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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活动于15日截止 来稿共2000余篇

“80后”作者：读书有助树立良好家风

一路书香一路歌 作者：王玉凤（山东潍坊）

文学星光照亮童心 作者：庞雷（四川资中）

又邀清茶照月明 作者：董斌（辽宁沈阳）

优秀作品选登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李爽报
道 由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大连市
中山区人民政府、阿里集团闲鱼事
业部和辽宁出版集团北方图书城共
同开展的盛文·闲鱼集市，将于明日
上午 10 时，在大连市中山区天津街
正式开市。今日，阿里巴巴旗下的

“闲鱼”一路游进位于天津街的盛
文·北方新生活大连 24 小时书店。
巨型“闲鱼”流通机刚一出现，就吸
引了大批粉丝。

据记者了解，围绕“无闲置，爱
文化”开展的盛文·闲鱼集市将从明
日起持续到 7 月 26 日，每日早 10 点

到晚 10 点，由文创市集、文化圆桌
派、爱心义卖和惠民演出四大板块
构成。涵盖了生活文化、科技创新、
品鉴体验等三大品类，将满足市民
吃、喝、玩、乐一站式集市体验。其
中，由北方图书城与闲鱼共同打造
的创意集市，集合了二手图书置换、
创意手作、文化教育和美味品鉴等。

此外，围绕“毕业不等于失业、
‘90 后’熬夜必备”等热点话题开展
的文化圆桌派，特别邀约到文化学
者、创业先锋等多位大咖助阵，开启
线上线下的交流分享，并将在闲鱼、
看点、抖音三大平台同步直播。

本报畅享“悦读”生活主题征文
活动于 7 月 15 日晚圆满落幕。据工
作人员统计，此次征文共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投稿 2000 余篇，各行业、各
年龄段的作者通过报纸、网络、公众
号及微信朋友圈等多种渠道了解到
本报的征文信息，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独一无二的“悦读”体验。

来自山东潍坊的“80 后”作者王
玉凤告诉记者：“我是在一个公众号
上看到征文启事的，当即就决定投稿
试试。这样的活动太适合我了！我
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他从小对我和弟
弟言传身教，让我们跟随、陪伴他读
书。读书于我和弟弟而言，如同三餐

一样规律，每天都是有固定时间的，
从不糊弄。”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教育
和熏陶对孩子非常重要。我觉得，读
书有助于树立良好家风，需要大人和
孩子共同参与。拿我们家来说，我爸
爸只要一读书，我们就跟着读，时间
长了，就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阅读氛
围。我们从书中汲取营养，不断完善
人生观、世界观。而且，有了父亲的
陪伴，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即问即
答，随时解决，书读得很踏实。”

“在我家里，生活中的许多话题
都跟读书有关。心里装着什么，就会
关注什么；脑袋里想着什么，嘴上就

会议论什么。读书对一个孩子来说，
是人生很好的开始，无论对培养性情
还是开阔眼界，都十分有益。这个习
惯一旦养成，真的会受益终生。一个
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以及人生的格局，
也都与读书息息相关。”

“因为有了小时候读书的铺垫，
长大后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
这个习惯都没有改变过。做了妈妈
后，我的读书态度也对孩子产生了很
大影响。我自己读书，就带动他一起
读，比动嘴喊他三五遍还有效。对孩
子来说，身教真的比言传受用很多。
我儿子通过阅读积累了不少知识，他
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在《儿童文学》《语

文导报》等刊物上都有发表过。”
“‘80 后’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时候，可以说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
量。我想把从小在父母家里养成的
良好家风传承下去，让它得到继承和
发扬，有益于家庭，更有益于社会。”

本次畅享“悦读”生活主题征文
活动，由辽沈晚报与北方图书城联合
推出。征文活动开始后，本报已陆续
邀请专家对来稿进行评审，并将于近
日公布入围名单及领奖方式，敬请期
待。北方图书城将为入围者提供饮
品券和精美图书。

补充说明：
1.征文已截止，7 月 15 日后投稿

视为无效；
2.受版面限制，本报将对选登作

品做适当删改；
3.本报保留对此次征文活动的最

终解释权。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我家的家风立于书。“读百家书，
立一家风”。爷爷常念叨的“与人相
处以和为贵”出自于书；母亲以身作
则的勤俭持家来自于书；父亲一贯的
慎言敏行也源于书……

我们祖孙三代因书而结缘。记
忆中，我家的书房比客厅还大，我跟
父亲是对桌，他鼓励我把他当成伴
读，多多发问，最好能把他难住。

有一次，上四年级的我听说鲁迅
是文学大家，便非要任性地读他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怕我
读起来不合适——毕竟那是六年级
的课本，便顺口来一句：“先把你该读
的童话读完吧！三味书屋写得有深
度，等你个子高了再读！”我非常不服
气地撅着小嘴，然后偷偷地把六年级
语文书塞到书包里，当天就开始读
了，但刚读完题目就进行不下去了。

百草园我可以理解的，三味书屋
是什么意思呢？哪三种味道？我把
问题留给母亲，母亲也解答不了。爷
爷捋一捋胡子说：“是私塾的名字，具
体来源和哪三种味道要细查过才能
确定”。父亲那次虽然一时半会儿也

答不上来，但却无法掩饰那种高兴的
表情，让我感到意外。父亲查遍手头
所有资料，我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答
案。后来他拍着我的肩头告诉我：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我们的知
识还不够用，就算是老师也有被难住
的时候！”听了父亲的话，我更加喜欢
读高于自己学识的书。“世事洞明皆
学问”。打那时候起，父亲说以后不
管是几年级的书，只要我喜欢就可以
试着去读，遇到问题，所有的人都要
参与讨论。

当我再长大一点，上初中的时
候，父亲开始引导我读各种各样的百
科书，很多都是和学习无关的，和考
试无关的。他告诉我，“行万里路，破
万卷书”，生活中所需要的学问都在
书中潜移默化地存在着。“书到用时
方恨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家中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我和弟弟都喜欢读带文字的东西，有
时甚至是一张说明书，我们都会拿来
研究。很多次春节，为了让自己能为
村里的乡亲们写对联，我和弟弟查书
摘报，为全村每家每户选出不重复的

大门对联。然后，我会跟父亲练上几
天几夜毛笔字。出师后，父亲看我写
得很工整，就让我负责写“福”字啦，

“五谷丰登”啦，“六畜兴旺”等等。那
时候全村的对联几乎都是我们写的，
两百多户人家，我们写得都很累，但
却兴致勃勃。

和弟弟比起来，他的字要比我出
彩，能展示在大门上，我的字却只能
贴在门当或者不显眼的地方。很多
时候，我们弄得全身是墨，浑身都是
难闻的味道，而父亲却说墨很香，近
墨者如包黑也！那时，又是阵阵笑
声！满屋满院都是我们的杰作，晾晒
着，努力着。年，很快就在淡淡的憧
憬中到来……

书中有道。从初出茅庐到为人
母，我在慢慢读透社会这本百科全书
的同时，又深深地感悟着家庭这本

“经书”。
书就像我身体中某个不能缺失

的部位，引导、支撑着我前行。“书中
自有颜如玉”，书是我一生的良师益
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更是我心
灵和躯体安放的温床。

我家在农村，祖辈和父母都是老
实巴交的庄稼人，终日与土地为伴，过
着“日未出已作，日虽落未息”的传统
农耕生活。虽然他们文化很少，特别
是祖母和母亲，一天学堂也未进过，却
有着当时乡村人难以理解的“梦想”，
希望家里出个“读书人”。

7岁那年，我不情愿地跟着父亲，
走进大队小学学堂。父母非常辛苦，
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他们
身上。虽然那时很穷，日子过得艰辛，
但小孩子却可以无忧无虑、自得其乐，
丝毫不觉生活清苦。

之所以不愿走进学堂，是因为我
痴迷玩耍，不想被“关起来”（当时农村
人送孩子上学的通俗说法）。然而，不
知为何，捧着启蒙老师发的新书，淡淡
的书香，瞬间紧紧抓住我的心，让我再
舍不得放下。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天
降大雨。“哗哗”雨声中，一阵异样的声
音吸引了我。我躲在墙脚，感受着隔
壁收音机里说书艺人的眉飞色舞。一
双脚就像被钉住，再难移动半寸。母
亲大声呼唤我吃午饭的声音，不知是
被雨声冲淡还是咋地，竟被我完全忽

略。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评书。从
此，我有了新的习惯，到了中午，就跑
到隔壁听评书。精彩的情节，绘声绘
色的表演，抑扬顿挫的腔调，让我神魂
颠倒、如痴如醉。

大队小学没有伙食，中午放学，不
管多远，都要回家吃午饭。中午回家，
午饭还未做好。我一溜烟儿“飘”到隔
壁，端根矮板凳，坐在人家堂屋，聚精
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常常错
过吃午饭的时间。听完评书，匆匆扒
完饭，来不及歇口气，我又向学校奔
去。

三年级上学期，一天，我正在田间
小路疾行，蓦然瞥见道旁有一本书。
捡起一看，书残缺不全（后来书读多
了，才知那是大名鼎鼎的《水浒传》）。
我翻开书，看起来。不知过去多久，书
看完了。我抬头望天，猛然惊觉，耽搁
了上学。一路飞奔到学校，已经快放
学了。老师听我说完，看看我手里的

“破书”，竖起大拇指：“好样的，小小年
纪就爱看书！”我很庆幸，老师的宽容
像缕缕清泉，让我心里那颗爱书、爱

“文学”的种子受到滋润，继续在土壤
里生长，免遭干旱之灾。

隐隐地，我觉得有一丝亮亮的星
光，走进我蒙昧的童稚心灵。虽然当
时说不明白，但后来了悟，那不就是

“文学的星光”吗？从此，我疯狂地爱
上了课外书。只要见到伙伴有“新
书”，必定借阅。其实，那些“新书”，只
是自己从未读过罢了，书页和字迹大
都不全。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对知识
如饥似渴的童年、少年时代，因为农村
贫困、闭塞、落后，残破书籍也极其有
限。那段精神食粮贫乏的岁月，实乃
人生至憾！

那些书籍，我只能借着到山上锄
草、割草、砍柴、捞柴、拾山蘑菇、干农
活的机会偷偷阅读。农村陋习偏见，
认为课外书影响学习。所以，课外书
成了大人眼里的“禁书”，不准孩子阅
读。在家里，无法堂而皇之地将其大
摆其案，只有在山野间，大人不在身边
时，才能“大快朵颐”，让身心彻底沉浸
在那片奇异的世界里。

童稚岁月，是那些少得不能再少
的可怜的“评书”、连环画和残破不
全、缺页少字的文学书籍，照亮我的
心灵，为我的生活平添了五彩斑斓的
光。

在一个暮色橘黄的傍晚，恰好
翻开了王瑞起先生的《我们该怎样
生活》。书是 2013 年出版的，倏尔，
流年匆匆。

此时，如果王老师依旧在阳台
看日光，喝茶；在青年公园赏月、独
行 ，感 悟 岁 月 精 华 ，品 尝 流 年 华
章。如此，邂逅，算是吧。他求一
种“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安然境
界，把书慢慢地翻开，有书香袅袅
而来……

这部《我们该怎样生活》由“心
灵浴场”“百度生活”“边走边看”和

“随心阅读”四大部分组成。“心灵浴
场”多以立世、处世、做人为主。他
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和阅历，授人处
世为人之道，立家立业之基。“百度
生活”则把触角融入社会，通过记录
叙述人的社会活动，用知识分子的
良知来揭示社会现象、根源，褒善抑
恶，警醒世人。

时过境迁，虽然与二十年前相
比，社会环境和人的理念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但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用
手机给别人唱歌的老者；无所顾忌地
免费给大家提供电视剧的丫头依旧
屡见不鲜。书中所言，亲情友情不能
被高科技替代，无论身份高低，公众
场合都要保持应有的道德礼貌等忠
告，言犹在耳，醍醐灌顶。

“边走边看”文字以游记为主，
和大多数游记相同，采取了边走边
看边思，看有所想，思有所得，所思
所想与大家共享的方式来书写。虽
然书中记叙的事件有的发生在十年
前甚至更早，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
感悟，甚至一些小说化散文的写作
技巧，如今看来依然值得重视学习
和借鉴欣赏。

读《被冷落的郁达夫故居》，王
瑞起先生由“寻找”入手，方圆五百
米内，他连续询问了教师、学生、商
贩、小店主、居民，走了不少冤枉路，
也无一人识得郁达夫，更不用说是
他的故居。最后才在一位老者的指
点下，找到故居地点。记叙过程中，
老师巧妙地运用报告文学中现场对
话记录的方式，强化对话效应，以达
到心灵反差的震撼效果。

站在《维罗纳的爱情阳台》，面对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坚贞爱情，他提出
疑问：“现在还有爱情吗？有了身高、
职业、住房、收入这些条件在前，还会
有心灵的融合吗？”他感慨：“爱情已
进入了‘快餐式’的‘一次性消费’”，
他的话语振聋发聩，鞭挞及里。

“随心阅读”是王瑞起先生根据
自己数十年读书经历，向读者提出
的阅读建议。他善意地提示我们：
读书要“读适合你的书，不要为社会
和他人所左右。”有些书即便是名
著，你不喜欢看，“尽可以跳读就是
了。”其次，读书要“让兴趣、率性和
年龄决定，这样才能快乐。“如果适
合安徒生，那就读安徒生。如果适
合塞万提斯，也不必犹豫。”他还提
醒我们，读书不要带有明显的功利
性。不要把读书变成苦读，更不能
把它当做一项艰巨的任务去完成。

“读书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精神享受，
别把它弄成苦役。”他推荐大家读

“闲书”，姿势“坐卧躺”、方式“粗细
精”、形式“独众静”，想怎么读就怎
么读，不亦乐乎？

读罢这部书，正风清月朗，合上
书，斟一杯茶，恰此时，有诗句萦绕脑
海“才有梅花映瑞雪，又邀清茶照月
明”。

盛文·闲鱼集市明日开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