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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

我是一抹白云
为你裁成白纱裙
在和煦的阳光下
修饰你纤细的腰身

我是晶莹的小水滴
躲进你细长的睫毛里
在荷花亭亭的岸边
你的眼眸闪动着灵气

我是温婉的雨丝
默默滋润你的胴体
在桂花的馥郁芬芳里
你黑亮的长发垂至腰际

我是至纯的雪粒
悄悄消融在你莹洁的皮肤里
在岁月无痕的长河中
我虔诚且痴情地守望着你

爱的畅想曲

□徐永胜

世界读书日来临，俯首沉思，感
触颇多。书柜内 30 多本图书，陪伴
我度过了 2020 年那不平凡的一年。
它们给我的思想颇多收获，让我的
精神之树得以成长，对人、人生、人
生之路颇多感悟。

出身教育世家，我迄今依然爱
读教育理论书籍。精读上海大学博
士 生 导 师 谭 旭 东 的《儿 童 文 学 概
论》、著名儿童作家徐鲁的《童书评
论集》，对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儿
童文学写作、阅读和评论有了更深
的认识，开阔了自己对于儿童文学
的视野。在欣赏许昌市文联主席张
小莉的《曹操传》《小车不倒只管推》
时，我从中感受到雄浑壮阔、慷慨激
昂的建安风骨，了解了平凡英雄的
进取精神。夜读《士兵突击》《亮剑》

《铁道游击队》时，让我走入火热的
军营，与青春英雄为伴，让红色基因
在血管中沉淀。《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解忧杂货店》让我领略了外国
名家名著的魅力，使我对奇幻的人
生产生诸多感慨。还有儿童文学家
李东华的《焰火》、曹文轩的《火印》，
心理刻画入微，写作手法娴熟，故事
情节设置巧妙，大家之文采令人叹
服。再看已读多遍的《红楼梦》，理解
了小人物刘姥姥、贾芸的人生智慧，
目睹了豪门大厦覆灭的无常……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河南省政府督学魏胜先跟我说过

“读书是福”，并欣然提笔赠送墨宝
“读书是福”。他引用古语对我说：
“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
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
耳谓之福，有多闻直谏之友谓之福。

‘五福’之中，读书排列位首，可见古
人对读书的推崇。”

读书有诸多好处，增智慧，学知
识，明事理，开眼界，阔胸怀，我久已
闻之。梁实秋曾说过：“读书得以开

茅塞，除陋习，得新知，增学问，广见
识，掌性灵，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
孤陋不偏执。”然“读书是福”的理
念，我曾不以为然，总感觉读书就像
呼吸自由的空气，沐浴金色的阳光，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甚至对于某些
人来说，读书是苦差事，读书人是书
呆子，满身清贫气，何来福气。

我似长途跋涉的寻道人，竟然
由爱读书而走上了写书的不平路，
并结识了一大批同行于此道中的读
书人、写书人。2020 年，历尽波折，我
的反映家风家训和廉洁文化的《戒
尺》得以出版。诸多爱读书的人及由
此爱屋及乌的人让我念念不忘：青
岛出版社少儿期刊中心总编连建
军，疫情期间，乘飞机、汽车，辗转到
许昌参加《戒尺》新书发布会，如同
单刀赴会的关云长，让我感叹这位
智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有胆有勇。
许昌市文联主席、青年作家张小莉
欣然提笔，为该书作序。河南省纪
委、许昌市纪委、魏都区委的有关领
导更是对此书大力支持，《戒尺》在
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连载，省内外
读者好评如潮，无数读者点赞。一部
反映优良家风家训和廉洁文化的儿
童图书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让
我始料未及。难道这是读书之福吗？
我摇头哂笑，对“读书是福”仍然是
不置可否，感觉读书仅是个人兴趣
而已。

后来，因为《戒尺》，我到河南省
纪委宣传部与领导谈创作初衷和写
作心得。当我站在河南省纪委大门
前，望着庄严肃穆的大厦，盯着充满

浩然正气的牌子，看着忙碌进出、勤
勉肃贪的纪检干部，作为一名基层
公务员，作为一名读书人，作为一名
作家，我的心中升腾起奇异的感觉，
如同醍醐灌顶，猛然顿悟到“读书是
福”的含义。

观世事，有多少人追求声色犬
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奔波于酒桌、
牌桌之间，为了口腹之欲，骄奢淫
逸，贪赃枉法，整日头脑昏昏，神思
疲倦，丧失信仰，丧失对知识、对天
理的敬畏，做事肆无忌惮。他们无工
夫读书，没时间读书，不屑于读书，
不爱读书，特别是不读红色书、圣贤
书，当“祸从天降”，这些人悔之晚
矣。他们身陷囹圄之时，哪里还有机
会去读书？哪里还有心情去读书？哪
里还有精气神去读书？

是啊，读书是身体之福。“这些
年，从酒桌上倒下就再也没有醒过
来的干部有之，连续几天‘砌长城’
而突发疾病的干部有之……”通过
读书，养成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生
活习惯，达到身体健康，精神愉悦，
神清气爽，这样干工作就会充满激
情和朝气。通过读书，可以把精神的
强健传递给肉体，美好的生命不但
充实有意义，而且将得到延伸。正如
作家池莉所言：“我们每一个人只能
活一辈子，但通过阅读，一个人可以
活好几个一辈子。”季羡林、杨绛、
冰心，这些热爱读书的人长命百岁，
身康体健，我想定是读书带来的身
体之福。

是啊，读书是精神之福。通过读
书，能知名人跌宕人生，看凡人平淡

生活，明哲人智慧，听俗人絮叨，能
让人对理想、信念、人生有更多的思
考，让自己思想更深邃，心胸更加开
阔，做人处事更豁达，不拘泥于犄角
旮旯中钻牛角尖，让自己的人生之
路走得更踏实。通过读书，补充心灵
的维生素，保持心灵的健康，少了夜
里的辗转反侧、心神不宁，让生命从
容不迫，温馨敦实。当我们身陷尘世
的羁绊而消沉浮躁时，读几册书，会
倍觉神清气爽，能按住那一颗躁动
的心，守住自己的孤独与寂寞，从而
欣赏到更多更广的美丽风景。

是啊，读书是家庭之福。夜晚万
家灯火，父母妻子孩子，或各居一
室，捧书静读，或聚于客厅，谈读书
心得，书香飘散在家庭的每一个角
落。伴随着如水的灯光，氤氲的亲情
在此刻得到无间的融合，浓浓的亲
情在亲人的心间飘荡穿梭。通过读
书，夫妻和谐，妻子不再为夜不归宿
的你牵肠挂肚，年迈的父母少一点
惦记，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徜徉在
书的海洋中，玩耍，嬉戏，汲取知识
的营养，健康茁壮地成长。家和万事
兴，读书可以让家成为心灵的港湾，
让爱驻在每位亲人的心中。

是啊，读书是命运之福。任正非
说过：“成功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
以学，那就是读书。”他在中年时期，
处于命运的最低谷，没想到因为读
书这个人人都可习得的习惯，彻底
改写了失败者的命运。当他细读《曾
国藩传》时，整个人突然顿悟。当晚
回家，任正非就收拾好心态，稳扎稳
打地学习各种优秀人物的经验，重

新为自己树立信念。经过几年的沉
淀，他一鼓作气创办了华为，而如今
的华为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
追根溯源，可以说读书改变了任正
非的命运，成就了任正非，成全了华
为，让华为扛起了民族品牌振兴的
大 旗 ，让 中 国 在 5G 之 路 上 遥 遥 领
跑。

是呀，读书是儿孙之福。曾国藩
有对儿孙后代的八字家规，即：书

（勤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
猪（喂猪）、早（早起）、扫（打扫）、考

（祭祀）、宝（善待人）。后人戏称其为
治家的“八宝饭”，其中书排首位。一
个家庭有了这“八宝饭”，便拥有了
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曾家始终
保持了谨严的读书家风，名人辈出，
延续五代不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
些都得益于曾国藩治家有方。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播出了《正风反腐就
在身边》四集电视专题片，其中的孙
小果案、孙茂才案、严春风案、向力
力案中，往往是父母沉溺在贪欲之
海里，迷失在灯红酒绿中，没有时间
读书。他们为孩子准备了几辈子也
用不完的物质财富，却没有留下半
点精神财富。上梁不正下梁歪，家风
不正，贻害子孙。家里面没有书香，
满是铜臭味，子孙满脑子攀比，满眼
钱财，追逐奢侈生活，从小就不爱读
书，成为躺在钱堆上的行尸走肉。当
老子这棵大树哄然倒坍，可谓是树
倒猢狲散，子孙后代惶惶如丧家之
犬，不知如何生存。

是啊，读书还是社会之福，读书
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气、急躁气，让
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文雅，更加风清
气正。如今，书香城市已经成为一座
城市幸福文明的重要标志。

读书吧，读书是一种有品位的
爱好，读书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读书是一种高尚的追求。我认为最
重要的是，读书是人的一种福气。读
书是福，请把这四个字牢记心中！

读 书 是 福

□刘璟

与您相遇，在林荫小路
环绕的校园，您总是陪我走
过那片花圃，教我诵读“万
紫千红总是春”；与您相遇，
在三尺讲台，您握着我的手
教我做合唱指挥，最后我也
没弄明白《小草》这首歌是
四三拍还是四二拍；与您相
遇，在教室走廊的尽头，夕
阳西下，我总是飞奔过去告
诉您补课时间到了；与您相
遇，在宽敞明亮的教室，每
天 100 道口算题，您陪着我
们从生疏到流利……

36 年已经过去，但有您
陪伴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
昨天，反而一些比较近的日

子早已没有丝毫的印象。人
生这趟单行列车，多少人上
上下下，有的相伴片刻，有
的 相 伴 一 段 ，有 的 相 伴 终
生 。有 的 在 车 上 却 远 在 天
涯，有的早已下车却始终相
随。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
感谢遇见。遇见的桃花，明
媚亮丽；遇见的松柏，挺秀
俊朗。遇见皆为缘，离合总
关情，有情的终归有缘，无
情的终是过客。珍惜这份遇
见，珍惜这份情缘，彼此的
付出，不随时光的流逝而淡
漠；彼此的珍惜，也不随空
间的转移而淡化。难得的是
真诚，难得的是珍惜，弥足
珍贵，历久弥新……

珍 惜 遇 见

桐花独艳三春晚 吕超峰 摄

□李艳霓

周末一早，我和婆婆顺
着河堤去菜市场买菜，一路
上总有淡淡的清香在空气
中弥漫，那是一种沁人心脾
的甜香。抬头望去，高高的
槐树上一串串一簇簇洁白
的花蕾已缀满翠绿的枝头，
又是槐花飘香的时节了。

来到菜市场，由于时间
尚 早 ，卖 菜 的 刚 开 始 出 摊
儿，只见一位老婆婆正弯腰
掂着一个大口袋往篮子里
倒着什么，那一篮篮雪白的
花苞仿佛是她的珍珠宝贝，
在清晨的阳光下晶莹剔透，
走近一看竟然是新鲜的槐
花！

卖 槐 花 的 摊 主 与 婆 婆
年龄相仿，两位老人一见如
故，从家门口的老槐树聊到
蒸槐花、拌槐花、鸡蛋炒槐
花，再到槐花汤、槐花饺子、
槐花包子，如数家珍，听得
人直流口水……看着眼前
两位捧着槐花亲切攀谈的
老人，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
老家捋槐花的美好时光。

每年 4 月末，家乡的槐
花就迎着春风次第盛开，洁
白如雪，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香气四溢。哥哥们举着
长长的镰竿，在蓝天下的槐
树与槐树之间来回奔走探

看，选择那白苞青蒂盈盈肥
嫩的一枝又一枝。小伙伴
们笑着闹着在树下捡拾，外
婆则坐在院子里，怜惜地捋
着一串一串花苞，仔细地挑
拣花梗、叶子等杂物。到了
晌午，左邻右舍都会端着饭
碗，坐在槐树下吃饭，刚刚
蒸熟的槐花散发着浓浓的
香甜和温暖。

那时候，好吃的食材不
多，人们将槐花视为春天的
恩赐，赏槐花、摘槐花、送槐
花、食槐花……槐花是人们
赞不绝口的美味。如今，有
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扶持，
乡亲们开始进行槐花深加
工，香甜的槐花蜜在山野农
舍、芳草小径源源流出；以
槐花为原材料精心制作的
各 色 槐 花 糕 点 、菜 肴 摆 上

“槐花节”的活动现场，成为
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希
望。

时光匆匆，儿时的伙伴
四 散 东 西 ，外 婆 已 离 去 多
年 ，但 那 一 棵 棵 高 大 的 槐
树，那一树树雪白的槐花，
还时常令我神往。清潩河
两岸随风流溢的槐花香，像
那浓浓的乡情，勾起我对家
乡深沉的思念，提醒我们好
好珍惜每个春天的情意，珍
重与每位亲人的缘分，不辜
负大自然这美好的馈赠。

五 月 槐 花 香

□汪亭

周末，赶一趟绿皮火车回老家。
年少求学时，回家很频繁。有漫长

的寒暑假，各种闲散节日及周末，还有
一颗思乡的少年之心。而今中年，客居
异地，又成家立业。每每想回家，总因种
种俗事被耽搁。

人 到 中 年 ，回 到 老 家 已 然 有 些 生
疏。从落满灰尘的书柜上，看到了一张
十 多 年 前 自 己 的 照 片 。背 靠 葱 郁 的 群
山，秋阳夕照，黑发及耳，一脸清愁。

想起当年，在山村中学，男生留长
发非常流行。老师三令五申，我们仍无
动于衷，我行我素。记得那时，一位姓刘
的语文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这头
发一长，思想就乱了。

在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十分可笑，
不可理喻。头发与思想，两样不沾边的
东西，怎会有关联？

拿起旧照片端详，十六七岁的我，
瘦小蜡黄的脸深藏发间，眼神轻蔑不可
一世。再看看现在的自己，目光温和，头
发半寸之短。久久凝视照片，我的喉咙
有些哽咽，心中感慨万千。

重新咂摸头发与思想。如今觉得，
长乱的发丝真的能蓄积纷纭杂沓的思
想。尤其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容易理不
清，剪不断。

想起大学毕业时，一群人跑到学校
前的护城河边。几杯啤酒下肚，有人哼
唱：“走吧，走吧，从此各路天涯……”夏
风 将 这 些 散 词 断 句 吹 入 耳 畔 ，回 声 阵
阵。几个女孩低声落泪，默默不语。我们
男生，不停地推杯换盏，脸颊涨红。

眨眼间，走进了烟火围城。曾经一
起 逃 课 游 玩 ，一 起 写 诗 谈 情 的 兄 弟 姐
妹，现今身在五湖四海，各自躲进碌碌
尘世，日月操心柴米油盐。

中年蜗居闹市，身心疲累。故乡难
以回去，青春无法重返。远有父母垂垂
暮矣，近有幼儿嗷嗷待养。

中年事多，更要保持健康活力的身
体，时常走进大自然，带着爱人和孩子，
亲近一朵花香，闻一闻节气的味道。

中 年 繁 杂 ，要 学 会 怀 揣 一 颗 少 年
心，抽点空暇，静处一隅，听几首喜欢的
歌，泡一壶清茶，与旧时光来一场约会。

人到中年多不易，愿善待自己，放
松身心，看淡功名利禄与人世纷扰。

善 待 中 年

□雷华阳

建党百年之际，举国上下掀起了学
习党史的热潮。近期，我和爱人回家都
在听党史相关的网络课程、抄写学习笔
记。有一天，婆婆小心翼翼地来问我：

“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红船精神是什
么？还有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
什么？”

我的婆婆今年 66 岁，是一位地道的
农民。她小时候只读过两三年书，文化
程度虽然低，但一直对党心存感恩。婆
婆 30 多岁就失去了丈夫，一直未再婚，
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年轻时吃过不
少苦。婆婆丧夫后得到了党和政府的
很多帮助，尤其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主
动联系乡政府管理人员，给她在街上免
费提供了一个摊位，让她在街上摆小摊
卖百货，才得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她
常常用这件事教育我们要对党和国家
感恩，也常常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受党恩
的其他故事。她平时就很喜欢看一些
爱国题材的影视作品。她说她早就想
学 学 党 史 ，只 是 觉 得 自 己 文 化 水 平 太
低 ，怕 我 们 笑 话 她 。 看 着 婆 婆 一 脸 真
诚、满眼渴望的样子，我们决定教她学
习党史。

第二天，我便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打印出来。怕婆婆看不清楚，我特意把
字体设置得大一些。婆婆拿着那些资
料，马上搬了凳子去阳台上，戴上老花

镜，开始认真读起来。晚上我一回家，
婆婆就着急地跑来求助，说有些字不认
识，我又一个个给她标注了拼音。婆婆
看着拼音着急地说：“哎呀，这个我没有
学过啊。”我才想起她不会读拼音。看
着她这么感兴趣，我实在不想打击她的
积 极 性 ，便 想 了 一 个 办 法 ：朗 读 给 她
听。我每天都给她读几页，每读一段就
问她能不能听懂，她不能听明白的地方
我就给她“翻译 ”成我们当地的方言 。
记得上周，我给她讲湘江之战，她很感
兴趣，对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当我讲
到陈树湘宁愿断肠也不愿当俘虏的时
候，我看到她眼里噙满了泪水，那是一
个普通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感动。

后来的一个月里，除了偶尔加班之
外，我每天都给婆婆讲党史。有一天，
儿子回来拉着我，非要我去院子里“看
奶奶讲故事”。儿子拉着我往小区的亭
子那边跑去，远远地就看到一群老人围
在那里。我悄悄躲在柱子背后，听到婆
婆正在给一群老人讲：“中共六大，是我
们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大
家想不想知道是在哪里召开的？”那些
老人像小学生一样举手回答，有的说
在日本，有的说在苏联。婆婆唱了一
句：“莫斯科郊外的党代会，那是中共
六大，你我都不能忘！”用的是 《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 那首歌的调子。这些
都是我给她讲的，没想到她不但记得
清清楚楚，还能复述出来。那场景真

的很感人，我不忍心打扰他们的“党
史课”，偷拍了一些照片，叮嘱儿子不
要打扰他们，然后悄悄离开了。

我被婆婆的精神感染了，为了能
让她学得更多，我每天去找相关的资
料，自己先学习，想方设法把那些难
懂的概念变为通俗的语言。遇到讲得
比较通俗的资料，我就打印出来，还
把 一 些 图 片 也 打 印 出 来 ， 给 婆 婆 学
习 。 她 越 学 越 有 劲 ， 学 完 就 去 “ 传
达”给小区里的老人们。小区里听她

“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年轻人
和小孩也参与了进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我们基本
把党史学了一遍。从近代屈辱史到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到民族独立与解放；从社会主义建设
到 改 革 开 放 ， 每 一 次 召 开 的 重 要 会
议，每一次重要的战争，我们几乎都
学 了 一 遍 。 婆 婆 已 经 成 为 小 区 里 的

“ 宣 传 能 手 ”， 社 区 的 工 作 人 员 听 说
后 ， 都 很 感 兴 趣 ， 说 要 给 她 评 个 奖 、
写文章宣传她，但她都谢绝了。

婆婆这么一个普通的老人，如此
积极地学习党史、宣传党史，用自己
独有的方式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我
相信，只要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爱党
爱国的情怀，汇聚成的力量将不可估
量。我们要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前进的
动力，在强国之路上努力奋斗。

我 教 婆 婆 学 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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