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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静读时光静读时光
陈亚延陈亚延 摄摄

周末，雨一直下，是适合看
书的天气。

去到书吧，从书架上拿了
一本最喜欢的《读者》，点了一
杯咖啡，寻一个舒适的位置坐
下。抬眼望去，阅读区的位置
上坐得满满的，或独自一人，或
家人陪伴，或两两相约，或三五
成群，阅读的、书写的、记笔记
的，很浓厚的学习氛围。

打开书，静静地从包里拿出
笔记本，放在书桌上，开始了我
的阅读。过了一会儿，左手边来
了一对父女。这个小女孩手里
握着一杯粉色的奶茶，走到桌
前，小女孩将手里的奶茶刚放
下，就迫不及待地把那本绿色书
皮的《脑筋急转弯》展开，眼睛眨
也不眨地看着。我想，她的脑筋
里正思考着某个急转弯的问题
吧，那杯粉色的奶茶被她遗忘
般，静静地立在书旁。

接着，我的目光被对面那个
小男孩吸引了，准确地说，我是
被他那双大眼睛吸引了。长睫
毛下那双清澈的大眼睛里，装下
的何止是一页书上的文字，那分
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啊！小男
孩非常认真地阅读着，周边的一
切似乎与他毫无关系，徜徉在知
识的海洋里，他像一个小水手，
拼命划动着双桨，吸收着书海里
的营养。小男孩眼睛里那种对
知识的渴求，让我仿佛看到了年
少时的自己。

那时的我们，没有这么多
的书籍，也没有这么好的阅读
条件，小伙伴们只要谁有一本
小画书，都爱得不得了，巴不得
一口气读完，并会毫不吝啬地
与大家分享，相互交换着看。
有时，我们甚至是在放学的路
上，几个人围在一堆，或趴在路
边的草垛上，共同翻阅着一本
书，一起品味着书中的香气。

初中的时候，哥哥书架上
那些书籍，更让我爱不释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次
握手》《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
恼》等书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阅读的，而且是半公开半偷偷
地阅读。家里支持我们看课外
书籍，但有时间要求，晚上必须

按时睡觉。可书本上的内容越
看越有意思，实在是太吸引我
了，每次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
间，要被催促很多次，才恋恋不
舍地放下书本。

家里同意看课外书籍的时
间，远远不能满足我对书本的需
求，于是，每天晚上睡觉时间到
了后，我会假装睡下，然后等家
人们不察觉时，偷偷躲在被子
里，用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筒照
着，一页一页地翻阅咀嚼，有时
一看就是深夜。第二天，在伙伴
们面前，我总能不停讲述书里的
故事，张海迪、保尔·柯察金、娜
娜、灰姑娘……一个个人物形象
活灵活现地在面前跳跃，引得大
伙既羡慕又嫉妒，而我，更多的
是阅读后的快乐和满足。

此刻，我的思绪从小男孩
的大眼睛里被拉回来。

抬眼望去，那边一位可爱
的小女孩正手持一本《同步作
文》，轻声诵读着，自我陶醉其
间。另外两个初中女同学将头
埋在桌上的一堆试卷里，静思、
冥想、解答，神情专注。

我呷了口咖啡，把目光收
回到桌上翻开的书页，看到海
明威的《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海明威说：“我就是在饥肠辘辘
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
塞尚的作品的。我时常猜想，
他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作画；但
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
吃饭……”

是啊，面对书本这个浩瀚
的海洋，我应该也特别饥饿了，
体味到如饥似渴的真谛。当
然，周围好多阅读者，他们拿着
书，同样如饥似渴，眼睛里是如
获至宝的满足。

本想到书吧寻一份馨香，
却收获阅读时的百味感悟。我
在心中默默计划着，除了平时
在家里的阅读，一周，至少一个
月要到书吧里来阅读一次，为
心灵寻求一份安静，让饥饿的
灵魂吸入一点养分。

外面，雨，一直下，丝毫没
有停止的意思。是否，它也想
洗去人们风尘中的灰垢，洗涤
人们浮躁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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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母在不同的城市
工作。爸爸每个月回家一次，每
次在家待两三天。通常，晚饭后，
就是我们家的“故事时间”，主讲
是爸爸，他会给我们讲他最近看
的书。每次听故事，我都意犹未
尽，缠着爸爸再讲一会儿，爸爸就
说：“等你上学了，你自己看，书里
面的世界太广阔太精彩啦。”

上学了，从会识字开始，书就
成了我一生的朋友。那时候，家
里只有小人书，就是那种图画书，
寥寥的几本，都被我翻了不知多
少遍。于是，书店就成了我最喜
欢去的地方。

妈妈看我这么喜欢书，从有
限的生活费里挤出钱，给我订了
《中国少年报》《小溪流》《儿童文
学》等报刊。邮递员每送来一期
新报刊，这一天就是我的节日，是
我最开心的日子，闻着新报刊特
有的书香，我爱不释手，一篇一篇
仔细读完，才小心地把它们珍藏
在我的抽屉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对书
的渴望，真是如饥似渴，常常废寝
忘食，通宵达旦地读。中学时，我
已经读完了古今中外很多经典文
学名著，并涉猎哲学，开始探寻人
生的意义，思考我的一生应该怎
样度过，我有了人生的梦想：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当一个作家。

学生时代，在所有功课中，语
文是我花时间最少的，却是成绩
最好的。进入社会，到如今年过
半百，我从未间断过阅读。博览
群书，让我在历经人生风雨坎坷
之后，依然能保持初心，有着淡看
云起云落的豁达之心。

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
我处于人生低谷，我会从书中寻
求力量、寻求光亮；当我在人生的
十字街头犹豫彷徨，书，犹如睿智

慈祥的长者，向我娓娓道来，令我
豁然开朗、醍醐灌顶；当我遭受挫
折和打击，独自舔着伤痕，又是
书，这个永远陪着我的朋友，让我
感到不再孤单无助。

阅读，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灵感，我实现了儿时的
梦想，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
来发表散文、诗歌、随笔等数十万
字，被《读者》《青年文摘》《意林》
等杂志转载。做编辑、当老师，几
次人生的重大转折，都得益于我
的“书底子”。

所有这些人生经历，都是我
珍贵的财富，而这些财富追根溯
源，都来自不停的阅读。

当我有了自己的女儿，家里
浓厚的书香氛围，这份来自骨子
里对阅读的深爱，自然而然传承
给了女儿。女儿一岁多就喜欢听
我讲书里的故事，两岁多会背许
多唐诗，上小学一年级学会拼音
后，她整天捧着一本书，成了小书
迷。现在，有时遇到从前的熟人，
他们问起我女儿，印象最深的就
是：你家姑娘爱看书。

读写能力，是一个人终身受
用的能力。对于学生升学，更是
关键，且不说语文在中考高考中
占的分数多，语文成绩好，阅读理
解能力强，也是学好其余学科的
基础。而且，养成阅读的习惯，自
然就不会沉迷网络。女儿读书，
从没让我操过心。一本本书，就
是一个个比我高明得多的老师，
一个个比我睿智得多的朋友，陪
伴她从小学到高中，顺利考上大
学，大学毕业后又读研，再到参加
工作。

写作是阅读结出的果子。女
儿在读大学期间，参加全国高校
文学作品竞赛，她的小说《幻肢
痛》荣获了一等奖。毕业后，女儿

在一家出版公司当编辑，整天在
书山中徜徉，工作如鱼得水。近
几年，我们母女书来信往，探讨心
理学奥秘，写下了十几万字的书
信。日前，我们母女在墨库同开
一个号，写书评。

阅读之于人生，如春风之于
嫩芽，阳光之于桃李，辽阔天地之
于苍柏劲松。一个人的精神成
长，需要自由舒展的空间，需要伟
大灵魂的导引，需要自觉自主地
吸纳。“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
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都需要
大量的自主阅读。而在这个追求
的过程中，阅读可以帮助我们逐
渐超越自身，在精神上逐渐从日
常生活中突围，从而不断走向开
阔和无限。

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
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读书不
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
人生的终点；读书不能改变人生
的物象，但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

建设“书香遵义”，推进全民
阅读。作为一个读书人，躬逢其
盛，手机上有“微信读书”“微信听
书”“喜马拉雅”等各类APP，可以
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读书听
书。我参加了很多线上读书会，
大家共读一本书，讨论交流，各抒
己见，我还结交了天南海北的书
友。双休日，我是新华书店、市区
图书馆的常客，坐拥书城，感觉自
己特别富有特别幸福，深感“天下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是根；
对一个国家来说，文化是魂。世界
越是瞬息万变，始终如一的坚持，
才令人感念；人心越是浮躁不安，
沉下心来的阅读，才显出可贵。

读书，就是生活，阅读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正日益成为时代
的主旋律。

王王 霞霞生活散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