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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岁月，与文字共舞

读书的心境
◎ 王吴军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光，读书的心境是迥然不同的。
少年和青年时代，心性活泼，梦想很多，思绪很多，渴

望很多。这时，读书就如春山柳风，乍阴还晴，有快乐，也
有烦恼，兴致来时便极其投入极其用功，忧愁之时就会把
书抛掷到一旁，几天也不想看一眼。所以，少年和青年时
期的读书恰如有阳光也有阴雨的春天，虽然是光移影动，
但是穿花过蝶，依然带有一番美丽动人的春色。

中年时期，人已经成熟沉稳，大多数人已经成家立业，
这时的读书就如农人耕种，其优势是身健手捷，精力充沛。
由于要养家糊口，中年时读书常常是碎片化的时间，虽缺
少少年和青年时的浪漫逸趣，但收获的却往往是精华。

老年时期，人已经心情淡泊，思绪恬静，这时的读书
就如悠闲之人种花养草，这时读书的快乐之处在于随缘
求趣，花人相乐，悠然见山。所以，老年读书也是乐趣融
融，风光无限，可谓是“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人在顺境时志得意满，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
看尽长安花”之气概，这时读书就如一路顺风驾轻舟顺流
直下，两岸有可赏之景，心中亦有悠闲之情。虽然有说不
尽的喜悦与痛快，但是要牢记，在顺境时读书要懂得把握
自己的情绪，千万不可失去千里江陵之志。

人在逆境时心情忧郁，郁郁寡欢，这时读书如奔电击石
涌浪拍礁，时时有石火波花喷发，虽然此刻读书时时有情怀
激越的歌吟和真实的心声流露。但是，人在逆境时读书却须
防以书作消愁之酒，更戒将读书之志化为千里淤泥。

在这个世上，有三种读书的心态是错误的。首先是附庸
风雅的读书，怀着这种心态读书的人犹如金牙满排，开口便
俗；其次是利欲熏心的读书，怀着这种想法读书的人走不长
远；还有一种是单纯为了装饰门面的读书，这种人读书就如
盲人摸象，张口便是一派胡言，说不出的荒唐可笑。

读书之时，心境是很重要的。身在滚滚红尘，读书是
一件好事，自不必多言。每个人都可以读书，然而，把书读
活、拥有适宜的心境才是最重要的。

每一朵花都有独特的浪漫
——读《花朵小史》有感

◎ 李钊

四季流转，鲜花从未缺席，在花样年华里静静流淌。
如果生活里缺少了鲜花的美丽点缀和馥郁香气，也就算
不得美好了。《花朵小史》里藏着一场鲜花的视觉盛宴，16
朵含苞待放、鲜艳欲滴的花蕾，从箴言、名画、电影、歌曲、
食物里走出，春梨、夏荷、秋菊、冬杏……花情花事花史渐
次在时间的秩序里缓缓绽放，渲染了历史的天空，惊艳着
温柔的时光，悄然改变着我们的认知和生活。

人与花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浪漫故事。花朵本是
大自然的馈赠，漫长岁月里的繁衍和进化，花朵生成
我们生活里的模样，色彩缤纷、娇艳动人、姿态万千，
令人心生欢喜、再生怜爱、岁月生香。我们编写花语，
用它们寄寓自己的喜悦和哀伤。象征爱情的玫瑰、凝
结亲情的康乃馨、怀想故人的白菊花、代表幸福的天
竺葵，每一朵鲜花都对应人世间至纯至真的情感，将
它们捧在手心，都能唤醒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作家
以花寄情，常能带来活色生香的文学表达。花朵激活
了作家妙不可言的灵感，引出独特的文学叙述方式，
而作家则赋予花朵丰富的意象，注入了动人心魄的灵
魂。闲来赏花，花美如画，几乎每一位画家都曾奔赴过
花事之约。莫奈拥有自己的专属花园，他笔下的睡莲
恬静安详，举世闻名；梵高似乎偏爱热情洋溢的向日
葵，他笔下的向日葵充满着生机勃勃的向上力量。花
朵默默地收容着人们的七情六欲，也现身于电影、文
学、歌曲等生活角落，遇见每一朵花，都会迷上它背后
不为人知的浪漫故事。

花朵，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普遍、最悠久的审美对象，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色，成为文化
的象征和精神的属相。每一朵看似娇弱的花，都隐藏着改
变人类生活的伟大力量，透过“花花往事”，可一窥人类文
明历史的更迭和走向。红色康乃馨曾是1923年苏联红色
革命的象征，代表着无畏和不屈的勇气，而在1974年葡
萄牙发生的“康乃馨革命”中，它成为表达和平愿望的口
号，而到如今，它一般用来送给母亲或者是其他的女性长
辈，表达爱意和敬意。玫瑰是激情和爱情的象征，在18、19
世纪，玫瑰却曾沦为与疾病相关的符号，《病玫瑰》一书中
便曾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类疾病抗争史。菊花象征
着清净、淡然与隐逸，在新闻摄影师马克·吕布于1967年
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一位17岁的少女手举菊花，试图劝
说举着步枪和刺刀的士兵放弃战争主张。莲花“出淤泥而
不染”，而在1857年，印度曾爆发过一系列反殖民统治的
起义运动，莲花作为暗号在士兵间传递。与人类相伴同行
的日子里，花朵串起
的流年往事，有和平
也有战争，而同一种
花朵更能引发数种
不同的思考和认知。

走进令人目眩
神迷的“花花世界”，
在这场花开花谢的
芳香之旅中，映入眼
帘的有花事、花情，
也有花史，更有人类
传情和表意的独特
浪漫，感知到自然生
命的顽强和坚韧。

回想起来，我似乎从未拥有过一间真
正意义上的书房。

儿时的我，生长在一个边陲小镇，家
境虽不宽裕，难得的是住房还算宽敞。一
家四口人，住在父亲单位的住宿楼里，所
以自记事起，我就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
个十来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在这个空间
里，放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小书
柜，简简单单，也算大致勾勒出每个读书
人都向往的书房的模样。

遗憾的是，那时的我并没有书可以放
进这个属于自己的书房。直到小学四年级
的一个夏天，我出于好奇从父亲存放工具
书的书柜里，找出几本闲书，躲进自己的

房间有模有样地学着父亲平时看书的样
子翻看起来。

从此我就一头扎进书的世界，对书着
了迷。我把那几本早已被翻得皱巴巴的闲
书放进自己的书柜，无论何时，只要想看
书了，就会取出来看。记忆中，有无数个午
夜我突然醒来，因为惦记着书中的某个情
节，就会起身坐在床上看。窗外有时有月，
如水的月光流淌到床上，至今我还记得在
时光深处荡漾着半床明月的美丽意境。

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读书，走到哪里
都会带上一本喜欢的书，甚至和父母外出
时也会带着书，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落低
头翻看。对我来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书

房，都能让我瞬间沉浸在书的世界。
那些与书相伴的时光，是一段明亮又

温暖的永恒记忆，一直照亮着我的心房，
而那些书中的世界则牢固地搭建起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精神堡垒，在里面，我可以
时时幻想着书以外、书房以外、小镇周围
层层叠叠的山以外的世界；也可以卷缩
着，聆听内心的声音，咀嚼生活的滋味，或
沉思，或欣喜，或跌宕。

总而言之，如果说书房让我学会了如
何在浮世喧嚣中，牢牢地守住自己心灵
的安静一隅，那一本本精彩绝伦的书，就
是一扇扇世界之窗，令我敞开心胸，去拥
抱高远辽阔的世界，同时，不断认识自

己，接纳自己，回归到恬静、质朴的灵魂
深处。

有了与书长相厮守的时光，自然也就
有了相濡以沫的感情。如今年过不惑，我
仍然把闲暇的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书里。
对书，对书房，我依旧保持着最初的热情。
书房对我来说依旧不是固定的场所，带一
本书上路，始终是我多年不变的习惯。

事实上，只要手中有书，哪里都是书
房。有书相伴，即使生活再逼仄仓促，也能
在车水马龙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清幽静
寂的小径，通达幽远的心灵深处。

时光流逝，在书房里，岁月，从未有此
刻般安详，自己，从未有此刻般清晰。

清晨是人们锻炼身体的好时候。
经过一夜的休整，这时候跑跑步、打
打球，或者练练太极，能够保证一天
体力充沛、精力旺盛。我喜欢在清晨
读书，与晨练的人们一样，我也在读
书中收获了快乐、获得了正能量，带
来了一天的清醒和充沛。

洗漱完、忙完孩子早饭，我就坐
到了车子里，等孩子下楼送他去学
校。大概20分钟的等待时间里，我会
拿出经典书籍来读。读上一两篇文
章，记上一两句箴言，或是背上一两
首诗，整个人都变得明朗起来。在车
内安静的空间里，品味着经典文学的
魅力，觉得美好的一天充满了希望。

往往就在意犹未尽时，孩子下楼
来到了车上。

边开车，我边跟孩子分享着刚才
读书片段的感悟，让他跟我一起学习
经典。孩子会跟我畅谈他的理解和感
受，也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再次理解了
书中的内容。15分钟的车程就在我们
一路交流中快乐地度过，看着孩子走
进校门口的背影，我觉得车上阅读分
享给了他的求学之路增加了正能量。

送完孩子回家后差不多是早上
七点，我会在书房里拿出一本厚厚的
书出来读。犹记得几年前我在读《大
秦帝国》这套小说时，人还没进家门，
就已经在回忆昨天读过的内容和情

节，生怕一会儿阅读时接续不上。我
用了一个多月的清晨时间，读完了这
套小说。通常会读到八点左右，随后
我就赶往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就像早起的鸟儿饱餐之后高歌鸣
唱一样，我在清晨读书时也获得了充
足的正能量，一天的工作里文思泉涌、
神采奕奕，不仅做事干净利落，与人交
往也亲切友善。整个人就像一个正能
量的磁场，吸引和感染着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读书时
间。每天的晨读给了我及时的清醒，给
了我满满的正能量，更给了我向上向
善的不竭动力，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不论何时，读书都不晚。

又看到一家新开的书店。
书店开在闹市里，二十四小时不

打烊，这可并不多见。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

叫好，大家都说，现在人手一部智能
手机，电子书五花八门，喜欢看什么
随便选，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想
在哪里看就在哪里看，多方便呀！谁
稀罕为了看几本书大老远地往书店
跑，再说了，快节奏的生活压得人喘
不过气，也没那个心情。

书店的老板依旧我行我素，书架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还设有沙
发、茶几、饮水机，为前来读书的人提
供贴心的服务，因为老板本身就是一
个书迷。

我原来也是一个书迷，可自从有
了智能手机，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
是看看手机里有什么消息，繁忙的工
作之余，零零碎碎的空闲时间都在低
头看手机。我也看电子书，就像进入
快餐店，怀着一颗浮躁的心走马观花
只为了早些看到结局。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起，我变成了手机的奴隶，忽然

开始怀念没有手机的干扰，手捧一本
书的旧时光。

于是下班吃完饭以后，我走进书
店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一进书店，
琳琅满目的书，绿意盎然的吊兰，让
人感觉就像燥热的天气里碰上一汪
清泉，掬一捧喝下去凉爽而舒适，又
像住在城市里的人整天看着密集的
高楼大厦和人们来去匆匆的身影，忽
然来到幽深的丛林之中，脚步慢下来
了，心也不知不觉变得宁静愉快。我
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手拿了
一本《城南旧事》，看着看着脑海里浮
现出小时候熟识的一些人一些事，记
忆的碎片慢慢地聚拢到一起，拼接成
梦一般的黑白照片，记忆中的家乡也
由模糊变得清晰。我又看了一本《心
若淡定，便是优雅》，里面提到的那些
女子，遭遇苦难的时候，即使是出身
富贵的娇小姐也能活得淡定从容，把
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书就是一面
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开始
反省自己。

虽然电子书里也有这两本书，但

是感觉不一样，看电子书的时候，手
机里随时会蹦出各种各样的消息来
干扰我，不如在书店里避开尘世的喧
嚣，一页一页慢悠悠地翻着纸质书，
就像茶余饭后在幽静的林荫路上悠
闲地散步，感觉特别舒服。

白天忙着上班一到晚上就感觉
累，但我依旧一如既往地奔向书店，我
迷恋阅读纸质书，更让我迷恋的是读
书分享。书店老板一旦发现爱不释手
的好书，就会与大家一起分享，读读书
中精彩的部分，说说他为什么喜欢，店
老板还鼓励其他人参与读书分享，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些
个性化的见解总会让人眼前一亮。

书店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是心灵
的驿站，慢慢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不管是谁，只要来到这里，就像干枯的
庄稼得到了一场及时雨，变得精神抖
擞，浑身充满了继续前进的力量。

于是有人感叹，越是人心浮躁压
力大，越是需要一个安放灵魂的地
方，闹市里的书店闹中取静，正是最
好的去处。

秋日读书
◎ 司德珍

人间朝暮，叶落惊秋。
当第一枚树叶轻轻飘落，夏日的热情渐渐消

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独属于秋的宁静与悠然。人
们似乎也随之放慢脚步，沉心静气，去迎接一个更
加适合阅读的好时节。

我喜欢在秋阳里读书。秋天的阳光，是安详的。
它像老祖母的眼神，温暖不灼热，明亮不刺眼。这个
时候，寻一处安静的角落，迎着温暖的光线，静静地
翻开一本散文集是最好不过了。散文是一种表达情
感和思考的方式，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娓娓道来
的却是人生的感悟。我读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
木》，读周国平先生的《各自的朝圣路》。这些文字，
是删繁就简、是去伪存真。读懂了它们，也就读懂了
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与作者一同品味人生的酸甜
苦辣，一同感受生命的意义。

我喜欢在秋风里读书。秋天的风，不似春天般
温柔，也不似冬天般凛冽。它是文人笔下的少女风，
一半热烈，一半清凉，喜悦且平和。这个时候，持一
卷诗集去林间坐坐吧，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让文
字随着风儿飘荡。我读李白，读他的少年天真，“小
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读他的感情激荡，“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读苏轼，读他的一
生沉浮，“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读他的一
生乐观，“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一
刻，我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给喧嚣的内心片刻
自在。

我喜欢在秋雨里读书。秋天的雨，有着恰到好
处的薄凉。它是岁月的情绪，有思念，有落寞，有喜
悦，也有惆怅。这个时候，煮一壶清茶，临窗而坐，与
小说为伴吧。我读余华先生的《在细雨中呼喊》，“当
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
文尔雅了。”在作者荡气回肠的文字里，警醒，参透，
呼喊自己沉睡的内心。我读麦加的《人生海海》，“人
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
己的智慧。”在书中悬念迭出的故事里，我会以新的
角度去思考人生，给漂泊的灵魂一方安放处。

就让我们在这个秋天，走进书的怀抱里，与文
字共舞，与墨香为伴。

一
起
读
书

朱
华
南

摄

秋日读书是一种安适，暖阳斜斜地照在桌上，端一杯咖啡，捧一本好书，悠然度过这温和

的午后。读书不用行万里路，就可以收获万里路的精彩；可以让人经历着别人的故事，收获着

自己的成长。本期，让我们和读者一起，在书香中拥抱岁月静好。

闹市里的书店
◎ 陈晓荣

清晨读书
◎ 谢文龙

时光里的书房
◎ 和智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