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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而言，心中挚爱着的，

就是最美好的。

比如这读书，比如这小小的书房，

比如这安逸而静谧的书房时光。喜欢

这样的氛围，喜欢这样的私人空间，之

于我而言，自己的书房，不仅仅是一个收

藏书籍，和阅读书籍的地方，更是我心灵

栖息的地方，是一个心灵的港湾。

将房门关闭，坐在书桌前，就像

是将整个世界，都关在了外面一

样。这里没有世俗的喧嚣与嘈杂，

这里的时光是安静的，是缓慢的，是

安逸的。一个人身在书房，也不一

定非要立刻就去读书，就是这样静

静地坐着，静静地待着，都是一种莫

大的享受。感受着书房里浓浓的书

香味儿，靠着窗外的天空，一个人什

么都可以想，也什么都可以不想，便

觉得此刻，自己才是真真正正地属

于自己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着各自

的不同的身份。为了生活，我们有时

不得不戴上一副副连自己都不敢认，

甚至连自己都讨厌的面具。但是迫

于现实的需要，我们又不得不如此。

但此刻在书房里，一个人置身于这样

的氛围中，你可以撕下所有的面具，

只做自己。

想得久了累了，就找出一本自己

喜欢的书来读。不管是经典的唐诗宋

词，还是现当代作家的名著，都是一次

不错的心灵对话与灵魂的洗礼。不管

你是否承认，读书，都是一种精神养分

的吸收。即使是同一本书，在不同的

时候，不同的境遇，进行阅读，你也会

品读出不一样的感悟来。

对于阅读，我喜欢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粗略地浏览，即使不太喜欢，也

要粗略地看上一遍，至少做到有所了

解。再一种就是仔细地反复地阅读，

像那些特别经典的部分，我都要一一

背诵。可能对于那些不爱读书的人来

说，阅读和背诵，都是枯燥乏味的，但

是对于一个挚爱这些的人来说，阅读

和背诵，都是津津有味的，就像是一头

饿极了的老饕，遇到了一顿美食大餐

一样，大快朵颐的幸福，是那些不爱

阅读的人，所不能体会到的。

喜欢做阅读卡片，喜欢把一些树

叶或昆虫的标本，放在这书页间。

有时，偶尔翻阅到的一些，就是一次

最美好最温馨的回忆。是啊，一本

本书籍里，隐藏着我人生中的一截截

时光。

想得累了，就去阅读，读得累了，

就索性躺下。微闭双眼，或小憩，或

沉思，静静地让自己的思绪，在这种

氛围中漫无目的的游弋。想想自己

刚刚阅读过的内容，也是一种美好

的享受，就像是一头正在反刍的老

牛一样，恰恰也就是在这样的联想

和遐想中，书中的知识，才能变成自

己的感悟与领悟，才能真正地为自

己所用。

书籍，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这里有史籍的厚重，有人文的情怀，

有人情的冷暖，有尘世间的风景，有

智者的感悟，有着光怪陆离的大千世

界……书籍就是海洋，不同的书籍，

就是一片不同的大海，徜徉其中，你

会得到属于自己不同的收获。

最爱这醉美的书房时光。在这

里，书香是美酒，茶香是美酒，阳光是

美酒，灯光是美酒，思绪是美酒，文字

是美酒……任何的一次畅饮，都能让

自己的心灵酩酊大醉一次，醉在这样

的美好里，人是轻松的，心是安逸的，

情是暖暖的……

醉美的书房时光啊，我心甘情愿

成为你书籍里的一枚文字。能和你

日夜相守朝夕相伴，为这原本平淡无

奇的生活，增添一些别样的情趣儿，

多美多好！

让心灵取暖

我喜欢读书，尤其是在这寒冷的

冬天里，一个人，一些书，一杯茶，一

个暖融融的房间，一截时光缓慢静谧

而安逸。

儿时的记忆中，乡下的冬天是漫

长的，更是难熬的。没有暖气，没有

空调，一到腊月，乡下人家就会在自

家的屋子里，升起一个大火炉，并开

始烧炕。于是，不管外面是如何的寒

冷，风雪是如何的肆虐，这乡下人家

的屋子里，都是暖意融融的。这样的

情景里，就更加的适合阅读了。

吃完晚饭，写完作业，祖母和母

亲做起针线活儿，祖父和父亲开始抽

烟，我就开始阅读，一个房间，一个炉

火，暖意融融。

那些年月里，乡下还没有电视，

所以，大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说些

家长里短的事情，而我就只能是阅读

了。那时候最初的阅读，是从看连环

画开始的，渐渐地随着年龄增长，就

开始阅读一些长篇小说，有国内作

品，也有外国作品。也就是这样的阅

读，让年少的自己，多了一份沉稳和

定力。

书籍，就像是一缕别样的阳光，

温暖着我的心灵，照亮着我的日子。

这些纸质伙伴告诉我，即使你此刻身

在一个小乡村，你依旧能看到外面的

世界，而且外面的世界，还是如此之

大，如此无奇不有。

吸收着书中的养分，享受着读书

的时光，便觉得自己的心中是暖暖

的。当心中暖了，任何的风雪，都会

显得无能为力。书籍，是可以让人的

心灵取暖的，这话一点不假。

沏好一壶茶，握紧一本书，围着

一炉火，慢慢地阅读，细细地品味。

在享受着这种难能可贵的美好里，汲

取着书中的知识，追忆着似水流年，

在一次次的体会与感悟中，咀嚼人生

的味道，感受生命的美好，就是一种

幸福。

书籍让心灵取暖，在温暖里我们

踏上追梦的征程，一颗心暖了，就会

遇见尘世间最美丽的风景。

书籍让心灵取暖，文字如阳光，

带给人无尽的温暖，也带给人无尽的

光明和希望……

□□ 程秀云

幸福的“棋局”

爸妈都爱下棋，每晚临睡

前，他俩就会摆三局，切磋一

下。时间久了，俩人就养成了用

棋局定输赢的习惯。但凡谁输

了，谁就要晚上起夜添炉火，还

要早起做饭。

尽管爸妈切磋了很多年，我

妈棋艺进步很大，但在我爸这位

老手跟前，还是差了一大截。我

妈曾在一次输棋后赖床，不愿意

早起做饭，她打趣道：“有生之年，

不知道我能不能超过他的棋艺

喽！”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眉眼间

满是笑意。

我知道，他们在下棋时是针

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对头，但私下

里感情好得很，“友谊首要，比赛

次要”才是他俩一贯坚守的原

则。所以，我也乐此不疲地看他

们每晚下棋，偶尔再听听妈妈输

棋后的抱怨，帮她打打气。

不过，说来也怪，自从我妈大

病一场住院康复后，她的棋艺竟

然“突飞猛进”了。

从那之后，我妈每晚下棋基

本都是三局三胜或三局两胜。

尽管有时候定输赢的那局，我妈

赢得很惊险，但终归还是我妈赢

了。也是从那以后，晚上起夜添

炉火，早起做饭的人，就变成了

我爸。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有些不

解。那天，我悄悄地问我爸：“爸，

您是不是下棋时不在状态啊？”

我爸瞥了我一眼，回答我：

“啥不在状态？我俩一起下棋，我

哪天都状态不错。”听我爸这样

说，我大概猜到了缘由。

于是继续追问我爸：“那就是

您手下留情了，不然以您的棋艺，

不可能总输给我妈吧？”

我爸抿嘴乐了：“哈哈！输给

她其实不算啥，我厉害的是，输得

高明，看不出来。你要是能学会

这种下棋方法，你也算出徒了。”

我仔细品着我爸的话，又在

晚上他们二老下棋时，留心观察

了棋局，我这才发现我爸下棋的

高明之处。原来，我爸总把棋局

故意设计得很惊险，甚至俩人要

私拼到只剩下大车和小兵保将。

然后，我爸又在不经意间，一步一

步地让着我妈，或是在推测出我

妈要三步后赢棋时，故意慢我妈

半拍，输掉这盘棋。果然，我爸这

样的输棋方式，还真是耗心思，很

巧妙。

只是，次数多了，我妈那么聪

明，她还是在某一天突然猜到了，

她为什么会突然棋艺大长了。但

我妈并没揭穿我爸的让棋，她说，

她想这样跟我爸下棋，一直到下

不动了为止。

爸妈的爱，都在这满盘棋子

的布局中。爸妈的棋局，可真是

幸福的棋局啊！

□□ 肖明明

不过一碗面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突发奇

想去北方看雪，谁知刚下火车，手机

却没电了。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

想借插座充个电，女主人看我浑身

落满雪花，热情地邀请我进屋，为我

煮了一碗面。那是一碗极其简单的

面，一点酱油，一些葱花，上面还摊

着一个荷包蛋，我一口一口地吃着，

身上的雪也慢慢融化。因为那碗

面，让我对那座城市也有了好感。

或许是因为那段经历，作为一

个南方人，我开始像北方人一样钟

爱面条。尤其是在寒冷的季节，每

当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回家，疲于做

饭，就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再做

一份西红柿炒蛋，或是笋尖肉丝，淋

在面条上，顿时香味四溢，清扫了一

天的疲惫。那滋味，不比吃一顿大

餐差。

初到一个城市，你可能不习惯

它的饭菜口味，但各种各样的面条

中，一定有你喜欢的那款。有个朋

友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有一回，

她打电话对我说，学校的饭菜居然

是带甜味的，根本吃不惯，好在面

条和家里的差不多，几乎顿顿都吃

面条，因此她的大学时光，一大半

是在面条的香味里度过的。对于这

一点，我也深有同感，每次不知道

吃什么时，朋友就说，走，吃面去。

身在异乡，无论吃什么面，都有一

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又回到了老

家的清晨。

在我老家那边，早餐的首选就

是面条。我最爱的一家面馆处于闹

市深处，老板和我已经熟识，每次还

隔着几步路，他就热情地招呼道：

“小姑娘，今天还是吃炸酱面吗？”我

大声地应一声，穿过众多食客，找一

张方桌坐下。老板一边跟客人搭

话，一边烫面、放调料、舀汤汁，毫不

含糊，锅里升起的袅袅白烟，正是浓

浓的人间烟火气。一碗面条下肚，

浑身都充满了干劲，生活也变得明

朗起来。

小时候，在外务工的父母突然

深夜回家，奶奶来不及准备饭菜，就

煮上一锅面条，再煎两个家里的老

母鸡下的蛋。父母捧着碗，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神情。他们一边大口大

口地吃着，一边和奶奶讲述外面的

世界，往往一碗面条吃得连汤都不

剩。那时的我疑惑不解，又不是山

珍海味，这样的清汤寡水怎么能吃

出幸福的滋味呢？

长大后，我也成为那个深夜回

家的人。这时才明白，这碗面条对

一个长久在外漂泊的人意味着什

么，是童年的记忆，也是家的味道。

从大城市踏上返乡之路，直到吃上

这碗家乡的面条，才算真正回归了

故里。

记得有段时间，母亲脾胃不好，

常常吃不下东西，去医院看中医，医

生让她每天早上吃一碗面条。母亲

听完回去照做，坚持了一个月，不仅

脸色变得更加红润，食欲也慢慢恢

复了。再去医院复诊时，排在前面

的病人和母亲先前是一样的症状，

听到医生吃面条的嘱咐后，不屑一

顾地说，不过一碗面，真的有这么神

奇的效果吗？

我想告诉他，他口中的不过一

碗面，作用可太大了。一碗面里所

蕴藏的，是熟悉的家乡味，是温暖的

人间烟火气，也是疲惫日常中的慰

藉。不过一碗面，却道尽了人与人

之间的情分。

■■ 王双发

风，吹走了阳光

天涯诗海

古话说，三十断红，四十断绿。

意即成熟的女人，若穿得过于艳丽，

就有“装嫩”之嫌。

在很多人眼里，红和绿，太俗

艳。于是，就有“红配绿，真俗气”和

“红配绿，赛狗屁”之说。我年轻时，

也爱白黑灰，但到了半百之年，却喜

欢穿红着绿起来。这种观念的转

变，缘于参加本市诗词楹联协会的

一个活动。

爱好诗词楹联的，仿佛都是老

人。尤其是几位女士，都年过花甲，

鸡皮鹤发，臃肿的身躯裹在黑灰色的

大衣里，显得暮气沉沉。但一位老先

生带来的老伴一出现，却如明媚的阳

光，把灰暗的宴会厅瞬间照亮。

她穿的是一件墨绿色的风衣，

内配一条枣红色的碎花连衣裙，包

包和高跟鞋都是红色系。红和绿挂

在她身上，非但不俗，反觉优雅。身

穿黑白格子裙，比她小八岁的我，坐

在她身边，竟感到局促和呆板。

原来，红配绿，也可以如此美

丽。从此，我开始尝试穿红着绿。

每天清晨，对着镜子里的“人老珠

黄”，仿佛只有披挂一些红绿，才可

以映衬出丝丝灵气。尤其是出去参

加活动，是一定要穿红着绿的，这

样，才能自信地面对镜头。

冬至日下雪，我去参加一个颁

奖活动，就穿了一件正红色的双面

羊绒大衣，内搭一件墨绿色的蕾丝

小衫和一条墨绿缀红叶的网纱裙。

照片中的我，在一群黑灰装束的同

龄人中，温暖如春、明艳照人，仿佛

可以把冷瑟的白雪点燃。

再次确认了穿红着绿也能赏心

悦目之后，我对红和绿有了更多的

关注。我发现古人其实也偏好红配

绿。在中世纪，红配绿曾是财富和

地位的象征，只有真正身份尊贵的

人才能穿戴。我国龙门石窟的飞天

服饰就是铁锈红配老绿，古典又高

级。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都

曾穿红着绿。

唐初传奇小说《游仙窟》中就有

“红衫窄裹，绿袜乱缠”的描写。《西

厢记》里的莺莺“翠裙鸳绣金莲小，

红袖鸾销玉笋长”。《红楼梦》中的王

熙凤穿着“一件桃红撒花袄，外罩石

青缂丝灰鼠披风，配大红洋绉银鼠

皮裙”，宝钗穿着“蜜合色棉袄，玫瑰

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

裙”，贾宝玉常穿半旧红绫短袄，系

着绿汗巾子……

青春盛年，在“千里莺啼绿映

红”的江南，“红亭绿酒送君还”，感

叹“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历经人世沧桑，“花褪残

红绿满枝，嫰寒犹透薄罗衣”，仍能

“叶争以绿环三匝，花逞其红曳四

围”，方不失人情血性，赤子情怀。

红花绿叶，红墙碧瓦，红和绿生

来就在一起。它们相互补充，相互

调和，构成人世间温暖平和的底色，

也构成天地间大俗大雅的气象。人

到晚年，穿红着绿，种花种草，何乐

而不为？

穿红着绿
□□ 熊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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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久违的乡

村，是浮萍的终点。

芦苇随风摇曳，

藏着无忧无虑的童

年。子女长大了，他

们追逐自己的明天；

父母变老了，带着忠

实的大花狗，跟轻风

一样，徜徉在山岗、

河畔，或迎接红日东

升，或坐看夕阳西

下，享受泥土带来的

缕缕恬淡。

我和爱人承接

溜光锃亮的农具，学

着父母的动作翻耕

田园。沉默不语的

土地，享受农人的按

摩，回报给农人的是

春华秋实的变换。

雄鸡一遍遍叩

问晨曦，清风一次次

拥吻炊烟。灶膛里

燃起幸福的日子，铁

锅里沸腾着生活的

美满。绿油油的豆

荚开出一朵朵皎洁

的月光，微风中飘荡

着柚子的香甜。

夜幕降临时，小

院上空繁星点点。

斟满一杯家酿的小

酒，手执诗书一卷。

一页页读着雨打芭

蕉的清新，一页页

读着种豆南山下的

悠然；一页页读着

绿肥红瘦的村景，

一页页读着在水一

方的浪漫；一页页

读着溪上青青草的

绿意盎然，一页页

读着稻花香里的蛙

声一片……

读累了，枕着月

光入眠。梦里乡村，

四季更迭，一半烟

火，一半清欢。

亲情家事

（外一首）

十二月的风啊

将荒芜拽得细长细长

我藏在月亮常去的某个

夜晚

品味某些味同嚼蜡的泪

痕

那棵高大老槐树上的鸟

巢

睡在老家温暖的故事里

一不小心就在自己眼里

淌成一条小河

有些忧伤来自远方

又仿佛与一切相干

我在老家肥沃的土地上

寻找干净的阳光

风，吹走了阳光

那是一缕清清爽爽的阳

光

十二月有什么炫耀的

你泪目的不只是月朗星

稀

还有孤影离别的故事

一片片落叶相互搀扶

书写对死亡的念想

落叶焚烧大片的荒凉

我看见了一幅油画里茅

草屋

潮气的瓦罐骨骼咔咔作

响

与我童年的处境是多么

雷同啊

清瘦的诗歌不成模样

十二只大雁南飞

山外的青山注定我一生

的苦难

寂寞就在窗外

城市月光露出摇滚乐

或者咖啡的颜色

我在城市的间隙里奔跑

看沉重如刀伤的残月

残月静静移动的影子

多么像我已经历过的日

子

像雾一样，永不回头

清瘦的诗歌

■■ 吴堂东

小镇故事

一个小镇的故事，是一

本书，会尘封许久

深挖数尺，在刨出的坑

洞里，空无一物

留藏着只有老一辈才能

想起的对话

一滴水，一片叶，即使匆

匆上岗的油菜

也未曾填满时间这根横

梁，被挂在

每一栋楼的阳台，等着

云后的太阳出现

富有生命力的田垄，是

农人的双手在开花

倒伏的蚕豆、莴笋，以及

被虫蛀的白菜

是这本书中最不可或缺

的一页

美食随笔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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