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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页间的时光书页间的时光
□□ 彭斌彭斌

一起读书去一起读书去
□□ 王雅妮王雅妮

去 年 今 日 ，第 二 十 九 个 世 界 读 书 日 ，

《读 书》栏 目 正 式 开 栏 。 今 天 ，又 逢 4 月 23

日，读书日已晋级三十，《读书》专栏也迎来

开栏一周年纪念日，于栏目来讲，是个有意

义 的 日 子 。 按 惯 例 ，一 周 年 总 是 要 有 所 表

示 才 好 ，我 们 自 也 不 能 免 俗 。 周 年 庆 之 类

的 ，过 于 喧 嚣 ，而 一 言 不 发 ，似 乎 也 有 些 太

过 冷 清 。 那 便 说 几 句 话 ，讲 讲 这 一 年 来 的

《读书》吧！

《读书》每月发一期，加上今天的这期，正

好 12 期，满满一个轮回。这一年间，我们共推

荐 51 本好书，刊发文章 36 篇，其中特约名家

撰稿、来稿、言论各占三分之一。一年间，每

逢稿件到手，我都要认真拜读，当然这是编辑

职责所在，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与作者基本相

识，有的还相交颇深，因此，非常乐意通过他

们谈读书的文章，来更加了解他们。这一读

下来，时而抚掌赞许，时而会心一笑，常有深

得我心、我亦如此之叹。

这些文章是这样的精美有趣，我忍不住

要在读者诸君面前显摆显摆，按发表时间顺

序分别是：《“叼零食”》《嗜书如命》《书伴我

行》《食书养命》《云梯、基石、源泉》《读书是一

种修行》《读书简历》《有所寄》《岁末书单》《书

香年华》《在他写的书中回忆他》以及本期刊

发的《书页间的时光》。题目为文胆，是文章

的灵魂所在。观题，多半已知文意。再看看

作者为谁：李够梅、马鸿宾、李峰、马明高、梁

镇川、雷国裕、高丽萍、任良、冯海砚、彭斌。

他们或是名作家、名评论家，或是名记者、名

编辑，或是文艺界的前辈老师，或是新闻界的

领导。身份虽有不同，但对读书的热爱却无

差异。读书，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中，都极为

重要，不可或缺。而读过的书，在漫长岁月的

浸润下，早已融入身心，成为他们自己。什么

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他们身上，便有了具

体体现和注解。

栏目在策划和筹备时，得到社长彭斌的

大力支持。彭斌社长对读书是深爱之，笃行

之。我自然是很想让他为栏目撰稿，于是再

三发起邀约。彭斌社长公务繁忙，踌躇犹豫，

未肯应许。直至我以大义说之：领导带头写

稿既可以为栏目增色，也可以为阅读推广之

事赋能。彭斌社长终于松口应允。于是，便

有了这篇《书页间的时光》。

彭斌社长文中有引用宋朝诗人翁森《四

时读书乐·春》句，“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

前草不除。”极言读书之乐，我亦效仿之，特引

清代诗人萧抡谓之《读书有所见作》，做这篇

小文之尾：

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
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
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
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

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气自华
————写在写在《《读书读书》》开栏一周年之际开栏一周年之际

□□ 李牧李牧

古 训 有 云 ：“ 春 诵 ，夏 弦 ，秋 学 礼 ，冬 读

书。”

四季各有其韵，而春日，无疑是和书卷最

为契合的季节。桃花灼灼，杏花如雪，柳叶抽

芽的嫩绿在风中轻颤，鸟鸣啁啾与花香缠绵，

这样的春光里捧一卷诗书，任思绪在文字间

纵横驰骋，该是何等惬意的事！

春日芳菲正好，当是诵读时节。

政教专刊开设《读书》栏目，主任李牧数

次约稿，心中好生忐忑。只因近年读书甚少，

书香气稀薄，加之公事冗杂，生疏写作，故久

久不敢接此邀约。因为，“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的韵味，于我而言，已成久

远的记忆和梦中的情愫。

常常为自己的慵懒寻找理由，谓当下无

暇读书与写作，待数年退休之后，山水之间，

置一小屋，在“人散后，一钩残月天如洗”的静

夜，沏一杯温茶，点一盏心灯，伴一窗冷月，持

卷低吟。一任书中流淌着的妙语，在书香的

氤氲中，一洗尘心，超然物外。

恍惚间，走到书房，打开书柜，轻轻翻动

着书本，摩挲着书页，一本本书籍纸面微微张

黄，散发着岁月沉淀的温润。

记得大约小学五年级的样子，父亲从旧

书柜中取出了一本泛黄的《唐诗三百首》，自

此，我走进了诗词的海洋、文学的世界。张九

龄笔下“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的清香高

洁，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的豪迈浪漫，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的家国情怀，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的清新恬静，再有张若虚孤篇压全唐《春江花

月夜》中“江潮连海，月共潮生”的邈远意境，

更是让我如癫如狂，沉醉不知归路。之后，便

是宋词的“理趣”，苏东坡“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的孤高旷达，辛弃疾“醉里挑灯

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金戈铁马，李清照“帘

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凄美婉约，让我如沐

春风，心往神驰。在那墨香浸染的岁月，这些

经典与文字，像春雨一样，悄无声息地渗入心

田，让我初尝文字洞穿时空的力量。

很清晰地记得，有时读到有趣处，父亲会

过来，给我讲书里的故事：诗词歌赋之雅，文

人墨客之趣、文臣武将之能……也讲读书的

艰辛。有句话让我至今铭记在心：你以为读

书很苦，但当你放弃读书，经历生活的雨雪风

霜后，会明白，不读书，更苦。父亲的人生之

旅、艺术历程正是这样。他曾长期在吕梁地

区文联工作，是典型的文化人。家里有一小

书屋，那是父亲读书和写作的地方，书对于父

亲来说是生活、工作和事业中绝对不能或缺

的东西。在父亲寥寥几千册的藏书中，许多

书籍都留下了反复阅读的痕迹，因爱读书，所

以他也爱写书，4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散

见于中央、省级文学刊物，出版了六本专著，

一生创作了 200余万字的作品，虽没有产生大

的轰动效应，但那毕竟是父亲勤奋笔耕的劳

动成果。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都从

事文字工作。正是有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国家文化部和全国妇联举办的全国家庭读

书活动中，我们一家被评为“全国优秀读书家

庭”。

真正的读书时光，其实还是始于大学时

期。在图书馆的角落，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

地洒在书页上，尘埃在光束中起舞，我常常一

坐就是整个下午。在那里，我认识了莎士比

亚、托尔斯泰、马尔克斯……他们把我带到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

海洋的丰富多元，我常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

姆雷特”对话，感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

史诗波澜，在马尔克斯的魔幻世界里流连忘

返。一个个文学巨匠，引领我穿越时空，与不

同的人生境遇共情，也收获了人生智慧与内

心丰盈。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中国文学空

前繁荣的时代，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

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给了我们哲学

的思考与觉醒；舒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

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表达了

我们对人格独立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张扬；顾

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

明”，是那一代人在迷惘的现实中执着追寻光

明的心灵历程……

就在吕梁那所唯一的大学图书馆，在岁

月静好的日子里，我一次次走进无数智者的

内心，在经史子集中追寻行走的灵魂，在字里

行间寻找生命的答案。当图书馆闭馆的铃声

响起，暮色已悄然漫过窗棂，现实与理想的碰

撞在书页间悄然融合。正如林徽因笔下“你

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读

书的时光里，青春也染上了诗意的色彩。

参加工作以后，琐事渐繁，读书的时光被

切成了碎片，当快餐式阅读成为习惯，心灵难

免蒙尘，思维日显浮躁，认知日渐浅薄，加之

以前阅读和背诵过的文字已随岁月流转，或

不复记忆，或残缺不全，使得自己常常扪心自

责：既然曾经阅读的经典会忘却，那读书有什

么用？直至某日读到三毛的文字：“读书多

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

看过的书籍已成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

们仍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也可能显露在生

活和文字里。”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我恍然

而悟：原来读书正如竹篮打水，看似一无所

获，实则已将心灵涤荡得澄澈明亮。于是，我

重新在深夜的台灯下翻开书页，让茶香与墨

香交织，在文字中找回内心的宁静。因为我

相信，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不会白读，它总会在

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们表现得更出

色。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了一个个恬然淡泊、

温文尔雅的人，一个个气质如兰、温婉大方的

人。读书未必有“黄金屋”“颜如玉”，但是一

定有我们更好的自己。

从这个方面讲，读书的意义就显而易见

了。其实，读书的好处，见仁见智，有说读书

可以增智，可以明理，可以调养情绪，可以富

养心灵，还可以提升人的文化修养和素质。

更有人说书是疗伤的药，创业的胆，家庭的

根。凡此种种，都说明读书益处多多。但于

我而言，读书以来最大的感悟就是它会让人

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个人读书

不多，见识难免受限，就会受到眼前世界的禁

锢，一遇不顺，极易消极悲观，郁郁寡欢，让自

己困在情绪里。只有阅读，才会让人通达通

透，澄明清彻，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美。所

以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

也只是个邮差”。确实，少了学识的浸润，缺

了文化的照耀，许多事物都会成为被时间风

化的标本。

如今家中的书柜里，既有反复摩挲而书

脊微损的旧籍，亦有等待某个午后或深夜开

启的新书。夜深人静时，泡一壶清茶，在护眼

灯下读书，灯的光晕与窗外的月色交融，翻动

书页，仿佛推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门扉：

有时是江南烟雨中的水墨画卷，有时是塞北

风沙里的苍茫诗行，有时是异国街巷中的人

文掠影……正如古人所言，“闭门即是深山，

读书随处净土”，在这方寸书页间，我总能找

到心灵的桃花源。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喧嚣的时

代，不妨让我们停下匆匆脚步，寻一安谧去

处，让心灵在墨香中沉淀，在阅读中品味书

香，在书香中传递力量，构建内心的和谐。习

近平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

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

读书，建设书香社会。”当我们在书页间跋涉，

便是在与无数灵魂对话，在静默中聆听和品

味智者的声音。那些沉淀了历史和充满了智

慧的翰墨里，藏着文明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

破译；那些跳跃的文字中，蕴含着生命的力

量，等待着我们去领悟。

春雨纷飞中，我合上书页，却合不上思绪

的翅膀。在这个喧哗浮躁的尘世间，能有一

隅清新雅静的读书天地，是多么幸福的事。

日正长，风正暖，春光美如斯，正是读书时。

走，一起相约，读书去。

日渐长，风正暖，人间最美四月天，正是

读书好时节。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日里，我

们共同迎来了一个散发着别样气息的节日

——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也是三版开设读

书专栏一年之时。从去年开栏到现在，能想

起来读过的书倒是有那么几本，心中的愧疚

感比以往少了那么两分。

说实话，过去没有养成很好的阅读习惯，

读书几乎是为了应试。工作以后，深知“输出

的深度取决于输入的广度”，便开始培养读书

的习惯。但不知不觉间，读书之于我，早已超

越了职业的需求，成了我对抗虚无的精神铠

甲。

一年以来，每期读书版也都有谈论过自

己关于读书的浅薄观点，正值世界读书日，借

此机会和大家谈谈我最有感触的读书观。

读书是一种放松方式。在这个信息碎

片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快速滑动屏幕，却渐

渐失去了沉浸于字里行间的耐心。常常是

下了班就躺在床上追剧、刷短视频，美其名

曰 放 松 身 心 ，可 这 种 快 乐 来 得 快 消 散 得 更

快，甚至反噬回来是脑心俱空的无力感。而

读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扩展知识，提升个人

修 养 ，更 能 够 让 我 们 在 紧 张 而 繁 忙 的 工 作

中，为身心寻找片刻的温馨和宁静，提高生

活的品质。试想一下，繁忙的工作之余，夕

阳的余晖之下，一阵清风，一杯清茶，手捧书

卷，书页轻轻翻动，沉浸文字，远离喧嚣，有

穿越时空的惬意，也有跨越山海的美好。沉

浸在书籍中，那些生活里的疲惫、工作中的

焦虑，都在一页一页的书卷里消失殆尽。

读书别只盯着“有用”。不可否认，当今

书籍的范畴极为广泛，只要我们愿意，随时

随地都能阅读。然而，在这个日益信息化且

压力重重的时代，很多人在读书时片面地追

求“有用”。这就致使文学、小说、散文等类

型的书籍备受冷落。相反，一些工具书却备

受 热 捧 。 但 事 实 证 明 ，一 味 地 追 求 所 谓 的

“有用”，只会让自己陷入难以察觉的空虚与

麻木之中。我们应该明白，知识本身是非常

有用的。那些被我们视为“无用”的东西，或

许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益处，却有着深远而

持久的影响力。正如《书页间的时光》里提

到的“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不会白读，它总会

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们表现得

更出色。”

四月芳菲里，读书正当时。而且世界读

书日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天的仪式感，它更

为 重 要 的 意 义 在 于 使 每 一 天 都 成 为“ 读 书

日”。

让我们莫负好时光，赴约“一起读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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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专刊《读书》
栏目开设有一年的时
间了。栏目每月一期，
站位时代高度、社会广
度、文化深度，以书为
灯，以阅为光，自成读
书人谈感受、话感悟、
抒感触的一方天地，以
广阔的视野、深入的视
角，彰显优秀阅读人的
智慧和价值。栏目未
见波澜，但足以引燃一
些“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人的阅读情怀和
激情。

媒体融合当下，对
于地方党报来说，不仅
要传播书香，更要把阅
读推广作为分内之事，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全
民阅读中，为建设“书
香吕梁”贡献力量。

这些晋版好书
你读过几本

《慈江雨》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讲述了一位少年抗美援

朝的故事，从十六岁到十八岁，慈江道这片

土地像一座熔炉，把他从懵懂少年铸造成了

钢铁战士。书中好几位有血有肉的人物逝

去了，有的惨烈，有的悲壮，还有的九死一

生，活了下来，他们激荡着我们的心，让我们

对生命的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

《四十年，四十人——“茅奖”作家作品
观澜（1982—2022）》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此书是由著名学者梁鸿鹰编

选的一部评论集。收入茅盾文学奖设立以

来，八十位评论人对 40 部获奖作家作品的

评论文章，共 80 篇。他们带领我们回顾重

温了“茅奖”作家作品，并进行了重新解读，

为文学界呈现一个多元立体的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研究新概貌。

《游过月亮河》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推荐理由：此书将军民鱼水之情、亲子骨

肉之情、老幼相依之情等交汇在一起，讲述了

一场洪灾过后一个失去双亲的男孩和一位痛

失爱子的老人在部队和社会的关照下携手相

扶、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故事，关注到了灾后

重建中儿童和老人心理疗愈的社会问题。

《“走读山西”》系列丛书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走读山西”系列丛书，分册

内容涵盖山西的历史文化、戏曲民歌、壁画

雕塑、古建戏台、红色文化等多个领域，是山

西文化旅游优质资料库，是山西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优势的展示台，也是山西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向世界讲好山西故事的金色名片。

《山西廉政文化丛书》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狄仁杰、司马光、于成龙、白

居易……山西悠久的文明史中，涌现出一批

百姓口口相传的清官能臣。他们洁身自好、

心系苍生，成为为人做官的样本和典范。丛

书围绕“清、廉、勤、正”四字展开，共包括正

册 11本，副册 2本，以及别册 1本。

读书别只盯着“有
用”。不可否认，当今书
籍的范畴极为广泛，只
要我们愿意，随时随地
都能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