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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真如晦，空斋一系匏。
梁愁巢燕语，门少故人敲。
思饮惟高枕，裁诗略解嘲。
衣单寒彻骨，未敢忆同袍。

赏析：
雨，一直下！雨多了，从一开始的喜雨，变

成了苦雨。苦在何处？天一直耷拉着个脸，不开
不晴、阴给谁看的样子。不方便出去，打扰别
人，只有自己待着。斋空了，心情也空了，空得
放不下一颗瓜子。梁上的燕子也愁，愁啥？愁空
着肚子给孩子讲故事，直到把孩子的肚子也讲空
了。空落落的还有门前的泥地，一个脚印也没
有，就连老熟人也不来了。当人、物都空的时
候，思想便一下子极度丰富起来，写写诗吧！打
发打发时间吧！当诗一旦发出去，写完了，脑子
又空了。这回彻底空了，寒气便很不客气地要入
驻空斋，衣服挡不住这份冷清之中的“冷情”，由
外而内统一成彻骨的寒！这时节最想念的自然是
袍子，当然是袍子！可是，如果连那个袍子里的
人也能来该有多好！想人，想一个可以同袍的
人。或许是同窗，或许是同乡，还或许是……

孙 建 齐斐斐 整理

苦雨即事苦雨即事
清·许维一 （肃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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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第三实验东光县第三实验东光县第三实验小学小学小学：：：

让阅读之光照亮童年让阅读之光照亮童年让阅读之光照亮童年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王连想

枕上悦读枕上悦读
李淑华

中年人读书，贵在一个“闲”字。30年来，
我最习惯的就是枕上读书。

吃完午饭收拾停当，忙了一上午的事情告一段
落，睡前小憩是很悠闲的时光。拿起床头的书，斜
靠在枕头上，任阳光铺洒拂煦着，让文字慢慢地浸
入身心，时光仿佛静止在温暖里。

夜晚有充裕的时间用来读书，劳累了一
天，腰酸腿疼浑身不舒服。热水泡脚，冷水敷
面，换上宽松的居家服，躺在床上伸个懒腰，
享受最悠闲最舒缓的“读书瑜伽”。我把读书当
成休闲，没有苦学的辛劳，只得乐读的趣味，
所读书目全凭自我爱好，唐诗宋词、文史哲
宗，不受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或躺或卧，既养
身又怡情。

真正尝到读书的乐趣时，是在中年。没有压
力，没有目标，不强求，不刻意，喜欢看什么就
看什么。享受文字的熏染，远聒噪，亲圣贤，安
详和喜悦常养心性。春天的花香、夏天的繁星、
秋季的蛩音、寒冬的风鸣，心中常乐，看什么都
是风景。

闲处读书，贵在不着急，集腋成裘，用的是慢
功。好书慢慢读，读书就像吃饭，细嚼慢咽才能品
出真滋味，才能读出佳境，才能达到滋养的状态。
中年读书，完全是一个“闲”字，不必像少年时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勤奋。细
水长流润物无声，静好的岁月里，蓦然发现，那些
悠闲自在无心插柳的闲散悦读，竟然在心田里灿烂
成漫野的小花儿。书成了烟火日常的远方，平淡的
生活有了诗意的心境，愚钝的头脑洒进了智慧的灵
光。

我如今已是花甲之年，回望自己的读书之路，
还是倾向于把读书当成最好的休闲，特别是枕上悦
读，真是一种方便的精神养生。身处斗室，斜靠枕
上，自在舒展。喝足几盏陈年熟茶，听着一曲古琴
清音，好书盈怀，看到欢喜处心花怒放，读到忧伤
时唏嘘流涕。书读到这份儿上，真是视为知己，就
像两个阔别重逢的老友，坐在冬季的炕头上，暖意
融融，一瓶小酒，几盘青菜，清欢是真自在，浓醉
是真性情。

很得益于李清照《摊破浣溪沙》中的诗句：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枕上读书的
闲时光，是身体的放松，是心灵的充电，是看似懒
散实则春雨无声的美好。

连日来，黄骅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积极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他们精心挑
选业务骨干成立普法小分队，深入码头执勤一线、
驻地中学，宣传解读相关法律条文，并结合具体案
例答疑释惑、以案说法。

陈 洋 孙晓卉 摄

日前，东光县第三实验小
学举办了第二届书香家庭颁
奖典礼。70 多位同学与自己
的家长一起感受亲子共读带

来的进步与幸福。东光县第
三实验小学自 2019 年建校以
来，努力打造书香校园，力
求让每一个孩子都濡染书香。

● 整本阅读 避免碎片化学习

多彩的书香文化墙，草木
间点缀着有关读书的标语，孩
子们的琅琅书声回荡在美丽的
校园里。

校长刘海防说，为将书香
校园建设与学校整体教学联系
起来，学校组建了课题研究队
伍。4年来，研究团队通过不
懈努力，制定出了学校、年
级、班级整本书阅读计划，以
倡导整本阅读，避免碎片化学
习。

为保证阅读时间，学校将
每周的周三第一节课定为师生
的整本书阅读课，其他科目不
得挤占。全校70个班级，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教学

活动。
李丛是四年级的语文教

师，每周她都要提前准备下一
周的阅读课内容。做课件、整
理资料、打印学习单。孩子们
在拿到老师提供的阅读学习单
后，便开始师生共读。

读书的过程也是思考解决
问题的过程，孩子们通过阅
读，独立完成阅读指导卡上要
完成的项目。这样孩子们能在
教师的组织下，有目的地去阅
读，避免放羊式的低效能阅
读，教师也能随时掌握孩子们
的阅读状况，以便及时作出调
整，这就大大提高了阅读课的
效率。

● 亲子共读 浓厚家庭读书氛围

书香伴随成长，让阅读照亮
每个孩子的童年。为深入推进阅
读活动，学校倡导家校共建，每
年通过评比“书香家庭”，激励
家长和孩子们多读书。

他们把世界读书日这天定
为“校园读书节”。今年的

“校园读书节”，学校邀请了 70
位家长代表、 70 名各小学校
长及老师代表参加了活动。活

动中，孩子们用表演的形式，
将书本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和故
事情节展现出来。孩子们演出
排练非常投入，为了了解故事
中的情节，他们反反复复翻看
经典著作，揣摩角色特点。师
生们都说，这样声情并茂的演
出，本身就是一种深入且有效
的学习方式，会让大家的阅读
兴趣更持久。

刘海防校长说，在近两年
读书节的推动下，涌现出了140
余个优秀“书香家庭”，带动了
4000多个家庭实现了持续亲子
共读。

二年级同学张翼的家长，在
颁奖典礼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他在
亲子共读中的收获。他讲到，有
次他跟张翼一起阅读了一本关于
亲情的书。阅读过程中，张翼被

书中的故事深深打动，流下了感
动的泪水。那一刻，他深深地感
受到了阅读的力量和魅力。一本
好书往往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可以让孩子沉浸其中，忘记
周围的纷扰。在阅读的过程中，
他发现孩子竟然可以随着故事的
起伏而紧张、兴奋、感动，体验
到各种不同的情感，这种愉悦感
和满足感可以让孩子更加热爱阅

读。
杩煜潇的家长则分享了他

跟孩子的共读时光。每天晚饭
后，他都会放下手机，静静走
进孩子的书房，跟孩子共同阅
读。孩子有困惑时可以跟自己
提出，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有感
慨时，也会跟孩子探讨。如此
日复一日、雷打不动地坚持，
让他感受到孩子的变化很大。

学校除了在图书馆设立阅
读座位，让有需要的班级在
此上阅读课外，还将整套的
图书放到各个班的书柜上，
供班级开展整本书阅读时选
用 。 同 时 在 班 级 设 立 图 书
角，由同学们自带书籍，放
在这里供大家交换阅读。学
校还在每个班的外墙上钉立

了横排书架，由班级负责人
去 图 书 室 更 换 书 籍 充 实 于
此，方便孩子们在课间时取
阅。另外学校还在每层的走
廊小厅内设置了足量的可移
动书架，供师生休息时翻阅。

学校还提倡，每个孩子的
书包里必须有一本课外书，
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读。时

间久了， 孩子们渐渐养成了
阅读的习惯：早晨或中午到
教室早了，他们会掏出书来
读；作业做完了，离下课还
有几分钟，他们也会读书；
即便是在教室前的走廊里排
队等待放学的时候，他们也
会抄起走廊书架上的书看上
几眼。

四年级的李晟睿，不仅对
播音主持感兴趣，同时还是
出了名的“三国迷”。在他的
书包里装着一本非常厚的已
被翻得有些卷页的 《三国演
义》。哪怕是课间上完厕所回
来，距上课还有几分钟的时
间，他都要拿出来快速地扫
几眼。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他已经把厚厚的一本书翻看
了一多半，这让他很有成就
感。

师生们说：阅读是点亮智
慧火炬的火种，是开启智慧大
门的金钥匙。东光县第三实验
小学将继续推进书香校园建
设，希望阅读之光能照亮更多
孩子的童年。

● 书香 弥漫在校园角角落落

昨日，远在甘肃的唐培德
微信里收到一张图片，是在老
家泊头的妻子发过来的。图片
上是一株有些枯萎的牡丹树，
已经有 400 多年的树龄了，价
值百万元。唐培德看了一眼，
当即给出解决方案：“牡丹刚过
花期，有些脆弱，叶子只是有
点干，打 3次叶面肥、预防菌
类病的农药就行了。”

今年 56岁的唐培德是泊头
市王武镇唐庄人。多年来，他
在西北做生意，又在老家承包
数百亩地种牡丹，他说他的成
功离不开读书：“如果不是读

书，我不会做进口业务，让我
从低谷逆风翻盘；如果不是读
书，不停地向专家前辈学习，
我不会投资 2000多万元建成牡
丹园，让数万株牡丹绽放在大
运河畔。”

三年苦“啃”专业书

2004年是唐培德的人生低
谷期。那一年，父亲去世。他
兄弟姐妹4个，父亲最宠他，而
父亲去世时，他却远在甘肃。
再加上那年业务也不景气，他
深受打击，一下子感受到了什

么叫人生的至暗时刻。
那一年春节回家，他几乎

身无分文。他在老家承包的土
地，种的五六十亩白菜还没有
卖，他更拿不出钱给工人开工
资。大部分人表示理解，有的
乡亲还把梨窖腾出来让他放白
菜。但也有人言辞激烈，说了
些难听的话。

唐培德跑到梨树地里大哭
一场，暗下决心：“一定要混出
个人样来！”春节后，唐培德卖
掉白菜还清工人的工资，背起
行囊再次踏上征程。

在朋友的推荐下，唐培德
将目光锁定在电机配件的进口
业务上。可是对于初中都没上
完的他来说，工程报价单上的
英文他都不认识，更别说谈业
务了。于是，他跑到兰州，转
了 10 多家书店，买到所需的
《英汉机电工程词典》《汉英机
电大词典》等专业书，花了五
六百元。而这些钱还是他从合
作方那边借来的。那时他每天
的开销不超过 10元，当地有名
的兰州拉面 2元多一碗，他舍
不得吃。他买来鲜面条，用清
水加盐煮一煮，实在吃不下去
了，就买袋榨菜下饭。

每天凌晨4点多，唐培德就
起床了。拿出专业书，开始

“啃”起来，他不会读，就死记
硬背。左手翻着书，右手开始
在纸上写，一遍记不住，就两
遍、三遍……甚至百遍。看累
了，唐培德就出去跑跑步，回

来接着背。
一本专业书里涉及的词汇

有 16万多条，唐培德硬是把它
拿下了。他拿下的不仅是知
识，更是一笔笔业务。唐培德
没有倒下，他慢慢站了起来！

200本日记写人生

唐培德除了喜欢读专业书
籍，还喜欢看曾国藩的书。他
翻阅《曾国藩传》，了解他的平
生故事、奋斗历程，体会曾国
藩的成功和失败，以此不断激
励自己前进。

曾国藩喜欢记日记，唐培
德也喜欢记日记。清晨，他会
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天的计划，
主次先后排序，督促自己当天
去完成。一天结束，他会将当
天的经历写在日记本上，然后
复盘反思：哪些事做了，哪些
事没做，哪些事完成了，哪些
事没完成，没完成的原因是什
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唐
培德写下了 200多本日记。“日
记本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这
些日记本，既记录了他的过
往，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与变化。

记者眼前的唐培德，皮肤
黝黑，穿着格子衬衣，身上斜
挎一个小包，十分朴实。

“我就是一个农民，不能忘
本。我最难的时候乡亲们帮助
过我，有能力了我要回报家
乡。”这些年他在家乡承包土

地，安装上变压器，拉来高压
电缆，给年龄大、不方便外出
打工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尽
己所能回馈家乡。

花十多万元买书读

“这么多年，和我一起风雨
走过的是我的爱人，她挺不容
易的！”唐培德说。爱人喜欢牡
丹，2016年，有了些实力的唐
培德，开始着手打造牡丹园，
承包土地扩展到435亩。

在种植牡丹上，唐培德也
走了不少弯路。2017年，他从
西北地区花200多万元购买了数
棵百年以上的紫斑牡丹，但由
于经验不足，只成活了一半，
这让他痛惜不已。

“我既然要做农业，就得研
究这块，了解专业知识，了解
国家政策。”于是他又开始拼命
学习，光购买专业书就花了十
多万元。

唐培德买书有一个习惯，
同一本书会买两本，一本放在
甘肃，一本放在老家。无论
在哪边，他都能信手拈来。在
甘肃的住所里，摆放的东西除
了货物就是书。在老家宅院
里，一进客厅，左手边挨墙放
着 20 多个铁皮柜子，打开柜
子，里面都是书。他的床头柜
上摆放的也是书。他说，“我一
天不读书，都睡不着觉！书中
不仅有‘黄金屋’，还有比黄金
屋更重要的东西。”

唐培德唐培德唐培德：：：书中自有书中自有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黄金屋”””
本报记者 寇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