被描写得相当到位，开
篇就引人入胜：“走在田埂上，我又想起了父亲，
想起他一生就像这块田地一样，默默地承受着风
雨的侵蚀，承受着严寒和酷热。”结论也有趣：“牛
是父亲最好的搭档”；“父亲是我们家一头忠实而
不知道疲倦的牛”。在通篇中，父亲对牛的感情，
通过一个个细节，表现得入木三分，细品，与石舒
清的《清水里的刀子》虽然表现手法不同，但却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新作《樱桃树下的思念》中，依然跟进了

对亲情的追忆，一句“母亲说带上娘家土的树苗
肯活”，涵盖了作者太多太多的生活意念和感
情，也充满了哲理；“雨水比缸里的水有营养”引
用的是母亲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蕴含着作者对
生活真谛的感悟，显示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意境。

阅读了她的作品，我们才领悟到她因何以苔
花自寓，苔花是苦的，它弱小而并不鲜艳，生长在
岩石缝隙，坚定地感受着大自然馈赠的酸甜苦
辣。苔花和樱桃都是以弱坚守，适应生存环境，
作者寄托了以小见大、以苦为乐的精神，这在某
种意义上，也许是“四女子”单小花的生活写照。
正如郭文斌、马金莲、李兴民等人以及媒体评论
的那样：“我们得先战胜自己，这样一切困难都会
迎刃而解。一个女人可以没有漂亮的衣服，也可
以没有高级化妆品，但是不能没有精神和思想。”

显然，单小花已经初战告捷！
作者简介：本名火仲舫，笔名钟声、中方。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宁夏作协副主席，宁夏文学
院和《长篇小说》杂志签约作家。

苔 花 与 樱 桃 的 启 示
□ 钟 声

在南方，榕树生长在路边，拥有得天独厚的
生长环境，粗大的树干，茂盛的树叶，千丝万缕
的根须，无不展示着它的壮美。

可有一天，当我发现一棵夹在门缝里生长
的榕树时，心里掀起巨浪，很震撼。

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楼房里，地面上除了
木地板就是大块瓷砖，很难见到一寸泥土。在
一栋筒子楼里，阳台上很简陋，边边角角的水
泥依稀可见。

有一天，或许是一只淘气的小鸟衔了一粒榕
果，从筒子楼经过，很随意地把榕果丢到阳台
上。风也来凑趣，把榕果刮到阳台上的水泥上。
过了些时日，出现了奇迹。榕果发芽了，它紧紧
地攀住水泥，把根扎进水泥，吸收水分和营养。
硬邦邦的水泥竟然成了不起眼的榕果生长的温
床。你难以想象，它会找到门缝当落脚点，门缝
的夹角处是水泥最为丰厚之处。它不动声色地
扩展自己的根须，四处探路。阳台上四周围凡是
有水泥裸露的地方，都成了根须占领的地盘，褐
色的根须，或粗，或长，凹凸有致。

主人发现了这棵努力生长的小榕树苗儿，
忙不迭地把围在阳台上的根须砍断。小苗儿
并没有气馁，门缝里的根须生长出绿绿的茎，
两片椭圆形的叶片也抽了出来。

主人看到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默许了它的

生长，不再伤害它。那些拼命攀住水泥的根
须，无非是为这棵小苗寻找水源和营养，哪怕
道路再艰辛，哪怕面临生命的危险，也无畏无
惧，勇敢地探寻出一条生路。

于是，这不起眼的阳台就有了生命。
那棵小榕树苗的茎渐渐地粗大，变成褐

色，主根上又生出细嫩的绿色的茎，茎上的叶儿
油绿绿的，根茎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着生
长，它懂得顺势而为。在门缝里只能这样委屈
着生长，而它，似乎并不觉得委屈，仍然生长得
那么蓬蓬勃勃的。它的茎叶交叉，形成伞状，构
成了门缝里倾斜出来的小榕树的天下。

一粒种子也是有命运的。那些生长在路边
长成参天大树的榕树，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
拥有门缝里的小榕树所不具备的优越资源。

门缝里的榕树资源极度稀缺，但它并没有
气馁，心中怀着希望，一路阳光下去。在它的
成长之路上，你看不到消极，活着的信念一路
支撑着它，每天都在探索，每天都在吸收，每天
都在生长。长不出直立的茎，那么，就倾斜
吧！旁逸斜出也是一种美，虽有些畸形，但那

些油绿绿的茎叶呀，足以让人看到它的不屈之
美。它的顽强，化解了主人的成见。没有人会
拒绝蓬勃向上的生命，哪怕只是一棵小榕树。
它的努力，为它赢得了生存的空间，以及尊重。

又有一天，一位身残的少年颓废地来到筒
子楼。他本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获得
全国奥数大赛一等奖，不到 17岁就被保送到名
牌大学。就在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一
场车祸令他失去了右手。从此，他觉得自己成
了废人，开始自暴自弃。家人只好把他送到乡
下，期待换个环境，能给他带来生机。

就在这个筒子楼，他看到了阳台门缝里倾
斜的这棵小榕树。他落泪了，动情地看着这棵
小榕树，它没有笔直的树干，可那绿绿的椭圆
形叶片，比路边生长的任何一棵高大的榕树叶
片色泽都要鲜亮。少年调转头，开启人生中的
重大转折。自学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后来开了
一家公司，成就了一番事业。

门缝里的小榕树，不但自救，也救人。历
经坎坷，却盎然向前，身上自带光源，照亮自己
的前路，也点亮他人的心灯。

门缝里的榕树
□ 紫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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