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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情结
!

吴佳佳

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带

着平淡的心态，漫步在书籍的

丛林中，静静地感受淡淡的书

香中所沉淀的厚重思想。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

读书为本”，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

有时候，寂寞是这样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

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捧好书一本，寻静谧

一隅，在沁人的书香中沉潜于心，或掩卷深

思，或莞尔一笑，或醍醐灌顶，或拍手称快

……阅读被时光做旧仍然饱满着青春汁液的

书籍，在阅读中延伸历史，延伸生命。

古老的文字承载了几千年岁月的沧桑，

泛黄的纸页包容了几千年华夏文明的深邃，

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对着这本厚重的典

籍，又怎能不发出心灵的感叹！当时间与空间

都在这里定格，当读者与作者的思想在这里

碰击出智慧的火花，当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

这里突然产生强烈的共鸣，你又怎能不感受

到心灵的震撼！只是一本小小的书籍，却让你

找到了许多人生真谛，在历史与时间的积淀

下，这种感悟愈发显得厚重。

每本书都有她的灵魂与芳香，都有她的

智慧与哲理，所以徜徉在书籍的丛林中，不要

刻意地去寻找“灵魂的寄托”。目光与书籍的

碰撞，往往是那么偶然又是那么必然。当某本

书无意中进入你的视线，你潜意识中的需要，

刹那间便变成了对那本书的强烈渴望，你会

发现原来你一直寻找的“灵魂寄托”就在你的

眼前。那时你会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与激动，一种如获珍宝的

兴奋与感动，那是一种对书籍的迷恋与执着。

当你迫不及待而又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一页，

你的目光与墨色的文字便发生了面对面的交

流，在你的预期情绪与泛黄的书页有了融合

之后，一种发自内心的慰藉与

充实便油然而生。

漫步在书籍的丛林中，应

该不时地往回看看，前方的天

地固然很令人向往，但一味地

往前走，你会在丛林中迷失方向。这里的林荫

小道都是双向的，可以让你驻足，让你回首。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随意地调转前行的

方向，重拾昔日的书籍，你会惊喜地发现里面

又出现了一片新的天空。当你带着一种克制

不住的求知欲，重温那部书籍时，你会发现你

又有了很多新的感悟。这时你会充满欣喜与

激动，因为阅历和情感的积淀，填补了第一次

阅读时的很多空白，让你更加深入地走进那

本书的灵魂。经典需要珍藏，需要重温，在一

次次的重温中，你的思想将会变得更加深刻。

蜻蜓点水般的阅读经典，经典也只能给你蜻

蜓点水般的启发。

其实书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每个读

者对待书的态度。带着功利的心态去读书，把

书看成是“敲门砖”，你将永远不能走进书的

灵魂。阅读书籍需要一颗真诚的心，当一个人

沉浸在万籁俱静的阅读中，微风沉醉的夜晚，

窗外是潇潇雨声，仿佛身处瓦尔登湖畔，看云

卷云舒。远离尘世的喧扰，直面人生的孤独，

才能深刻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寻找真我，寻找

内心的平静。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层楼，望断天涯

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所说的读书

三境界，更是我们应该执着追求的三境界。读

书是一种情结，淡淡的书香中所蕴含的深邃

思想永远给我以启迪和鼓励。这是一种心灵

的情结，思想的情结，更是人生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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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金

盼望着，静寂的田野终于

苏醒过来，她微微张开沉睡了

一冬的眼睛，悄悄地将自己的

外表装扮一番，于是整个田野

生机勃勃起来。

田野里大片大片的麦苗最先显示出生机。在

四周的植物仍耷拉脑袋、冬眠的动物仍在沉睡时，

麦苗最先竖起了她的耳朵，这个本来低垂着以至

能碰到地面的小个子，仿佛听到了生长的号角，一

下子昂起了她的头，一个劲儿向空中伸展，仿佛她

睡得太久了，现在该舒舒服服地伸一个大懒腰了

吧！顺便再将自己保持了一个冬天的没有光泽的

暗绿色改变一下，田野的底色也就变成了柔和的

浅嫩绿色。农民朋友们知道，麦子起身了！这一起

身又带起路边小草、野菜们纷纷抬起头来，灰黑色

的田埂两边，出现了点点的新绿，没过几天就变成

了一层一层耀眼的绿色，最终田埂消失在一片绿

色的海洋中，遍野的绿色便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

希望。

此时，远处的河边，排成整齐队伍的柳树，枯

黄的树干上，苍白色的枝条低垂着，仿佛仍在和寒

冷的冬天作无言的抗争，没有一片树叶。不经意

间，树的四周就泛起了一层隐隐约约的黄绿色，这

种绿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让人以为自己是在

意念的引导下看模糊了眼，是在心里为老树着了

新装。但揉揉眼再看，那淡淡的、若隐若现的绿色

真实地存在着，树的四周似乎被一层绿色的光环

围绕着。一场连绵的春雨过后，清爽的空气中，那

种朦胧的绿色一下子就清晰起来，树周围的那种

绿色的环逐渐长大变厚，枝条上现出了点点的嫩

绿色细叶，还泛着点浅黄。就在不经意间，绿色就

蔓延到天空中、倒影在水面下，立体的绿色于是就

笼罩了整个田野。当人们猛然惊觉时，披着绿叶的

柳条已经“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激

起了人们心中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孤立在田头的桃树刚长出细叶时，

醉人的桃花还只是一个个难看的褐色的

小花蕾。在阳光和雨露的呵护下，花蕾很

快就把这种褐色长大、变淡、转红了，花

蕾的中间现出浓浓的青色，再

逐渐转淡，朵朵迷人的淡白色

小花就绽放开来。经过春日的

阳光一照，淡白色的花瓣上又

现出了点点的红，她害羞了吧！

不然，怎么在花瓣上现出红晕？当粉红色的桃花盛

开的时候，沟壑交错的田野，在嫩绿的底色上，有

整块的菜花黄、点点的桃花红、一簇簇的竹叶青，

田头地角还有那紫色豌豆花、大眼睛的蚕豆花

……蜂飞蝶舞、鸟鸣犬吠、柔风拂面，凝视着这一

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美好的希望让人不由得从

心底油然而生。

麦子的起身也吹响了农民忙碌的号角，田野

里逐渐热闹起来。在还干涸着的鱼塘边，远处的老

大妈抱着一捆刚刈的青草向鱼塘走去，吵杂声也

随之从对面的鱼舍传过来。一条大黑狗轻吠了一

声欢快地窜了出去，摇头摆尾、上窜下跳；老母鸡

们扑腾着翅膀，咕咕叫着飞奔而去；一群黄毛还未

褪尽的小鸭嘎嘎地叫着，颤微微地迈着八字步紧

紧地追赶，似乎在说：“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当树

绿了花开了蜜蜂也来了的时候，棉花就该播种了。

人们把从地里打出的棉花钵整齐地码在一起，浇

水、丢种、打药、撒酥土，再盖上塑料薄膜保温，待

棉花苗长出后，还要把一个个钵移栽到大田里，接

着便是无休止的除草、施肥、洒药……春日的田野

里有人们永远都干不完的活，也承载着人们无尽

的希望。

劳作之余的人们，有时会从麦田里、土埂边、

沟渠旁、晒场上，随手挖些野菜，从荠菜、野麻菜、

枸杞头、黄花草到马兰头，要什么就挑什么，没有

刻意，似乎田野里到处都充满着希望。黄昏时分，

人们聚在一起走向炊烟袅袅的村庄，突然传来一

阵歌声，不知是谁随手在路边摘了一只野荞荞（苜

蓿），放在嘴边吹了起来，声音虽不悦耳，却在春风

中激荡人心：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李嫂的困惑
!

华占和

前几年，李嫂和丈夫双双下

了岗。四十多岁的年纪，说老不

老，说少也不少，干什么事都显得

没了底气。他俩文化水平都不高，

没有正规的学历文凭。为了生计，

李嫂给丈夫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三轮车，上街搭客

载货；她自己则打起了“游击”干零工，反正有什么

活干什么活，哪儿能赚钱就到哪儿去。因为收入不

太固定，所以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相当艰辛。

李嫂并不怨天尤人，她只是后悔自己小时候

没有认真学习，没有多读些书，如果自己有个过得

硬的文凭，现在到哪儿都可以找一个好工作！可是

这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卖，他们夫妻俩只有把心思

寄托在独生女儿秀秀的身上，希望秀秀认真读书

考上大学，将来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不再像

自己一样过一辈子的苦日子。

去年中考，学习成绩一向处于中等水平的秀

秀，居然考进了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李嫂高兴得

像买彩票中了巨额大奖似的，激动得一个晚上都

睡不着觉，因为她听人说，只要能考进这所重点中

学，就等于是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门！她对女儿的

态度大变，原先对秀秀不是骂“笨猪”，就是吼“馋

猫”，现在突然把她当成了宝贝，敬如贵宾。秀秀洗

自己的衣裤，她抢过洗衣盆代她洗；秀秀打扫自己

的房间，她夺过扫帚或拖把代她干。她对秀秀说：

“从今往后，家里什么事都不让你干了，你就一门

心思地把你的书读好吧。”

李嫂当着女儿的面跟丈夫约法三章：“一，只

要秀秀在家看书学习，我们不准看电视，得轻轻地

走路，轻轻地说话，轻轻地做事；二，家里的大事小

事绝不让秀秀插手，确保她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

学习上；三，不管家里经济多紧张，哪怕我们自己

少吃一点，也要单独为秀秀开些小灶，增加营养。”

李嫂丈夫连忙点点头：“行行行，一切听你的”。

他还再三嘱咐女儿：“秀秀，你听到你妈的话了吗？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爸妈圆了这个大学梦啊！”

从此以后，李嫂夫妻俩严格

遵守自己订立的“家规”，只要女

儿放学一踏进家门，他们就像家

中来了什么大人物，怕惊动或影

响这个大人物似的，说话轻言慢

语，做事轻手轻脚。李嫂自己则一会儿送茶水，一

会儿送夜宵，把女儿照顾得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他们做得最多的两件事就是起早贪黑、省吃

俭用，同女儿秀秀唠叨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抓紧

学习、考上大学。刚开始，秀秀似乎非常懂事，一放

学就钻进自己的小房间里埋头看书做练习。看到

女儿这样，李嫂夫妻俩都暗暗地高兴。

转眼间，秀秀已上到了高三，再有几个月就要

高考了。可是，细心的李嫂发觉秀秀最近有点变

了：以前开朗活泼，一蹦三跳，见人满脸笑，现在常

常是沉默寡言，脸儿板得死死的，有时候还常常坐

在小房间里发呆发愣。李嫂心里很困惑，女儿这是

怎么了？她想从女儿流露出的眼神中看出端倪，却

看不出女儿内心深处到底埋藏着酸甜还是苦辣？

一天傍晚，秀秀的班主任上门家访来了，说秀

秀这些日子精力不够集中，学习成绩也明显下降，

问他们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李嫂夫妻俩连连摇头。李嫂还一五一十地讲

了自己的心愿以及如何对女儿百般呵护和关爱。

班主任似乎听出了一些道道，她说：“秀秀一

直是有上进心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也是中等偏上，

按正常情况，她考上大学是有希望的。但你们也不

能把太大的希望压在孩子娇嫩的肩膀上，要求她

将来如何如何。若是让孩子肩负着自己和父母的

双重期望，她的人生就会变得过于沉重甚至扭曲，

就会失去生活中本应有的乐趣。这样对孩子是不

公平的。孩子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没有责任

承担父母的理想。”

班主任走后，李嫂夫妻俩一直在嘀咕：做父母

的到底应该给子女什么才是最珍贵的呢？

欠父亲电视机
!

徐生汇

我欠父亲一台电视机。

这是我埋藏心底的一个秘

密。

十五年前的 1997年初

冬，花甲之年的父母从农村

老家来到县城我家，探望儿

孙，治病疗养。一如往年，父母的到来，让上班

的我和妻女，又过上家务事不让沾边的日子。

翌日傍晚，父亲对我说：“我们老了，晚上

到你弟房间看电视不方便。这次来，想买台电

视机，自有自方便。”

我问：“买什么样的？”

他说：“你看看，哪里有旧的卖？”

我说：“买新的。”

他说：“新的要千把块哩。我和你妈岁数

大了，看一天是一天，要求不高。听说旧电视

机三四百块钱就能买到。”

父亲说的是事实。当时我市农村多数家

庭还是黑白电视机，城里居民才开始由黑白

向小彩电、小彩电往大彩电转换。工薪阶层的

我，一台十四英寸孔雀牌彩电还是结婚时买

的。看着邻居抬回大彩电，我和妻子也规划着

“鸟枪换炮”，但迟迟下不了手。父亲要买旧电

视机，不如将我们的小彩电让给他们。

父亲听了我的建议先是一愣，然后回答：

“不。”一阵深思后说：“那不好。我们只准备花

三四百块钱，你们的彩电远不止这个价。”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有点着急，“我跟你，

谁跟谁？要不，你再添点。”

父亲又是一阵沉默。约莫过了半个钟头，

他跟我详谈，细说理由。你们彩电看得好好

的，我搬走了，你们就要花一大笔钱重买，由

此造成经济上紧张，我不同意。把你们的彩电

拿走了，我即使添些钱，但仍然占了你们的便

宜。你愿意为父母吃亏，但你老婆的父母却没

有得到这样的便宜。我们这样做，极有可能造

成你们夫妻甚至于你和丈人丈母娘的矛盾。

做父母的希望儿女家家和睦。我们一直种田，

收入有限，现有的余钱，我天天吃药要用，我

和你妈闲来还打个麻将小牌，要准备个输钱。

孙子孙女四个，个个都是淘喜宝，爷爷奶奶有

时还要给他们准备些零食。手中无米，唤鸡不

灵啊。我说过，你们的儿女结婚，即使我不一

定能等到那大喜的日子，但给孙媳、孙女婿见

面礼的钱早存在一边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挪

作他用。我这个痨病鬼子说走就走了。今天，

我们不浪费钱，也是给你们

日后减轻些负担。

后来几天里，我跟父亲

再谈我们夫妻的“小彩电给

你们，随便给个三百四百都

行”的一致意见，而他仍不同

意，并说即使我们白送也不要。最后一次，父

亲向我宣布了他们的最新慎重决定：旧黑白

电视机暂时也不买了！此话过后大约一两天，

父亲就带着母亲回乡了。

一晃冬天过去。翌年3月1日晚8时许，

大哥哭丧着打来电话说，刚才，父亲去世了！

跪在父亲身边凝视，他双眼紧闭，已全身

冰凉。我放声嚎哭，他双唇紧锁，不再应答。父

亲去世是个意外。患多年老慢支的他几天前

着凉感冒，今日傍晚坐痰盂上解小便时不慎

跌下昏迷，经村医急救苏醒，抬上床半躺，一

会后平放，竟一下子断了呼吸！

子欲养而亲不待。在为父亲守灵的时间

里，我的内心比我的弟兄们更难受，无比的悔

恨。我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我欠父亲一台电

视机！不！我欠了父亲一台我今生无法偿还的

电视机！我欠父亲远比一台电视机要大的情

债！

送走了父亲，我和妻子把那台本应给父

亲的旧彩电搬回老家，装在母亲床边。母亲不

要，我再也不能同意。母亲依然要给钱，我哭

着什么也不说，坚决不收。

当年除夕上午，我悄悄到父亲坟上，边焚

化纸钱，边与父亲对话，表达我的愧意。翌年

除夕，我带着女儿上坟茔。很快，三弟兄都领

着儿女来了……往后，儿孙们都在除夕这天

集中上坟祭奠，竟成了规矩。

我向父亲忏悔，这是我个人的秘密，至今

未曾向我的弟兄和妻女明白地说出过。那他

们为什么总是与我一样怀念父亲，一同对健

在的母亲更为呵护、愈加的孝顺？答案唯有一

个，或许他们也同我一样在检点自己，更加注

重孝老现在时！
春天里的文化

□ 黄世贵

春天里的文化，

在大江南北百舸争流，

在蓝天白云引吭高歌，

在城市农村相互牵手，

在军营学校阔步行走，

在社会处处的繁荣，

在人们张张的笑脸。

春天里的文化，

在百花盛开的大地，

在钢花飞舞的工厂，

在麦浪滚滚的田野，

在歌声悠扬的舞台，

在边防哨所的前沿。

春天里的文化，

在儿童们唱起的幸福歌，

在老人们跳起的健身舞，

在白衣天使娴熟的妙手，

在灵魂工程师的三尺讲台，

在科学家的天地间遨游。

春天里的文化，

引领着千百万建设者的足迹，

映照着千里的征程，万里的伟业，

传承着先辈的精髓，智慧的魅力，

奏响着前进的乐章，时代的旋律，

让文化的主流，乘风破浪，潮头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