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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华

我喜欢读书，更多的还是随心随

缘，随书而安。于我而言，读书，没有季

节和地点限制，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拘

束，艳阳高照的正午，或是烟雨蒙蒙的

夜晚；风景如诗的世外桃源，还是繁华

熙攘的街衢，我都可以安坐一隅，手捧

一卷，不闻人间烟云，不问红尘过往，也

或蹙眉，也或拍案，只在一卷墨香里，静

守时光安暖。那种时间与时间交错，空

间与空间纠结，心灵与心灵缠绵，瞬间

主宰了时空的伟岸。

闲暇的时间，一本散文就可以承载

着精神的方舟。读过三毛的散文，那些

温润的情节和真实情感，没有太多的粉

饰，而是展现生活的原貌和生活中的智

慧与趣味，就成了生命中的一种底色；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柔和温婉的文笔，

深邃旷远的意境，那么缥缈，又是那么

轻盈；季羡林的散文则是从心灵里流出

的潺潺清泉；字里行间饱含着真情实

感，在朴实文笔中蕴含着幽美；朱自清

散文，那种深深的“真”字，以真挚的感

情，铺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求

得逼真的生命原乡。

读点闲书，无关功利，只为喜欢，那

种深入骨髓的喜欢，那种触及灵魂的喜

欢。读书，读些轻松或清新的小字，或

是去读小说和乡土文字。经历了人生

坎坷，此时最需给自己的心灵打打补

丁，厚重书香是心灵最温暖的补丁。

一个人，能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脱

去世俗忙碌的外衣，扫去贪欲的尘土，

弹掉名利的雨雪，忘却买卖的竞争，心

神归一，看风起云涌，读花开花落，这个

时候才是灵魂自我净化的一场旅行，才

是快乐殿堂的主人，才会让岁月静好。

董卿说：“读书让人学会思考，能够

享受一种灵魂深处的愉悦。”原来一个

人的气质，真的就藏在她读过的书里，

一个喜欢阅读的人眼界总比别人更宽

些，读书可以撑起人生的高度和深度。

用书里的理性，擦亮了眸子，便有“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目光就会

穿越世俗的尘埃上升为一种慧度、一种

品位、一种洒脱、一种超俗。

遨游书海时，为这段话而由衷开

怀，“如果说每一部优秀的书籍都是造

建智慧之宫的材料，那上乘的经典之作

就是那里的明光灿耀的门窗。每个人

都不会被恒久地拒于智慧之宫的门外，

正如每个人都能踏着时光的航路去与

灿烂的阳光对语一样。”只要你展开书

卷，真理就在那里那里闪光；只要你捧

着书本，就是驾驭着风华绝代的智慧之

帆，一路看尽人生最美的风景，寻找最

温暖的港湾。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面的路；书是

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

推动了人生的船。一本阳光的书，一行

温润的字，为生命取暖，为心底添彩，滋

润一下灵魂，慰藉一次梦想。所以，有书

本陪伴的人生，才是没有寂寞的世界。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演

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在书中行

走，触摸书中所述的故事的脉动，品味

书中人物的喜悲，体悟书中文章的内

涵；你感到的是智慧，是幸福，是释放，

是灵魂的高贵和生命飞翔的羽翼。

携书一卷慧人生，是一种洒脱的执

着，也是开启一场智慧的犒赏。累累累4

携 书 一 卷 慧 人 生

书香漫笔

《古衙艺影》出版
本报讯（记者董志国 通讯员苗叶茜）日前，内乡县

衙博物馆馆长王晓杰主编的摄影集《古衙艺影》，由河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乡县衙作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

衙门，是清代衙署建筑规制与职权设置的历史标本和实

物见证。该摄影集收录了王晓杰拍摄的200余幅摄影作
品，既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内乡县衙高超建筑艺术的庄严

与秀美，又曼妙展现了古老沧桑的内乡县衙在四季轮回

中的变化与不同，更多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工艺和严谨而

富有情趣的审美观，折射了内乡县衙厚衙的建筑文化、楹

联文化和优秀官德文化，静默之间的不同寻常之美，尽显

中华传统审美风范。摄影集中每张图片作者都进行了充

满想象的注解，古建筑壮阔雄浑、含蓄婉约的美无不触动

人们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累累累4

读书“三如”
□董志国

读书如读人，若能读到文字背后与作者见面，则是一

大幸事。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
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

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

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

梦》。”这是多么深刻的理解！千百年来，书籍沉淀着古

今中外所有的人类智慧，那些已故去的文化大师，我们

见不到面的前辈，心灵上的恩师，可在书中的字里行间

感受到那个时代和历史人物的风采，这种读书法才是我

们跳出时代和自我局限的不二法门，也是成为读书达人

的最高境界的必由之路。

读书如做人，皆贵在适宜。坐立躺卧皆未尝不可，

不一定非要正襟危坐。欧阳修《归田录》中说钱思公“平

生唯好读书，坐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阅小辞”。此是

钱先生的习惯，不必求同。坐卧如厕，所读何书，无关宏

旨，岂有固定所言。随园老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
“蚕食桑而所吐丝也，非桑也；蜂采花而酿蜜也，非花也。

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疾瘤。”斯言信

然。读书犹如做人，重在实在。若以群书充门面，附庸风

雅，以此求得“一身书香”，抑或充当儒雅之士，实乃自欺

欺人之举，因为书香只有存于腹中，方能经久不散。

读书如品茗，滋味在其中。古人云:“登高使人心
旷，临流使人意远；读书于雨雪之夜，使人神清；舒啸于

丘阜之巅，使人兴迈。”无论是在春花秋月之时，抑或柳

絮飘飞之季；无论是伴着蝉鸣蛙鼓之乐，还是伴着细雨

婆娑之声，读书都会使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心境澄然。

程颐曾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读书如品茗，苦涩中充满甘甜，清淡中渗着芳香，令人回

味无穷。书中那些不同个性的人物形象如香茗般清香

甘爽，弥漫心中。累累累4

书林茶话

寒假来临，前往市

图书馆借阅的青少年读

者日益增多 累累累4

本报记者 董志国 摄

□李相峰

拾炮仗

小时候老巴望着过年。

那时，农村既落后又贫穷，没有通电

照明，犁地靠牛，点灯靠油，更没什么娱

乐活动。所以，春节放炮拾炮仗就成了

最高兴、最热闹的娱乐项目之一。那时

炮仗大部分出自手工作坊，一挂鞭炮燃

放之后，总有不少未炸响的炮仗落在地

上。农村孩子就热衷于拾这些未炸响的

炮仗。

拾炮仗是从新年的第一天、农历大

年初一的早上开始的。为了早早起来拾

炮仗，孩子们一晚上都睡不安生，那时没

有计时的工具，就等着雄鸡一唱鞭炮

响。又怕错过鸡叫拾不到炮仗，就在漆

黑的屋里先把衣服穿好。等第一家鞭炮

声响起，拾炮仗的孩子们就像风一样，随

着鞭炮声，从这一家刮到另一家。哪一

家有钱，过年放炮多，拾到炮仗的机会

多，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样，从天还漆黑

的半夜，激动地疯跑到天明，直到大人追

着喊着让回家吃饺子。

拾炮仗本来是孩子们的事儿，但在

农村有些大人也童心不减，已经一二十

岁的大哥哥，也和我们抢炮仗。

拾炮仗也是有技巧的。先拣有捻子

的，一个一个点燃，试着看能否放响。再

找那些没有捻子的炮仗，把它从插捻子的

一头剥开，往火源上一凑，它便会燃烧发

亮，并“呲呲”作响，在暗夜里犹如烟花，我

们叫这种玩法叫“呲大花”。有时候，我们

还会把炮仗剥开，将里边的火药倒出来，

用结实的纸卷瓷实，制成炸药包；或者是

找个小玻璃瓶，用火药填瓷实，制成“地

雷”，后两种玩法是很危险的。

剪窗花

我的母亲勤劳智慧，虽然不识字，但

心灵手巧。上村下邻，谁家娶媳妇，都找

我母亲给他们剪纸，剪布置洞房的硕大

的花“芙蓉（富荣）双桂（贵）”，剪双喜字，

剪窗花。因为我母亲会剪纸，所以，我们

家和别家不同，过年都要贴窗花。

窗玻璃的使用在农村是很晚的事

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豫南农村房屋
一般都是土墙，在墙上挖个窗洞，什么也

不安装，到冬天，用一块塑料布一蒙，解

决保暖问题。条件更差的，织一草 子

代替。有条件的，挖了窗洞口，再安装上

木格栅子，到冬天，用一张白油光纸粘

贴，既挡风保暖，又透光线，还显雅致；如

果贴上窗花，简直就是高大上了。

我家的房子虽然是土草房，但每到

过年时，经过母亲巧手装扮，纵然是贫困

家庭，也显得充满勃勃生机！

看春联

看春联是我过年的又一大兴趣。

我们那里，农村贴春联都是在年三

十。各家各户贴好春联，我便挨家去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春联，主要是
毛主席诗词摘句。可能是区域局限，我

们那里最常见到的毛主席诗词对联有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

等；还有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标语式春联，

比如：“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贫下中农团结紧，阶级兄弟感情

深”等等；甚至还有些农户贴这样的对

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对联就很丰富

了。既有“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

古意，又有“沧海连云迎晓日，江山如画

望中原”的雄阔；既有“向阳门第春长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的温暖，又有“一冬无

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的希望；既

有“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的闲舒，又有“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

田竹叶三”的诗意……

总之，通过看春联，我得到了精神上

的愉悦，也得到了学习上的提高。直到今

天，我都觉得，看春联是最美的享受。累累累5

春节过得有滋有味……

过年三题

如年糕一样甜……

年的味道
□时国庆

过了腊月十五，爱人说小孩子们慌着过年，准备

给7岁的儿子买过年新衣裳，里里外外都买一套。“老
小孩儿，也给你买一身吧？”爱人逗我。我笑笑：“我

这老小孩儿不“慌年”了，如今过年就是忙。”

细想来，现在过年的味道真是不一样了。以前，

小的时候，在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子过得不丰
裕。到了冬天，里面是棉袄、棉裤，一件外套天天穿，

穿过军人绿、公安蓝，戴过八角帽。快到过年的时候，

母亲早早地到街上扯上几尺布，说是洋布，或是绿的

或是蓝的，找村上的裁缝剪好了，拿到亲戚家，借用人

家的缝纫机，给我和哥哥各做一身。大年初一早早起

来，套上一身新外套，心里美滋滋的，走路都神气十

足。“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响，就蹦着跳着跑出去拾

炮，能跑遍一个庄儿。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捂着口袋

跑着回来了，新衣服的口袋里鼓囊囊的尽是炮。

那年头，电视机少，伯父是个工人，家里买有一

台黑白电视机。大年三十晚上，吃了晚饭我便早早

地和哥哥以及叔伯兄弟姊妹们挤到他家，抢凳子等

着看《西游记》，屋里一窝小孩，直到夜里大伯要关电

视了，我们才带着睡意离开。过年的兴奋就像是波

浪线，初二开始，情绪又高涨了。武打连续剧从初二

开始上演了，记得有《射雕英雄传》之类的，下午两点

准时到伯父家和小孩儿们集合，一直看到天黑……

儿时过年，感觉能吃好的，穿新衣，无忧无虑尽

情地玩，年的味道是热闹、新奇、香喷喷的。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大鱼

大肉常吃，虽没了儿时的“慌年”，但是也要购买许多

年货，忙里忙外，陪儿女玩，给儿女做好吃的，欢欢乐

乐。如今，年的味道就像年糕一样，是甜的！累累累5

□温卫平 文/图

拱一地福气

哼哼着快乐的歌

满怀喜悦

带着丰硕

登上己亥的舞台

把流油的年事演说

用良善示展快乐

以祥和厚实生活

肥胖了农家的日子

丰腴了乡村的收获

只有种下理想才能收获目的，

只有种下学识才能收获能力，

只有种下进取才能收获进步，

只有种下坚持才能收获胜利。

只有种下思维才能收获行为，

只有种下行为才能收获性格，

只有种下性格才能收获习惯，

只有种下习惯才能收获命运。

假若种下谎言必将收获猜忌，

假若种下私欲必将收获孤独，

假若种下忧愁必将收获苍老，

假若种下过失必将收获愧疚。

情趣健康是一种良好的修养，

情趣健康是一种优良的作风，

情趣健康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情趣健康是一种高尚的追求。

心存私念的时候要排除自我，

骄傲自满的时候要认识自我，

心灰意冷的时候要战胜自我，

一帆风顺的时候要清醒自我。

坚持是一团难以扑灭的火焰，

坚持是一股百折不挠的信念，

坚持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磨炼，

坚持是一座走向成功的桥梁。累累累5
（亚方）

《每周闲情》征稿启事

《每周闲情》版致力打造南阳人自己

的园地，刊发真实反映南阳人尤其是南

阳居民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情感故事的

文章。“真”、“闲”、“广”、“短”是该版对稿

件的要求。希望《每周闲情》版让人们可

以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生活、谈谈自己

的生活、写写自己的生活，从而有所思考

与醒悟。

投稿1000字以内为宜，每周五出版，
敬请读者关注。累累累5
《每周闲情》版投稿指南：

投送邮箱：nyrbwhzk@163.com

猪肥年丰

生活感悟

□李海波

春节贴春联是老家的大事儿，这一

贴上春联，年也就算正式开始了。

早在农历腊月二十九的这一天，村

里写毛笔字最好的三伯家，就已经人来

人往。大人们买来红纸，送来让三伯写

对联，三伯则把给各家之前写好的对联

捆成一捆儿放在一边。

三伯的字远近闻名，全村的春联都

是他写的，外村人来走亲戚，看了都连呼

好字儿，是写对联的大把式。

我们那儿的老规矩是春联要在农历

三十早上吃早饭前贴上。早上贴春联，是

新一天的开始，也是对新年美好的期盼。

用新做好的糨糊，认认真真地贴在斑驳的

门板和树干上，不一会儿，满院生辉，新年

的氛围一下子就浓了起来！

贴春联也是有讲究的，次序不能乱。

先贴正房门，再贴偏房门，然后贴大院门，

最后贴“出门大吉”条。门上的门神，不能

贴成背靠背，得是脸对脸。“槽头兴旺”不

能和“人口兴旺”弄混贴错，“小心灯火”要

贴在厨房里，“身体健康”要贴在床腿上，

单个的小方块红纸“有”要贴在柜子上，

“出门大吉”条要贴在院外，且要贴在出门

的道路旁的墙上或树上。

春联全部贴好后，还要在大门口放

一挂鞭炮，烧上香表，对着神坛默默祷

告，祈求来年的好运。然后在大门口放

上一根长长的木棍，横放在门前，以示要

拦住那些邪祟。

春联一贴，见面就要多祝福，少争吵。

因为要过年，喜庆吉祥，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如今，贴春联早已融入传统文化的

血脉里，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累累累5

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

春 联

生活笔记

欢庆 王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