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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征文活动影响广泛 全国各地投稿不断

江苏小伙QQ群里获得征文信息
本报自 6 月 19 日推出畅享“悦读”生活主

题征文活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逾
千篇。记者从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在投稿的作者中，有豆蔻年华的少女，也有八
九十岁的耄耋老人；有博览群书的大学教授，
也有乡间耕作的普通青年。他们用朴素真挚
的情感，平实而又不失生动的语言，分享着自
己的“悦读”故事，表达了内心对书的深切眷
恋。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从小爱书、
敬书，与书有着不解之缘。书，赋予他们宁静
与安稳，带给生活快乐与期盼。在投稿的作者
中，来自江苏淮安的“95 后”小伙仇士鹏，是一
位即将读研的本科应届毕业生。他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我一直比较喜欢读书和写作，尤
其在高中阶段，通过长期的读写积累和老师指

导，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这也让我对读书
和写作萌生了更多的兴趣。我平时喜欢读刘
亮程，读史铁生，他们的书偏重思想性，且文笔
优美；也喜欢读简媜，她的文辞华美，充满奇思
妙想，又不乏都市的烟火气；还喜欢林清玄的
温润，王开岭的自然美学。”

“爱好写作的人都有 QQ 群，我是在这个
圈子的群里了解到此次征文活动信息的。我
即将要攻读的是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专
业研究生，虽然这与文学的关系不大，但我想
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把爱好和工作结合起
来，用文字去展现水利风采，去赞美奋战在水
利工作前线的基层人员，去体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之美。”

本次征文活动由辽沈晚报和北方图书城联
合推出。此前，本报已连续刊发三期征文启事，

只要按照征文要求投稿，你的作品就有机会发
表，并获得由北方图书城提供的饮品券和精美
图书。辽沈晚报相关合作媒体也将择优选登入
围作品。

征文投稿时间至2020年7月15日止。征文
只接受电子稿件，作品须以 Word文档编辑，以
邮 件（附 件）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lswbzw@126.
com。邮件主题格式：作品标题＋作者姓名，文
稿末尾请注明作者姓名及联系方式（手机/座机
号码）。

在本次征文活动中，优质作品层出不穷，
由于版面原因不能逐一刊发，本报对此深表遗
憾！

温馨提示：
1.诗歌作品不在本次征稿范围之内；
2.投稿请以邮件（附件）发送，每篇稿件发

送一次即可，尽量不要重复；
3.受版面限制，本报将对选登作品做适当

删改。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有机会就读书。”我认为这是规劝，更
是自励。善待生活、善待自己，首先得善待书
缘。善待书缘，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有机会就
读书”。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做起来却很
难，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我酷爱淘书，尤其出差在外。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我一直很想得到台湾著名诗人、诗评家
余光中先生的评论文集《分水岭上》。每每出
差在外，惦记在心的莫过于此。一次，在离家
千里之外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闲时从一书
肆淘得该书，如获至宝喜不自禁。回到宾馆
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古语云：“人虽有性质
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
之。”我一直以为，余先生对诗和散文的论述
是最精辟的。其中《缪斯的左右手》这一章更
是令人拍案叫绝。他说，散文，是一切作家的
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正看在兴
致上，突然有文友叩门而入，忙着接待文友，
阅读该书只好作罢。

翌日，本有时间继续读书的，可经不住文

友鼓噪，结伴上街购买当地土特产去了。回
来的旅途上竟然有点晕车。还有，我一直喜
欢透过车窗看风景，加之车上看书影响视力，
于是理直气壮地看风景、闭目养神、聊天、胡
思乱想起来……“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得成
而智出。”这时显得苍白无力。我暗自发誓，
回家以后，无论如何要补上这一课，早点儿把
余先生的大作读完。

回家以后，忙于工作、家务，竟一直不得
空阅读该书。后来，无意之中在工作单位附
近的小书店里发现此书，后悔当初何苦千里
迢迢寻觅。而且，至今尚未读完。苦求之书
尚未卒读，可想而知我那一房之书是何命
运。《管子·心术上》说：“嗜欲充盈，目不见色，
耳不闻声。”一介书缘尚不能善待，又何以善
待自己、善待生活？

通过购买《分水岭上》，我深切感受到：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贵在持之以恒，读书犹
如磨刀，必须“锲而不舍”，方能“金石可镂”。
这有多层次含义：一是“磨”得过程要坚持不

懈；二是宜常磨，否则还易再上锈；三是“磨”
法还应得当。经常保持“锋利”，“砍柴”才不
会误工。读书也是这个道理。古人云：“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鲁迅先生曾说：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
份劳动就有一份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
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读书的过程就是缓慢
积累的过程，是一种辛勤的劳动。高尔基也
说：“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接近，生
活对我也变得越加光明和有意义。”伟人尚且
这么“嗜书如命”，这么持之以恒，我们更应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当下，阅读工具如此便捷，尤其自媒体更
是方便、省心。《分水岭上》被放进公文包多少
次，便于忙里偷闲阅读、咀嚼。28年过去了，
我至今都不能断定是否通读了《分水岭上》，
更不敢肯定精读了某些章节。不过，拥有《分
水岭上》，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专心、什么是锲
而不舍。唯有融汇于书中，沉浸于曼妙的时
光之中，才能不负时光、涵养自己。

17岁那年第一次读到了沈从文的文字，
第一次读到了《边城》。

我 沉 浸 在 沈 从 文 描 绘 的 世 外 桃 源 里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
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
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
有 一 只 草 莺‘ 落 落 落 落 嘘 ！’啭 着 它 的 喉
咙......”我无比地喜欢着这样的城：清澈见底
的河流、凭水依山的小城、河街上的吊脚楼、
攀引缆索的渡船、穿新油过钉鞋的女孩、身
边带着用竹筒装烧酒的老汉。同样，我也无
比喜欢着那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小说主
人公——翠翠。

十七岁的年龄正是特别向往美的年龄。
那段时间，我连梦里都在追寻着那样的小城，
那样的溪流，那样的船坞，那样的少女，那样
的生活。可我能做的就是把《边城》里那么多
好句子搬到我的摘抄本里，然后一遍一遍地
读。后来读到汪曾祺先生评价《边城》的语
言，他说《边城》的语言，每一句都那么“‘鼓
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
烟台玛瑙樱桃”。读到此，我对汪先生实在是
佩服得很，他的评论真是太妙了。

十七岁的我读《边城》，读到的是对青山
绿水的向往，是对傩送软弱的愤慨，是对翠翠
的怜惜。这么一个天真无邪、自然善良、情窦
初开的少女，她的爱情却是悲情的。读到小
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
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我就忍不住怪怨起作
者的残忍来。这么善良的少女，为何偏偏要
经历这样的遭遇？为什么要给她设定这样的
命运？那时候的我，一想到傩送不知归期，心
里就替翠翠痛了又痛。

再读《边城》，是在二十二岁。在病床上
躺了整整一年，我被迫坚强地面对自己全然
改写的人生。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行走和跑跳
了。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年的我，鼓足了勇气
去面对我从此以后必须与拐杖相伴的人生，
重返了工作岗位。那时，我奔波在诊所和学
校之间。每天坐摩托车去找一个老中医做一
小时的理疗，再赶回学校上课。针灸对我有
用还是没用我不知道，只知道扎满针像刺猬
一样躺着实在无聊，于是，我带上了《沈从文
文集》，在理疗床上，再一次重温了《边城》。

命运的改变，也让我对《边城》有了新的
思索和理解。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
的必然。”命运的捉弄无所不在。《边城》里，无
论是翠翠，天保和傩送，在面对生命中不可抗
拒的因素时都无能为力。这一切，是藏在沈
从文清新的笔调背后的悲痛，是他朴素文字
背后隐藏着的深意。小说里的情节告诉我
们，并没有太多外在的因素去割离翠翠和傩
送的缘分，也没有人处心积虑地要把天保置
于死地。因缘巧合正是每天在我们生活中上
演的戏码，就像彼时遭受命运捉弄的我。

歌德说过“没有在长夜里痛哭过的人，不
足以语人生。”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人生的起落
和挫折，恐怕回忆起《边城》的时候，更多萦绕
在我脑海的应该还是边城绕山而行的溪流和
彻夜的星辉，那是如歌的边城，那是诗意的边
城。

当我又一次捧读《边城》，咀嚼更多的不
是故事，而是蕴藏在故事背后的人生道理
——“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
头。”

那么，就告诉自己，无论风风雨雨，甜苦
喜忧都一一接受，并让自己努力做到安之若
素。

有机会就读书
作者：丘艳荣

我与《边城》的故事
作者：修晓丽

书香袅袅消暑气
作者：仇士鹏

优秀作品选登

我喜欢在夏天读书。
古语有言，心静自然凉。而用书香来消化暑

气，似乎也成了一种生活的美学。
喜欢在夏天读王维的诗词。作为诗画双绝的

山水派诗人，王维的诗中时常可见水墨渲淡，云势
石色。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里掬一捧水，
和月光一起吸入肺腑；在“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里捡拾一瓣落英，轻嗅桂花写给春天的情书；
想象自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让竹影随着
音律婆娑，湿淋淋的星光则沿着长啸在山林间漫
漶。置身于诗画中辽阔的意境，行到水穷处，坐看
云起时，让鸟鸣落在肩上，与夏夜对坐，把心中的
空灵散成晚风，空山之中，露珠正晶莹。

喜欢躺在凉席上读书。古人有裸体读书的
喜好。“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是裸体读书的发
起人。有人曾讽其不雅，他说道，“我以天地为栋
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大醉书
中，一梦千古，谁管世人碎语？诗仙李白也曾裸
读，他在《夏日山中》中写道：“懒摇白羽扇，裸体
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用身体句读
夏夜，在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中，用书页铺展开
智慧的天梯。狂放不羁，不雅大雅！

当然，如今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穿着衣服也可
以安然读书，但我还是喜欢关掉空调，侧卧在凉
席上读书。丝瓜藤投下大片的阴凉，碎金般的阳
光在地上跃动，让风为我翻开书，选择要阅读的
章节，与头顶上的花和优雅的蝴蝶一起读书，再
拿一把蒲扇，轻轻扇动间，古意顿时盎然，仿佛这
个姿势已经在时光中留下了烙印，而我此刻将它
解锁、唤醒，并在我的身上再现、传承着。

我还喜欢一边做瑜伽，一边听书。拉伸身
体，每个细胞都被重新唤醒，经脉在夏天被注入
了崭新的活力。像是一朵花的绽放，一片叶的随
风舞动，我是行走在自然中的存在，向身体索要
逝去的韶华。这时，不方便看书，便喜欢听书。
比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

在安静的房间内，听风吹过诗词意象里的柴
扉、院落，吹过黄沙梁，吹走一个人今生今世的证
据。手机里是一个低沉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将
刘亮程文字里的深邃与苍凉展现得淋漓尽致。
于是，我像是悬浮在村庄之上的神灵，被一片苍
茫而古老的心境所接纳。被汗水包裹的身体也
更加敏感，更能感受风、感受凉爽。轻轻吐出一
口浊气，胸臆间，流云悠悠，溪水淙淙……

读完书，坐在阳台里。此时再听路上的车水
马龙，也不觉得刺耳。就像打开了一只贝壳对自
己的封禁，书让人的心灵变得柔软，它让人们相
信美，相信永恒的爱与愿，并且学会欣赏、悦纳以
及热爱。提笔时，灵感如草木葳蕤，主动寻找着
文字，在纸上生根发芽。于是，读书和写作在夏
天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循环。

人间喧嚣，便到书中隐居。书香氤氲间，红
尘远去，心生凉意，天地回归了清新与斑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