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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工
作，却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好
好读一本书了。每天忙忙碌碌，
因为工作的缘故，偶尔也翻书看
书，但那更像快餐式阅读，真算
不上读。

猝不及防的一场意外，让我
在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再一次捧
起了书。

那是 2021年，我不幸摔伤，
脸上几处小骨折，左腕骨膜断
裂，几乎不能活动。养病的日子
漫长而孤独，总要找点事儿做。
先生老高便翻出了好几本近代史
书。一本本看下来，也不强求能
记住多少，倒是觉得生活充实了
许多。两个多月很快过去，等到
上班了，读书的习惯也养成了。
每天若是不读点书，便觉得这一
天好像少了些什么似的，空落落
的。

祸与福总是隐藏在彼此的后
面，这场意外也带给我一个极大
的好处：随心读书，随性读书，
不求甚解，但求书中度日月，要
是能品出些读书之味来，那就更
好了。

好在家里读书氛围好。老高
是爱书之人，儿子也爱看书。一
墙的书架，尽可随意选择适合自
己胃口的书。父子俩谈起书来，
我常常插不上嘴。稍稍读了几本
书，视野便打开些了，一家人再
交流，我便奉行拿来主义，看来
的观念说出来，父子俩还直夸我
有见识。其实，所谓的见识，都
是前人的智慧。

后 来 老 高 推 荐 《念 楼 学
短》。买来初读，古文，拗口，
历史背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每
天一篇，不多读。读后原文抄写
在笔记本上，相关联的人物、故
事，不懂的就上百度搜。百度真
是个好东西，不论多古远、多偏
僻的人、事、字都能查到。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查到后再附纸抄
在书上。一家人围桌就餐时，也
常谈起书。于是，我们家的餐桌
好像总是比别人家多一道菜，她
就像美味佳肴一样，丰富着我们
的味蕾，愉快中度过一日三餐。

《念楼学短》是一部短篇古
文的集子，作者锺叔河，收录的

内容包罗万象，真可谓“环堵之中
观览四海，千载之下觌面古人。”那
些深入脑海的名字：孔子、庄
子、颜真卿、苏轼、陆游……他
们走下圣殿，一个个活泼泼地向
我走来。我看着他们笑，看着
他们发牢骚，看着他们留下的
金句，以及金句背后那跨越千
年岁月的智慧光芒。看着他们
哪怕在生命最落魄的时候，骨
子里的那份高贵和自信，看着
他们给家人、朋友、君主，甚至
打压他们的对手写信，看着从前
车马慢，他们适意地读书、邀
友、诗酒……那么多的古人，有
的声名赫赫，是历史星空中璀璨
的星；有的寂寂无闻，终其一生
郁郁不得志。锺叔河先生才不管
这些，他选取的标准很简单：文
字简洁，感情真挚，让人一读就
体会到什么是真性情。

后来看到《南方人物周刊》
刊登《智者锺叔河：相信历史》
的长篇人物通讯，瞬间有“太解
渴了”的感觉。一口气读完，深
深为这位长者、智者而折服。

世间休闲适意的事情不少，
游山玩水、欣赏名胜、听音乐、
下棋、跳广场舞……这些事都要
有同伴，只有读书，才是纯粹个
人的事情。积劳一天，回到家翻
翻书，尽可以忘记外面的尘嚣。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
前草不除。”

这是宋人翁森 《四时读书
乐》中写春的一篇，正应当下的
节气。春光如此明媚，怎么会读
书读到连外面的春色都不去留意
了呢？这可不是书呆子吗？可他
们就愿意做这样的呆人。对他们
来说，读书是比欣赏春色更快乐
的事。身处斗室却可以纵览天
下，隔了千百年，还能与古人晤
面对话，这是任何其他赏心乐事
都比不上的呀。

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并没看
出书中有什么千钟粟、黄金屋、
颜如玉，但是，当你读到一段绝
妙文字，不禁拍案而叹：说得太
好了！太过瘾了！胸中那份畅
意，真是欢喜至极。

为了这份欢喜和快乐，当下
暂且继续读。

一场意外爱上读书一场意外爱上读书
杨金丽

先讲一下自己对读书的理
解。读书与学习不同，学习是为
稻粱谋，而读书却没有那么强的
目的性，书看我、我看书，就像
李白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
罢了。读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
总结出“三奢”，有此“三奢”，
才能读书。一奢：生计之外的一
份闲心情，无此奢，书不看你；
二奢：糊口之外的一份闲时间，
无此闲，人不看书；三奢：柴米
之外的一点闲银子，无此奢，则
无书可看。在近乎奔跑的时代脚
步下，能有此“三奢”，实属不
易。

选书不可随意，千万不能让
劣书坏了“闲心情”。怎样精挑
细选一本书？我也有点儿心得：
一、书目，需为由时间证明的经
典；二、作者，需为历史证明的
真君子；三、版本，需学者公认
上乘；四、注疏，最好是名家注
疏。有此四点，方可配得上那

“三奢”。
不读闲书而可闲读。一本书

只要想看，便可随意看下去，可
慢可快、可粗可精，能看完则看
完，看不完也无妨，兴尽而止，
到哪儿算哪儿，半路“见异思
迁”转读另一本书，也是常有的
事儿。说不定随缘而行，不知何
时又转回此书，再续前段读缘。
有的书需要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分
分合合好几回，才能读完。也就
是说，经常同时穿插读好几本
书。读书时我是绝对自由的，全
随心情走。江山风月，本无常
主，闲者便是主人。读书中常有
主人的感觉。

我生来不爱死记硬背，再
者，自己记忆力也不好，小时候

以记东西为苦。因此，长大后读
书不记书，只是随便看，随看随
想，有所得提笔写在书页，或道
德时事，或鸡毛蒜皮。随写随
忘，如天上云流，不求书入脑，
只爱书中觅我心。生活入口，苦
辣酸甜；皮囊表相，喜怒哀乐。
在书中，寻些与心灵能相溶共振
的文字，在此也有自己的苦辣酸
甜、喜怒哀乐。但前后两者是不
同的。前者存在但并不真实，后
者虚空却很真切。读书的过程，
也是在书的海洋中寻觅自己的过
程，一个不可向外人道的自己。
这种寻觅或许总是不清晰的，正
因为这种不清晰，才与书为伴，
等明白了，那读缘便尽了。

读书必有友，哪怕一个也可
以，无友书难读。我只有一友，
就是我妻。她从事文字工作，常
需与书相往来。有时读完后兴致
依然未尽，便拉她作听客，书里
书外讲上一通，十有二三她会称
赞不已，为此也会小得意片刻。
再有，妻子写稿，偶然需要一些
我所擅长的知识，或讲几句，或
书架翻书，展开书页送到她面
前，此时犹如花丛撷花、宝箱取
珠、沙场点兵，也会自鸣得意。
这些小浅薄只限家中，浅薄倒也
有浅薄的乐趣，读书还是有点意
义的，可以和谐家庭气氛，这也
算无用之中的意外有用吧！

读书纯属个人的事，不可强
人读书，不可非议别人不读书。
读书无关人品、无关生计，只关
乎心境。古人云：“地炉茶鼎烹活
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
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四壁
图书，我还没有，只有一壁，一
壁已足够我徜徉其中寻寻觅觅。

一壁书中觅自己一壁书中觅自己
高君柱

茶烟袅袅，花木扶疏，香果几案，
静谧舒缓。午后的阳光，像猫儿一样，
溜进了梁青华的梦里。一本《红楼梦》
中有千千结，这是梁青华对诗词的启
蒙，由此便进入了诗词的“桃花源”。

梁青华是肃宁人，自幼酷爱文学，
特别对诗词情有独钟。她的生活里，满
是诗情画意。

在梁青华的梦里，有自己的童年。
那个身着红色小袄、扎着羊角辫的小女
孩最爱看的就是小人书，那都是从小伙
伴那里借来的，小人书的名字叫《真假
孙悟空》。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她
如饥似渴地翻了一遍又一遍，阅读的快
感油然而生，以至于后来夜晚枕头边不
放一本书根本睡不着觉，而且这个习惯
一直坚持到现在。

还是夜晚读书，随着年级的不断增
高，梁青华阅读的作品也从连环画、故
事会、各种杂志发展成了厚厚的小说。
有时阅读一部作品会到凌晨一两点，她
完全沉浸在精彩的故事情节里，仿若置

身其中。
梁青华的梦里，诗词是日思夜想

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刚刚成家的姑
娘。工作之余，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
就把在家对过小书店里的书读了个遍，
特别是读到名著 《红楼梦》 的时候，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
浓。”“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酹寒香酒一
杯。”“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
栊”，就是这些绝美的句子，把这个美
丽的姑娘带入了桃源深处。

写诗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诗词要用简练的文字表达深远的意
境，为确保用词用典的准确性，梁青华
有时候要翻阅很多资料，无形中也增加
了阅读量。在写诗中学习，在学习中写
诗，诗意的生活，丰富且充实。

后来随着微信的诞生，梁青华把作
品搬到了网上，吸引来了很多的文友，
也结识了很多诗词界的大家。老师朋友
的认可成了她前进的动力，无论是斜阳
西下，抑或是一花一草，但凡途经岁月

的东西，她都要把它们写成诗配上图
片，珍藏在微信的收藏里。

梁青华的梦里，不只有独享诗意，
还有欢快的雅集。2016年，梁青华成
为肃宁县作协的骨干，继而接任了县诗
词协会的会长，同时建立了武垣诗社微
信群，得到了全国诗友们的广泛关注。
去年，又组织在肃宁开启了“武垣诗词
大课堂”，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已经举

办了 12期，还带动了周边县市开展诗
词文化课堂，为传承中华优秀诗词文化
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十载真情寄舌尖，谁言女子逊儿
男……”这首《鹧鸪天》是梁青华最喜
欢的，也是多次出现在梦中的，杏花春
酒，春风入座，一抹清辉挽酒帘。这就
是梁青华的诗意生活，千千事，都赋予
诗词。

一个安静的下午，盐山一家照相馆
里，借着大女儿王曼雯的生日，马伟伟
一家人拍下了今年的第一张全家福。欢
声笑语在家人之间传递，和谐向上的氛
围让人深感温暖。而良好家风的形成，
得益于三代人对读书的热爱。

马伟伟的父亲马荣敬是名医生。在
她的记忆中，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会
看到父亲抱着一本比砖头还厚的书在那
里读。

马伟伟说她小的时候，父亲曾经有
一间小小的书屋，只有父亲一个人可以
进去。有时候她实在奇怪里面究竟是什

么，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进去？有一次她
趁父亲忘记锁门，偷偷地溜进去，发现
里面有整整一面墙的书和一张小桌子。
摊开在桌子上的是一本黑白的图画书，
部分图上父亲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把
一些特殊部位标注了出来。“原来以为
就是一本图画书，仔细一看书里的图画
都是人的骨头和器官，吓得我赶紧把书
合上，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父亲的
书。”马伟伟笑着说，长大后才知道那
是一本《人体解剖图谱》，红线和蓝线
画的是动脉和静脉的走向。

长大后，父亲的书屋成了全家人一

起读书的地方。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
晚上7点，全家人齐坐在电视机前收看
完《新闻联播》后，就去书屋各自打开
一本书，挤在一起享受读书的时光。

女承父业，在父亲的熏陶下马伟伟
也学了医。《人体解剖彩色图谱》是她
进入卫校后父亲送给她的第一本书，这
本书里面都是彩色的，血管、神经再也
不需要自己用彩笔标注。她把这本书视
为珍宝，看书前生怕弄脏，都是先洗手
然后才打开看。

马伟伟认为，读书应学以致用，什
么书有用就看什么，而不是仅随着爱好
打发时间。

离开临床到管理岗位，马伟伟买了
很多关于管理的书。其中彼得德鲁克的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书提到的“所
有负责行动和决策而且能够提高机构工
作效率的人，都应该像管理者一样工作
和思考”的观点，打开了马伟伟新的认
知，不论工作还是生活，大致统一。

她以每个家庭的孩子教育问题为
例。上一辈父母教育孩子是“吼”出来
的，但现在却不行，这就需要读教育书
籍，或者是在网络上寻找别人分享的类
似教育孩子的文章或视频，然后在众多

的方法里面寻找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
式。

马伟伟的丈夫王建兵也是一名医
生。夫妻俩从结婚时就约定好，每个月
发工资的日子都会相约去书店每人买一
本书。这一坚持就是近20年。

读书成了这个家庭的主旋律。马伟
伟从计划怀孕时就买了早教书，直到怀
孕后每天都要给肚子里的宝宝读书。孩
子一出生，她就给孩子读诗、讲故事。
女儿一岁一个月零二十六天的时候，她
念《悯农》：“锄禾日当……”女儿突然
奶声奶气地说出了：“午”；她继续说下
面的诗句，女儿竟然把每句最后一个字
都说了出来，这更加坚定了给女儿读书
的信念。

现在，大女儿已经 17岁，她每天
早上都陪女儿诵读经典，陪她逛书店选
书买书。她们利用电子设备进行阅读学
习，搜集、整合信息，利用网络增长知
识、扩大视野、拓宽胸襟。

2022年，马伟伟一家被评为沧州市
“书香家庭”。三代人的读书路走出了良
好家风，一家人在书的世界中，相亲相
爱，携手共行，开创更加美好幸福的生
活。

三代读书传家风三代读书传家风三代读书传家风
齐斐斐

当旗袍遇见书香当旗袍遇见书香当旗袍遇见书香
就像春风吹开了花朵就像春风吹开了花朵就像春风吹开了花朵
齐斐斐

诗词里的千千事诗词里的千千事诗词里的千千事
齐斐斐

阳春三月，女人如花。在这个属于
女人的节日，沧州日报社妇联组织女职
工，与熹葳旗袍读书会一同共享书香、
共庆“三八”国际妇女节。

在文化大厦的一楼南隅，透过镂空
的门窗，就可见一个锦缎的五彩世界。
一群身着旗袍的女子，端坐在茶香花香
中，读书朗诵，优雅怡然。

沧州日报社妇联自成立以来，多次
举办多彩的活动，既丰富了职工生活，
也让广大女性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此

次与熹葳旗袍读书会合作，大家走进传
统旗袍服饰的美丽世界，读书学习、风
雅朗诵、畅谈交流，尽显女性风采。

大家都认为，读书不应拘泥于形
式，但在追求惬意轻松的同时，还应有
份庄重与敬畏，特别是与传统文化的结
合，更能使人沉静；与志同道合的人共
读共习，更能碰撞出更多更美的“花
朵”。其间，沧州日报记者还给大家朗
诵了一首《生命的舞者——女人颂》，
诗意诠释了女性的千种美。

刘玉华是熹葳旗袍读书会的组织
者。3年来，她用这样的仪式感把读书
与美做到了极致。

她邀请了市科协原主席卢竞芳为名
誉会长，每个月第二周的周六为固定读
书日。当旗袍遇到书香，就像春风吹开
了花朵，一切都盎然起来。她们兴趣相
投，志向同一，无论春夏，无关风雨，
一坚持就是 3年。她们每期一个主题，
在微信群中提前沟通，大家或围绕一个
主题畅所欲言，或共读一本书，对一个

故事、一种观点，碰撞沟通，收获满
满。

活动中，卢竞芳道出了“三八”节
日的含义。“三八”不只是展现女性风
采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鼓励女性奋斗的
日子，广大女性只有不断成长才能成就
更好的自己，才能在酸甜苦辣的岁月
中，抵御风霜，沉淀自信和勇气。这几
年，熹葳旗袍读书会里的姐妹们一同学
习、一同成长、互助互励、亲如家人。

邢红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每次
都带着孩子参加读书会，亲子共读不仅
收获了知识，还拥有了快乐。已经退休
的王景彦，平时要照顾 90 多岁的父
母，她对老人的孝顺感动着大家，也带
动着大家。王海伦和李海鑫是刚刚进读
书群的两个年轻人，她们对读书的见解
和感悟让大家耳目一新。

付作香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对孩
子们怎样读书有更多经验和感悟。她把

“熹葳”的经验带到学校，以个人带动
家庭，以家庭带动班级，以班级带动整
个学校的书香之风。这一点，刘玉华也
感触颇深。疫情期间，她们的线上活动
依然坚持，她们在群中朗诵国学经典，
带着孩子们一起诵读，同时在家庭群里
学诗颂赋，读书的氛围甚浓。

去年5月，卢竞芳还牵头组织了沧
州女作家赠书活动，她们共同交流，时
不时地朗诵其中的篇章，在轻松的环境
里，享受美文的润泽。

又一个春来了，“熹葳”透窗外，
新竹葱绿。旗袍加身的女子们温婉地徘
徊在书中的世界，邂逅更美的自己。

摄影摄影 魏志广魏志广

““三八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策划国际妇女节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