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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隔壁住着一户广
州来的人家，夫妻都是知识分子，一
儿一女，女孩与我同龄，男孩和三弟
一般大。爸妈一上班，我就抓一把
米在锅里爆了白花花的米花，再背
上弟弟去隔壁。我是冲那些儿童读
物去的。那一本本色彩斑斓的图书
像是磁石吸铁般吸引着我。这是六
岁的我头一次接触的书本。

父亲知道我喜欢看书，每次去
趁圩都买回一两本连环画，我们叫
作“公仔书”。那个时候是非常流
行的，我欢欣雀跃，如获至宝。虽
然没认字，虽然只是看图，但也很
享受。积少成多，公仔书渐渐有了
上百本，装了整整两个木箱。后来
也成为三个弟弟课余的精神食粮。

我喜欢看书应该是秉承了父亲，
父亲也是个书迷，不过为生活奔波操
劳的父亲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只能在
睡前躺床上看一会儿。

父亲看的书都是从珍珠场的图
书室借的，《金光大道》《青春之歌》
《红岩》……父亲看，我也看，那时已
上小学，认的字不多，看得很生硬，
不会的就问父亲，父亲不在家，我就
把生字抄在纸上等父亲回来问。

一本好书在手，比得到零花钱
或一件新衣服还令我开心。不过那
时候看书的时间有限，要上学，做
功课，带弟妹，帮母亲做家务，我只
能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时间。

家里做饭用的柴火是松毛、松
枝、松果，每天到马尾松林耙松毛、
扫松果是我们姐弟放学后的头一件
任务。我总不忘往篓子扔一本书，
等松毛松果盛满了篓子，看天色尚
早，便坐在沙滩靠着树干看起书来，
直到落日余晖给海面投下金色的波
光……

夜晚是我最宝贵的看书时间
了。帮老妈做完家务，就迫不及待
回到自己房间。电是珍珠场自供
的，十点半就得停，我得珍惜那短暂
的明亮的灯光。我喜欢躺着看书，
身体放松了舒适了心也静了。真是
一种享受。

停电了，我的煤油灯接着亮
起。坐到桌前继续看。灯是不敢放

床头的，曾经把煤油灯放在枕头边
看书睡着了，是妹妹的呼叫把我惊
醒。原来蚊帐烧着了，妹妹刚巧起
夜看到。老妈气得够呛，把我的书
本摔地下，骂：看看看，看看看，那么
勤奋怎么考不上大学？

大学是无缘了，虽然喜欢看书，
却对课本生厌，尤其是数理化。上
这些课脑袋就迷糊，听老师讲课就
像鸭子听雷，数学从来没及格过。
听不懂干脆作罢，偷偷拿出一本小
说，摊开在桌面，再把课本打开，双
手拿着挡住小说，装着看课本，眼
睛却游移在小说的文字中。

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二十七
元工资交给家里二十元，剩下的七
元就用来买书了。那时琼瑶的小说
风靡全球，我是一本接一本地买，
一本接一本地看，跟着书中人物喜
怒哀乐，如痴如醉。

老妈总唠叨：这么大个妺仔了，
也该买件漂亮衣服打扮打扮自己，
哪个女子像你这样土气的？老妈说
得不假，我的确老土，一件牛仔布工
作服是最高档的了，吃酒席穿它，出
街入市穿它，甚至去参加文联召开
的作者会议，它也是首选。

现在的女人，无论哪个年龄段，
都穿戴时髦，打扮靓丽，我却几年都
不曾添过一件新衣服。老公的一个
朋友曾背地里对老公说，你老婆土
得都不像个女人。

一件漂亮衣服对我来说实在比
不上一本好书让我开心，无论干活
多累，想到桌上有一本摊开着未读
完的书在等着我，精神便为之一
振，心情也畅快了。那种愉悦的感
觉，一如嘴馋的孩子想到巧克力，
久别的情侣即将相聚。

别人在一起谈天说地，插科打
诨，逗趣玩乐，我口笨舌拙，让人觉
得没趣透顶，没人理我，书便是我最
好的朋友了。

寒冷的冬夜，雨滴敲窗，拥着被
衾，一书在握，便没有空虚与冷清；
阳光暖和风儿轻拂的下午，扎一张
网床在沙滩的松林下躺着，听海浪
和沙滩温柔缠绵的吻声，读自己喜
欢的书，自感心境一如眼
前的大海，宁静、开阔……

小说看，散文也读，诗歌喜欢，
杂文也爱。喜欢把优美的词句和段
落抄录下来，慢慢品，想人家为何这
样写，揣摩作者的思路，乐在其中，
享受其中。

老公也是个书迷，第一次到他
那几平方米的陋室，脑子立刻蹦出
一个词：书店！沙发上堆着书，桌子
上摆着书，一只大大的旧书柜也塞
满了书。我如获至宝，喜出望外，他
的书比我的有价值多了！

结婚时，我们商量做了个大书
柜，老公的朋友调侃说你俩真的是
臭味相投啊！闲暇，我俩多半是窝
在家里看书，上午十点吃完早餐，老
公便躺在马扎上看，我也拿了书靠
在床头上读。一天就吃两顿饭。

老公伸伸懒腰，揉揉酸胀的眼
睛说出去走走？骑着单车搭我，在
街上转了转，却来到了新华书店。
书店是常去的地方，且每次都满载
而归。老妈总唠叨：就那么几百元
工

资，上有老下有小的，省省吧，买那
么多书能当饭吃？我笑说，吃那么
多干嘛，读书才是享受呢！

也许是遗传吧，儿子也爱看
书。小时候每晚饭碗一放，就嚷嚷
着带他去书店。琳琅满目的儿童读
物让他流连忘返，临了还要买一本
回来。午睡他是不肯的，坐在阳台
看《老夫子》，不时乐得咯咯大笑。
看他那享受的样子，我心里别提有
多开心了。初中学习很紧张，闲暇
之余也手不离《读者》。上了大学，
每次等火车，他也没有做“低头一
族”，而是读书消遣……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书，如果不
爱读书，我的生活该是怎样的乏味，
日子还有什么乐趣。一本好书在
手，静静地看细细地品味，简直是一
种高级的享受。

（作者为合浦人，合浦县作家协
会会员。）

在我家的书柜里，珍藏着一本工
具书，蓝灰色的封面，封面上金黄色的

“中学数学词典”几个楷体字，方方正
正、熠熠生辉。

这是一本有些年代的词典，翻开
扉页，上面有我父亲的亲笔赠言：“国
明女：古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现我购此书供你认真学习，希
望你勤奋研究，并学深学透，如有不解
之处，一定要向老师领教，但望这书能
放出光芒。”下面是父亲的签名和时
间。字写得龙飞凤舞，遒劲有力，由于
年代久远，字迹已有点模糊了。

这本词典是父亲三十多年前赠予
我的，而父亲因病离开我们已整整十
六年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刚考入初
中，那天父亲送我到镇上上学，路过书
店时，他购买了此书，还向店员借了一
支圆珠笔，俯在柜台上写下了这一段
话，圆珠笔出水不畅，字写得很用力，
有几个字的笔画带有深深的划痕。父
亲郑重地把书递给我，交代了我几句，
目送我跨进中学的校园。

从小到大，我的数学学得一塌糊
涂，什么鸡兔同笼，行程问题，植树问
题，线段求证……解题所用的公式定
理总是让我傻傻分不清，数学题就像
一团乱麻，让我无法解开，于是数学这
一门学科就像我拖着的一条残腿，前
行极不平衡，这是父亲送词典给我的
初衷。

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只在
乡镇中学读过一个学期的初中，由于
父母患病，家里贫穷，实在不能供他上
学了，只能辍学回家，成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父亲儿女众多，终年为生
计辛苦奔波，种着地，也做过小打小闹
的生意。父亲十分聪明，自学成才，是
我们当地一名手艺出众的木匠，他打
的家具样式新颖，工艺精致，深受乡邻
青睐，农闲时就为人家打家具挣钱补
贴家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许多
农村人外出打工，北海沿海渔业兴起，
父亲加入制造渔船的木工大军中，渐
渐成为承建渔船的

包工头，带领乡亲们外出挣钱。父亲
虚心好学，在工作中摸索，学会看图
样，并能自行设计船样、画船模型图、
按图样放线，小到木筏子、小艇，大到
过百吨排水量的大渔船，都可以带领
工人制造，是能力超群的技术员。当
年，北海市地角造船厂曾聘请他为厂
里的技术员，参与建造了许多渔船。
这技能是从哪里来的呢？父亲只是一
个只有高小学历的人啊，这跟他勤奋
好学，深入探究，大胆创造是分不开的
吧，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父亲。

这本词典伴随着我的初、高中
时代，鼓励我认真听讲，仔细做题，
像父亲一样用钉子精神钻研一道道
数学难题，每遇到不会解的题时，
请教同学，向老师讨教，从这本书
中寻找解题思路，真正践行着父亲
的教诲。遇到难度较大的数学题，
虽然哭过，但也有成功完成后的喜
悦，我的数学成绩一点点提升着，
并渐渐喜欢上数学，觉得数学是所
有学科中最为有趣的。当然，脑筋
蠢笨的我，虽然很多时候还是一知
半解，但这本词典给了我坚持下去
的理由，那些年的青春，因这一段
话而充实，即使不成功，也努力过，
而无怨无悔。

成年后参加了工作，接触的大多
是语言文字，应用到的数学公式终
究是越来越少了，但这本词典仍然
未过时，我时常翻开书，看看里面的
解题思路，锻炼日渐衰退的思维，同
时也感受父亲的叮咛和鼓励，在工
作中，坚持虚心求学，认真钻研，积
累知识与经验，并运用到工作中去。

这本词典伴随我的青葱岁月，虽
几经搬家，物品不断舍弃，唯独这本
词典，一直不舍得丢弃，它就像父亲，
一直陪伴着我，叮嘱我认真学习，学
深学透某种知识。

现在，每每翻开这本词典，扉页上
的赠言，犹如一盏明灯，给予我温暖
坚定的力量，让我找到前行的方向。

（作者为合浦人，教师。）

暮春时节，我收到一本寄自广
西的散文集《冬牧场》，这本旧书久
经翻阅，蓝色圆珠笔细密的批注散
落在文章的空白处，一张写满字的
淡青便笺夹在扉页。

“亲爱的朋友，我还从未走出过
我出生的城市，我的城市没有下过
雪，所以我也不曾见过雪，我只能通
过阅读这本《冬牧场》来怀想雪花落
在面颊上的触感。偶然间，我在报
纸上看到了你的文章和地址。你所
在的城市位于遥远的北方，你一定
见过很多场冬天的雪吧？下一个冬
天，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告诉我，在
巨大的寒冷、无际的荒野和漫长的
冬天里，你是否感受到李娟笔下的
那一小团微弱却足以抗衡寒冷的温
暖与安宁？”

捧着一册旧书，邂逅一名新的
朋友，我的目光定格在便笺上，思绪
却被拉回到那些与旧书有关的美好
回忆中。

初涉职场，午休时分，我与同科
室的女孩闲聊，偶然间瞥见她桌面
小书架上立着一本勒庞的《乌合之
众》，心头不禁涌起一丝惊奇。我不
禁问：“你也喜欢这本书吗？我曾拥
有一本，后来送给了一位朋友。”同
事女孩笑着回应，她的这本《乌合之
众》竟也是一位朋友赠送的。每当
看到朋友在书上留下的心得笔记，
她或赞同或反驳，都会在心底默默
回应。遗憾的是，失去联系多年的
朋友已难以探讨。

我越听越惊奇，终于忍不住打
断她的叙述，问道：“你的网名，是
暂驻流光吗？”原来，这本《乌合之
众》竟让我找到了大学毕业后因更
换手机号码而失去联系的网友。那

个午后，我们畅谈着分别后的点点
滴滴，借着这本旧书，我又重新找到
了我的朋友。

某年春天，单位组织公益活动，
为一所中学捐赠闲置书籍建设图书
角。我毫不犹豫地将刚翻完最后一
页的《奇迹男孩》献出，期待我喜欢
的书也能被更多人喜欢。时光荏
苒，转眼间已过去一年有余。某日，
这所中学热情地邀请我们单位共同
举办一场读书分享活动。当我得知
孩子们投票选出的十大最喜欢读物
中，《奇迹男孩》竟然名列前三时，
我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活动结束后，我在阅览室找
到了那本已然陈旧许多的《奇迹
男孩》。书的每一页都被翻阅得
相当频繁，书角略微翘起，似乎在
诉说着它曾被许多小读者无数次
拿起、放下的故事。那些熟悉的
篇章或许曾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了
一个个寂静的夜晚，抚慰了一颗
颗敏感的心灵。翻开书册封底的
借书卡袋，我看到了一张填得满
满的借书卡。我在心底默读这些
名字，仿佛看到了一张张友好真
诚的笑脸，认识了一个个与我共
鸣的清澈灵魂。

旧书最多情，每当我得到一本
旧书，仿佛就与一位新朋友相遇。
而当我送出一本旧书，它便开始了
自己的旅程，去结识新的朋友，书写
新的奇缘。思绪激荡中，我起身走
向书架，挑出汪曾祺所写的《七里茶
坊》，准备邀请这位广西的朋友，在
这本我曾多次重读的旧书中认识我
的家乡。

（作者为河北人，80 后文学爱
好者。）

当我送出一本旧书，它便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去结识新

的朋友，书写新的奇缘……

书书 缘缘
◎罗瑞雪

我 从 小 就 爱 读 书 ，亦 和 书 有
故事。

读三年级时，班里有个叫小庆
的男生，家里经济条件好，藏书也
多，那些世界名著令我垂涎。得知
他不喜读书，爱的是荷花和小鱼，我
有了办法。

我的家乡合浦县廉州镇大江村，
有一道夏日最美的风景——美丽的
荷花塘，6月份是它开花最旺盛的时
期。周末来了，太阳炙烤着大地，我
戴着草帽，带上工具，实施我的计划。

荷花塘周围都是鱼塘，但塘边
荆棘丛生，我在瓶口系上绳子，放
上 饵 料 ，放 在 小 鱼 出 没 的 地 方 。
在烈日曝晒下，在漫长等待中，我

躲在鱼塘主人用木头和竹子搭成
的简易的房子里，拿出《水浒传》
津津有味地读着。书里武松回乡
探 望 哥 哥 ，途 经 景 阳 冈 ，在 酒 铺
喝了十八碗酒却执意上山，赤手
空拳地打死了老虎……现实中我
头顶烈日，“智捕”小鱼——两个
钟 头 后 ，我 把 瓶 子 快 速 提 出 来 ，
鱼 儿 抓 到 了 ！ 我 再 小 心 翼 翼 摘
荷花，手上和脚上被荆棘划了一
道 道 血 痕 。 我 用 小 桶 装 好 小 鱼
和荷花，奔赴小庆家，借到我念念
不忘的书。

我的父亲爱好文学，读小学的时
候，他不但经常念书给我听，还给我
讲作家的故事。我耳濡目染，常常拿

父亲收藏的书看上几眼，不认识的
字就查《新华字典》。书中的故事跌
宕起伏，引得我浮想联翩，久久沉醉
其中。

中学时代，每当我有了一本新书
时，便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阅读。
我尤其喜欢阅读散文，喜欢散文那种

“形散神不散”巧妙构思，喜欢优秀散
文里面的韵律，跃动着的文字。即使
去钓鱼，我也不忘带着书去看，因为
我是闷竿钓，不用浮漂，看竿尾，不影
响上鱼。

有一次，为了买到一本欧阳山写
的《三家巷》，我跑遍了北海所有的书
店和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我从
同学处得知钦州有这本书，就决定搭
快班车去买回来。寒风凛冽的冬季，
偏偏又遇下雨，我披着雨衣，冒雨前
往。当在钦州旧货市场淘到这本书
时，我欣喜若狂，付出总有回报。

大学时代，我除了喜欢打篮球，
大学业余生活基本放在读书写作
上。我用心写出所见所闻，记录自己
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悟。
通过读书，我懂得了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博大。闻着淡淡的书香，我亦
有了精神的寄托。

2002 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
名乡村教师。我仍然保持着读书
与写作的习惯，也鼓励我的学生多
阅读优秀的课外书，学习写作。不
料我工作的第二年，母亲不幸患上
了重病，住院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本指望着家里投资养的大蚝能
给家里带来一些收入，谁能料到，
因为水质污染，所养的大蚝全死
了，亏得血本无归。投资养大蚝的

钱是向银行贷款的，本金利息得还
银行，加上妈妈治病还得花钱，仅
靠爸爸和我微薄的工资，无疑是杯
水车薪。

那些年，我们的生活捉襟见肘。
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除夕夜，一直
节省着用的煤气没有了，家里实在拿
不出钱来加煤气。我不得不带上柴
刀上风门岭砍些枯枝、扫些落叶做
柴火。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我利用
寒暑假时间帮人送餐、用三轮车运
玻璃……只要能挣钱的我都干 。
有时我也拾破烂，沿路捡拾别人
丢弃的矿泉水瓶、废弃纸箱，甚至
破铜烂铁……卖破烂得来的钱，
除了买日常用品外，也用来买书
店降价的书。有时捡到别人丢弃
的旧书，亦视如珍宝。每天晚上，
无论多累我都津津有味地读着这
些书，乐此不疲。

就 这 样 ，因 为 有 书 ，我 挺 过
了 人 生 中 最 艰 难 的 那 段 时 光 。
现在想来虽然艰苦，但又何尝不
是 上 天 赐 给 我 的 一 笔 宝 贵 财 富
呢？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也没有
白 走 的 路 。 因 为 有 了 那 一 段 经
历 ，让 我 遇 到 困 难 都 能 从 容 对
待，荣辱不惊。

渡过难关后，我更爱读书了，我
的散文也不时发表在《北海日报》的
副刊上，我多年的阅读和写作得到美
好的回馈。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盛
开，清风自来。”我和书的故事，注定
精彩！

（作者为合浦人，教师，合浦县
作家协会会员。）

清茶伴读 李顺 摄

读自己喜欢的书，自感心境一如眼前的大海，宁静、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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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丽萍

因为有书，我挺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
◎黄传艺

春光春光 李顺李顺 摄摄

扉页上的赠言，犹如一盏明灯，予我温暖坚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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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