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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魏晋时，才思敏捷之人很多。最有名的当数曹植，七步成诗。而《世说》里，浓墨
重彩描绘的是东晋史学家文学家袁宏。

袁宏曾在桓温手下做事。桓温领兵北征时，途中命令袁宏拟公文，袁宏倚着马背
即刻写成七张纸，而且非常出色。“倚马可待”“倚马千言”，遂成为捷才的代名词。

桓温曾命袁宏作一篇《北征赋》，赋写好以后，有人说：“如果用‘写’字足韵，会更
好。”袁宏即席援笔：“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满座皆叹服。

袁宏起初写《东征赋》的时候，没有提到陶侃。陶侃的儿子胡奴就把他骗到一个
密室里，拔出刀来逼问他。袁宏很窘迫，说：“我大大地称道陶公一番，怎么说没有写
呢？”于是就朗诵道：“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
赞。”胡奴一听，不像现编的，赔着笑脸送他出去。

读袁宏之事，总忍不住感叹：不过三千常见字，我怎么就不会安排？什么时候我
也能一声令下，所有的字都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布好了八卦阵？什么时候，能造
出一种机器，只需按一下按扭，锦绣文章就出现在眼前？

前一段去参加一个采风团，同行者中有报界闻名的快手。他的作品多而精，已
是著作等身了。同行时，他常手不释卷，在书上圈圈点点。听到有趣的话，看到窗外
的风景，都会随时记下。一次问及快手的秘诀，他说：“不过是平时用心留心罢了。
即使有时一挥而就，也是迅速调动了平时的积累。”

像一个闪，突然划过。我想起了洛阳才子段星灿先生。他听到平反的消息，激
动难抑，拿起笔，刷刷刷，300首诗一气呵成！别人大为惊奇，他说，平时都是烂熟于
心的，只是不能写出来罢了。

又想起了曹植，如若不是“相煎何太急”的愤懑早已郁结于心，何能七步之内想

出“煮豆燃豆萁”的比喻？
再说袁宏。他少时家贫，却痴迷读书，给人当船工时，歇息的间隙也在咏诗。后

来更是勤奋留心。谢安常和大家讲西晋的事，过了一段，袁宏就把谢安讲述的内容
写成了《名士传》。谢安大为吃惊：“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没想到袁宏写成了书！”

可见天赋悟性固然不可少，但若无读书积累为根基，用心留心为习惯，何来
捷才？

老子过函谷关，几天而成煌煌五千言《道德经》，那是因为在国家图书馆长久的
苦读与深思；王勃路过滕王阁，即席而成序并诗，那是长久读书，途中深思熟虑的习
惯；李贺写诗挥笔而成，“犹如宿构”，别忘了他天天挂在驴背上的宝贝锦囊呀。

暮春时节，牡丹仿佛一夜之间呼拉拉全开了，人人争夸颜色好，谁知她经冬复历
春？竹子一夜能长数尺，谁知道它曾数年在土里扎下巨大的根系？母鸡下蛋，似乎
很容易，但你可曾见过它肚子里从小到大一个一个排列着的未成熟的鸡蛋？岩浆若
喷薄而出，那是早已在地下，运行，奔突！

只是，我们常常看不到他们的努力，而只羡慕他们结果的那一刻，就说他是天生
捷才。

世上任何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都不是突然就出现的，必定有长长的不为人知
的努力，写作尤其如此。就像在桃花源的狭窄山洞中摸索的渔人，为着前面的一点
亮光而艰难前行；就像像汪洋大海中的船夫，为了远方的岸，独自驾着扁舟与风浪搏
斗；就像旷野中的独行者，为前面的风景，在榛莽丛生中寻找自己的路。没有人能帮
助，只有自己屏息凝神，坚韧忍耐，独自奋斗。

天道酬勤。是的，捷才，就是这样炼出来的。

读书节话“捷才”
□ 陈爱松

喜欢读书的人，最渴望拥有大量的阅读时间，因
为，这样读起来才过瘾。可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有各种
事情要忙，读书的时间少之又少。

没有时间读书怎么办？挤时间。我家的床头柜
上、沙发旁、卫生间里、厨房冰箱上都有我随手放的书，
有文学、教育、食谱等类书籍。床头柜上的书用于晚上
睡前看；沙发上的书有空了看一会儿，或者干活累得腰
疼时，靠着沙发靠垫看一会儿；卫生间的书，上大号时
是少不了的，虽然这个习惯不好，但是多年养成的，很
难改掉；在厨房煮粥或者等水开又不能离开火的情况
下，随手把冰箱上的书拿下来看一会儿。

出门背包里总不忘放本书或杂志。等公交车时、
堵车时、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在银行排队叫号时、等待
孩子放学时……都会掏出书看一会儿。碎片时间我看
的大多是短篇、文集之类的，这样更容易学习、吸收。
如果用零碎时间看长篇显然不太合适，我也没那个习
惯。除非是哪天有空，或者晚上失眠时，才会拿出长篇
去饕餮一番。

再者是听书。现在很多公众号上的文章都配有音
频，还有些电子书配有阅读器，点击小喇叭就能出声。
在做家务时，可以边做边听。眼睛疲劳时，可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休息片刻，其间，可听音频或电子书。

喜欢读书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它让我的内心
更丰富，哪怕生活不太如意，至少精神不孤独，有书陪
伴的日子是丰盈充实的。婚前有大把的时间读书，成
家后，琐事繁多，都是挤时间读书。碎片时间不容小
觑，积攒在一起，一年下来能看不少书。像我一样极少
有大量读书时间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利用碎片时间阅读
□ 宁妍妍

第一次读《窗边的小豆豆》时，我还没有孩子，但一定要做好妈妈角色
的初心，让我认真地汲取着跟教育孩子有关的书籍的营养。

在因淘气、一年级就被退学的小豆豆，来到巴学园上学的文字描述
中，我看到了在巴学园创办人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一般人眼里“怪
怪”的小豆豆逐渐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的全过程，而这段巴学园时
光，奠定了小豆豆辉煌一生的基础。

我一边看书，一边陶醉在巴学园尊重孩子、相信孩子、热爱孩子的美
好氛围中，感动于小林先生走近每一个孩子、倾听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尊
重孩子天性的教育理念中，不止一次地憧憬和向往：如果我能在巴学园上
学该有多好！如果我的孩子能在巴学园上学该有多好！

但我知道，巴学园是孩子们的奢侈品，我们很难实现让孩子就读巴学
园的梦想；小林校长同样可遇不可求，我们也没必要苛求孩子遇到的每位
老师都是小林先生那样的怀着理想、爱心和梦想的优秀教育家。

但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做家庭巴学园的创造者，让家成为孩子的巴学
园，让爱流动和传递起来，让自己成为像小林校长一样影响孩子一生的人。

我很庆幸，在我和女儿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学习《窗边的小
豆豆》书里的教育理念，它影响着我，也指引着我，让我从第一次做母亲的
手忙脚乱、焦头烂额中解脱出来，理出了清晰的思路：

像小林先生一样倾听孩子；
像小林先生一样尊重孩子；
像小林先生一样培养孩子爱的能力。
小豆豆进入巴学园的第一天，小林先生听她说了四个小时的话，没有

一丁点厌烦，始终保持着兴趣，小豆豆说再也没有第二个成年人听过她说
那么久的话。

我的孩子，也会每天跟我说学校的大事小事：和哪位同学闹矛盾了，
哪位同学送她一个亲手制作的小礼物了、哪位同学被表扬了……我像小
林先生倾听小豆豆一样，给我的孩子足够的关注，我认真听她的分享，也
分享我对她描述的这些事情的看法。

当她遇到坏朋友、遇到坏情绪时，她完全放心地向我倾诉，我愿意做
一个沉稳的后方，接纳她所有的情绪，并陪她一起管理自己的情绪、调整
自己的情绪。

因为钱包掉进厕所，小豆豆做了“掏粪工人”也没有找到钱包，小林先
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要放回原处”，就走开了，把小豆豆当成很有人格的
人来尊重。

我的孩子，我也不会把她当成我的附属品，她虽然是个小学生，但我
尊重她的想法，朋友暂住我家、家里准备添置东西、周末怎么安排……我
都会提前征求她的意见，如果她不同意，我不会运用家长的权威来镇压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我一直告诉我的孩子，你是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我们不会忽视

你的感受。相反，我会教她尊重自己的感受，而我更会尊重她的想法、尊
重她的人格。

巴学园接纳了很多泰明、高桥君这样的身体上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
但在小林先生潜移默化的教导中，孩子们没有身体上的自卑心理，还能一
生记得小林先生说的话“你绝对能做到”。

我的孩子，我也会教她爱自己、爱别人的能力，教她接纳自己和别人不
同，也接纳别人和自己不同，前者可以让她更好地活出自我、理直气壮地活
着，后者可以让她更好地包容别人、真诚热心地爱着，而爱自己和爱别人的
能力，会是陪伴她一生的能力，可以让她更好地行走在美丽尘世间。

很庆幸，我的孩子给了我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动力，而《窗边的小豆豆》
给了我清晰的方向和路径，我在一直努力做家庭巴学园的创造者，我在认
真做优秀的妈妈，给孩子更多的爱与关注，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与自由，让
她健康成长、快乐生活。

做家庭巴学园的创造者
□ 苗君甫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如果世间每个生命都有一个主题词，会是什么？鸟，飞；
鱼，游；蝉，鸣；草，绿；人，活……人的一生，活法千万种，主题词自然各不相同。我的
人生主题词是什么？必定是读书。

读书，是我的起点。父亲是教师，是荒寒年代里生活窘迫的民办教师。然而，贫
寒的是物质，富裕的是精神。家门一关，我们自有一个满是书香的庭院。父亲那个
书柜是我的最爱，我总爱在书中畅游：《365个夜》陪伴了我无数童年时光，《一天一
个好故事》启蒙了我的人生观，《聊斋》呈现了一个奇妙又玄幻的鬼狐世界……我，那
个冬日里袖头总是露着旧棉絮的小丫头，就在这袅袅书香里长大，走出了村子，走向
了师范，又走回了李村。

走回李村，我带着满满的书卷气，走到了南半坡的油赵。18岁的我居然要教人
读书啊，想想就激动。那些天真灵动的眼睛，那些或端庄秀气或歪歪扭扭的字迹里，
我读到了一个个纯真好奇的世界，一如当年的我。我们朗读，我们日记；我们朗诵，
我们表演；我们背诵，我们考试——孩子们亲近我，愿意跟着我读书，这是我最快乐
的事。在那里，落满灰尘无人问津的图书室是我发掘的大大宝藏，那些图书解锁了
村落冷清孤寂的漫漫长夜。后来，带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我走到了下庄，走回了武

屯，走过了南寨，走到了如今的四号小区。无论在哪里，读书都是一种信仰，一种事
业，一种播种，一种收获。

读书，让我收获的不止是事业，更是家庭。我和爱人因书结缘，自然要营造一个
满是书香的家庭。家里真的算不上整洁，因为书太多了：女儿的书架上琳琅满目的，
尽是精选的各种绘本、儿童读物；儿子的书架上多是科幻、动物、历史、哲学方面的书
籍；南边的阳台上有丈夫和我这么多年来最爱的宝书，百读不厌；客厅的电视柜上，
摆的满满当当的，是我们最近要读或正在读的心头好；玄关处的鞋柜上，还有一列
书，小巧精致，方便我们出门时随身携带……空闲时间，靠在沙发上，坐在小凳子上，
歪在藤椅上，窝在吊椅里，或是倚在门边，躺在床上，趴在地上，随处而读，随意而读，
这俨然是家中最寻常的风景。兴致来时，我们开夜读卧谈会，开读书茶话会，开读书
沙龙，开读书推介会，好不热闹。读书啊，动静相宜，老少皆宜，四季皆宜，有什么比
读书更好的家庭生活呢？

很幸运，能以读书成人，以教书为业，以共读为乐。闫学老师提倡，让阅读和呼
吸一样自然。我是响应者，也是践行者，更是推广者。愿竭毕生之力，促书香润万
家，书香满校园，书香满伊滨。

读书，我人生的主题词
□ 百瑞平

中华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很难用语
言来表达。从黄帝时的甲骨文开始，经
历悠悠几千载，中间涌现过多少精彩的
诗篇？雕凿过多少令人惊叹的石刻？
描绘过多少美妙的线条……？如果一
定要形容中华文明，我说，那是一匹无
比华美的锦绣，其上无数精美无比的花
纹，令人目眩神迷心醉神驰，语言难以
表达其万一。

好在，有一本梳理中华文化脉络的
书出现了。它就是余秋雨先生的新书
——《中国文脉》。这是一把用文字做
的梳子，因为它，我们才得以对浩瀚博
大的中华文化有了更加系统的梳理，因
为它，我们才对中华文化这匹华美的锦
绣细细审视，拨开那些细密的花纹，探
寻它的经纬。

《中国文脉》全书共 405页，分为 16
章。从蚩尤黄帝时代的甲骨文开始，探
寻那个蛮荒蒙昧时代的一缕光线。然
后渐渐一路寻来，走过神话，在关关的
鸟鸣声里，在蒹葭白露间，在习习谷风
前，谛听一部诗歌的经典：《诗经》。三
百首无邪的诗句之间，中华文明的经纬
线开始织就。然后迎来了一个百家争

鸣的年代。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一个个真正的大
师，一种种卓越的思想，在古老华夏大地上汇聚，在这匹华
美的锦绣上着色，染上了美丽的难以言说的底纹。

绣上第一个精美花纹的是屈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以诗人形象出现的人，他塑造香草美人代表的一种高洁的
精神，至今仍影响着无数的人。然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文学
家和一部伟大的作品：《史记》。余秋雨以他一贯睿智的笔
触，写出了司马迁与《史记》的沉重与感动，悲壮与宏伟。

接下来从汉到三国到魏晋到盛唐，从司马迁到“曹操那
一家”，再到阮籍的长啸与嵇康的广陵散，还有陶渊明的桃花
源……，一种种难以描述的绣法，这匹锦绣开始灿烂起来。

终于到了唐代。一切显得流光溢彩，一切又那么从容
不迫。余秋雨的笔，带我们回到大唐，回到那个李白杜甫杨
贵妃的年代，诗人的高歌，诗人的不幸，诗人的梦想……我
们无法不随着这本书来感叹，来悲伤，来沉吟，叹息、狂喜
……。《中国文脉》里的《走向大唐》、《佛教的事》、《仰望长
安》、《唐诗几男子》四章，带我们梦回千年。

还有宋代。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那么多
的文化巨人同在一个朝代，以一种唱词的形式在舞剑在刺
绣在交谈，“本来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结果文化也利用了
朝廷”，这大概是最令人神往的一种利用了。

元、明、清，中华文化的花纹变得复杂又不失美丽。最
后，“呼唤出了稀世杰作《红楼梦》”。余秋雨说，《红楼梦》的
最大魅力，是全方位地探询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
程。《红楼梦》中，“不管是喜是悲、是俗是雅，全由诗情贯串，
而不管是哲思还是诗情，最终都渗透在最质感最细腻最生
动最传神的笔调之中……”

而在我看来，夜里一盏灯下，读《中国文脉》，是对浩如
烟海丰富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次珍贵的梳理，每读一次梳
理一次，就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明晰一点。通过这把文字
的梳子，会看到很多浮华背后的生命本质。这种梳理，也许
会累，可是，绝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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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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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
晓
辉

读书让心灵美丽，跑步让身体美丽。
尤其是让孩子在一个浓厚书香的氛围里成长，与书为伴，与书为友，会让他受益

终生，因为给孩子一本好书，便为他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夜里很少有 12点以前入睡的。他

不是帮奶奶纺线，就是给猪铡草……故乡人多地少，父亲又没有经商的头脑，所以我
们家的光景很是惨淡。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他读过很多书，从《诗》《书》《礼》《易》
到唐诗宋词，乃至明清小品、四大名著，一肚子的古文典故令一家人清贫的日子多了
几缕书香，也多了几分快乐。

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对我影响至深。
高中毕业后，我步入社会，四处打工。那时我在洛轴修建处干小工，每天和灰、搬

砖、爬脚手架，都在12个小时以上。如何熬过这漫长的日子？读书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40多个民工挤在一间工棚里睡觉，读书是不可能了。轴职大门前有个小广场，

广场的中央是毛主席像，我就在毛主席像下趁着明亮的灯光看《古文观止》和《余光中
散文选》，王勃的《滕王阁序》、袁枚的《祭妹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至今我依旧能
整段整段的背颂。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味沉浸书中，忘记了白天的劳累，忘记了夜阑
更深……

回家时建设路灯火已熄，工棚里鼾声正浓。
娶妻生子后，我尤其感到，给孩子一本好书，胜过给孩子买一件衣服，买一双名牌

鞋子。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就像

父亲对我的影响，如今我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
在对孩子的读书上，我们不作过多的限制，他可以看《成语故事》、《历史故事》汲取传

统文化的精华；也可以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让思想插上自由的翅膀；更可以看
《笑话大全》、《找死的兔子》，为生活增添一点幽默的味道。

如今孩子 20岁了，我开始试着给他推荐一些自然类、历史类和时政类方面的书
籍，但我不强迫。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早早晚晚都会开出美丽的花
朵。作为家长，只需给种子阳光和雨露，在营造环境上下功夫就够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微缩。有良好家风的社会，必定是一
个健康向上、文明进步的社会。诗书传家的家风虽然不能涵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全
部，但却是人们价值观形成和精神成长的重要起点。

告诉孩子，唯读书和跑步不能辜负
□ 阮小籍

开开卷有益卷有益

学学无止境无止境

孜孜孜不倦孜不倦

天天道酬勤道酬勤

学学而不厌而不厌

书香润万家书香润万家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