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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喜欢
上了尼采这个名字。

那个年代在艺术界流行现
代派和所谓的后现代派，我也
跟风，痴迷现代书法。但不论你
搞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必须
得有理论作支撑才行，恰好，那
个年代在哲学领域流行尼采，
他自诩为太阳，就这一点，足够
让人崇拜。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的第一卷开篇部分《序言一：上
帝死了》中，他是这样说的：

“啊，伟大的太阳，如果没有被
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在哪
里呢？在这十年里，你天天来到
我的山洞。每天早晨，我们等着
你，我们得到了你的光明，因此
我们赞美你，我们也要像你所
做的那样，将智慧洒向世界。”

多么伟大博爱的思想啊！
尼采以这种振聋发聩的奇异灼
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语言来宣
讲“超人哲学”，太给力了！

后来，我在学校的图书馆
里读到了更多尼采的书籍，我
觉得，不论人生如何世界如何，

尼采都能以如诗如歌的语言道
出他的痛苦、欢乐与期许，我特
别服气，并深受影响。

在我的书法创作中，我加
入了尼采的哲学味道，在我的
毕业论文中，我更是运用了尼
采的语言风格和思想理念，当
时，虽然有很多人读不懂这么
前沿的东西，甚至有的老师因
为不能理解我的思想出处，要
让我不及格，但结果，我的论文
在一家全国知名的专业杂志的

“专家论坛”栏目发出，我高兴
坏了，感谢尼采！

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我
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一篇
篇延续着尼采思想的文章，从
我当时工作的县城工厂飞到了
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我陶醉
其中，忘记了三八制工作的辛
酸和劳碌。

一天我刚下了中班，在路边
突然看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
说》这本书，虽然我在大学里已
经读过它，但是在一个小县城的
路边书摊上竟然能够看见它，这
真的是如旧友重逢，令人激动。

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捧回了家。
到家后，我饭来不及做就

捧着它读了起来，当我读到“如
果我想要用我的双手去摇动这
棵树，我是不可能做到的。但
是，为我们所不见的风，却可以
随心所欲地折磨它、弯曲它。我
们同样也遭到这看不见的双手
的无情扭曲与摧残”这段话时，
不知咋的，我流下了泪水。

从那一刻起，我坚定了一
个信念——— 要逃离那双看不见
的手。一个艺术生绝不能囚在
机声轰鸣的工厂里浪费青春。

几个月后，我从县城回到
了我曾经就读的省城，从一名
工人成为了一名编辑。日子过
得虽然不是多好，但我已经十
分知足了，因为我所从事的就
是我所喜欢的，世间还有什么
事儿能比这更美好呢？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
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如果感觉你的生命还没有舞动
起来，那就读书吧，说不定其中
的哪一句话就能给你力量，让
你不再辜负生命。

《千江有水千江月》：隔岸相顾的关照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的精神明灯
杨福成(编辑)

《渔岛怒潮》：

文学的世界

自此展开

夏龙河(编剧)

李蔓（职员）

月白时光，明艳老去。老的
物件，会慢慢沾染上人的习气
和性情，见它如初。一本老书，亦
是如此。

书架上总有那么几本透着
岁月温度，微微泛黄，处于不借
之列的书。于青春时，偶得朋友
相赠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
月》，书名缘自佛家偈语，月照江
水，无所不映，想想便是极美的。
封面上是一位穿长裙女子的落
寂背影，她眼前是天上月和地
上江。当年对男女情怀懵懂不
清，只看到作者疏淡、细腻笔触
下的天清地明，岁月静好。满纸
满篇中，贞观和大信之间那种
含蓄真挚的情感，最是动心。从

“你爱唱歌我爱笑”的年少，到书
信往来笔墨间潜藏的情愫悸
动，再到最后不甚了然的理由，
疏冷陌路。正可谓：这一世的美

好，皆因一个你；这一世的愁苦，
也因一个你。

是谁？轻负了谁的流年？多
年后重读旧章节，如贞观对二瓣
凤凰花的心意——— 初见已惊，再
见仍然。然而在温暖而怅惘的回
忆中，之前小说结局的晦涩难懂
渐次舒展。诗词酬和固然欣喜，
但青春不只是深合吾意，还有傲
娇和负气。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心灵相通之人，自是有异于他人
的心怀。在这种笃定中，本来很
近的两个人，因无端的猜忌和失
望，在自我拉扯中变得很远，甚
至比以前更远。

“满头的野菊\宁静地伫立
在黄昏的怀抱中\如琴弦上最孤
寂的音符\浅浅的\你的模样\在
海水里潮湿起来\而思念也染上
了风寒\有时你是安静的\仿佛
睡着了一般……”想起多年前

写的几行诗句，随风远去的，不
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像年轻时
认真涂抹毫无技法的那幅画，
经年后不予置评，记忆都完好
地封存在落款处，沉吟时，依旧
四月清幽。

书中主线讲述的是一段爱
情，又不局限于此。作者以轻婉
的方式，将厚重的亲情、淳朴的
民风以及宽阔的行事，娓娓道
来，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精神
守望。至于它对人生的影响，只
因遇见在那年那月那时，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座不会老去的布
袋镇，“春天的花蕊啊，为春开了
尽——— ”如此这般，微妙且诗意
的存在。

一本老书，是否在你的生
命中念念不忘，或许无关时间，
无关经典，要的是那种隔岸相
顾的关照，有礼与好意！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那年，住在二
叔家的爷爷跟二叔闹矛盾，爷爷一气
之下，从二叔家搬了出来，自己住进
了原来的老房子里。

爷爷一生命途多舛。小时候在村
里的围子上玩时，摔成了瘸子，找媳
妇的时候，还是找人顶替去相的亲。
据说奶奶是个大美女，被爷爷骗婚
后，心情郁闷，不到三十岁，人就亡故
了。还有一种说法，说爷爷跟奶奶结
婚后，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每天就喜
欢捧着书读书，无心家业，奶奶累死
累活，终于劳累成疾。

不管是哪种说法，爷爷喜欢读书
藏书，敬惜字纸，在附近村子里人人
皆知。

爷爷住进老房子里的第二天，父
亲担心爷爷没人照顾，就把我派去跟
爷爷做伴，顺便照顾他老人家。

还得说明一下，爷爷还是个聋
子。奶奶死了之后，瘸腿爷爷带着三
个儿子过日子，爷爷焦头烂额，生了
一场病之后，耳朵就聋了。

因此，我跟爷爷无法用语言交
流。只能听他山南海北地侃。要问他
点事儿，得写在纸上或者石头上给他
看。

我很郁闷，就趁他不注意的时
候，翻他的箱子。

爷爷有个大箱子，装了一大箱子
书。线装的竖版的比较多，也有一些
现代版的，比方《水浒传》《七侠五义》
等。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在里面找到
了一本《渔岛怒潮》。囫囵吞枣地读了
几页(很多字不认识)，觉得里面有坏
蛋，挺有意思，就读了下去。这一读真
是一发不可收，我竟然读上了瘾。

爷爷一开始是喜欢我读书的，但
是每天晚上，我都要点着他的煤油灯
读到半宿，他开始心疼起他的“火油”
来。我读的时间略微一长，他就不让
读了，逼着我睡觉。

我无奈，只能先躺下。但是闭眼
都是小英雄铁蛋的身影，睡不着，我
就在爷爷睡了之后，偷偷点上小油
灯，把油灯用被子蒙着，继续读。

因为头离小油灯太近，头发常常
被煤油灯烤焦，或者打着卷。老师奇
怪，就问我是不是烫发了。

那是我第一本从头到尾读了好
多遍的长篇小说。现在记得最清楚的
一个情节是铁蛋跟爷爷闹矛盾跑了
出去，回来后，爷爷给他做海鲜面条
吃。我当时边读这个情节，嘴里边流
哈喇子。海鲜面条海鲜面条……要是
那时候谁能给我一碗海鲜面条吃，我
保准永远也不会忘了他。

当然，让我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
的不是海鲜面条，而是文学的魅力。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精神食粮”
这个词，但却是真正的感同身受。每
天放学之前，就觉得家里有“好东西”
在等着自己，回到家，捧起书，那种愉
悦和美妙，真是无法言说。

《渔岛怒潮》算不上一本经典名
著，但是这本书在一个懵懂少年的面
前展现了一个文学的世界，让我惊喜
让我痴迷，从此不离不弃，直到现在。

现在回忆起来，那苍黄的纸张，
书墨的幽香，那迷人的煤油灯光芒，
依旧清晰如昨。

此生当中，再没有一件事儿，能
比这段记忆再让我难忘。

《木偶奇遇记》：启迪父与子
王广军(公司职员)

如果说哪一本书不仅深深
影响了我，并且还改变了我的孩
子，我会脱口说出一本珍藏近三
十年的老书———《木偶奇遇记》。

我的孩童时代，农村还没
有电视机，但家家都有一部收
音机，我最早是从中央广播电
台《小喇叭》里听到孙敬修爷爷
讲的“皮诺曹”，但没有听到前半
部分，觉得需要有一本完整的
书才过瘾，于是父母省吃俭用
为我买了一本由任溶溶翻译外
文社出版的《木偶奇遇记》。

皮诺曹调皮、淘气、任性、懒
惰，甚至把自己的课本都卖掉，
一如我的童年，我曾经逃课去

河里洗澡，曾经把父母给的买
本子钱买糖吃，曾经欺负过比
我小的男孩……我一遍遍扮演
着皮诺曹、重复着皮诺曹的故
事。可惜的是，我只是为读故事
而读故事，并没有深刻领悟到
书中蓝衣仙女对皮诺曹说的那
句话：“只有通过勇敢、诚实、无
私的考验，才能实现愿望。”

当我成为父亲后，我又从
儿子身上看到了皮诺曹的影
子，儿子虽然不常外出疯玩，但
成了“宅男”、成了游戏控、手机
控。我深为忧虑，郑重地把这本
书介绍给上初中的儿子。

儿子读完这本书后，出乎意

料地对我说：“皮诺曹挺棒的！他
不仅有顽皮、叛逆的一面，还有一
颗勇敢去实现自己愿望的心！放
心吧，老爸，我今天起也有了属于
自己的愿望，不会变成驴子的。”

我没有问儿子那是什么样
的愿望，但一本书能够使儿子
产生蜕变，是我最高兴的。

一个人生下来或许就像一
块普通的木头，而家长、学校、老
师，还有像《木偶奇遇记》这样的
好书，正是一把把雕刻刀，把我
们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一个
正直、诚实、善良、有爱心的人，
这是《木偶奇遇记》给予我们父
子两代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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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征文题目】诗和远方
命题嘉宾：林少华（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命题说明：“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高晓松的这句话写出了对远方的渴望、对梦想的执着、对理理想的追寻，这种眼前与远方、物质现实

与理想主义等多重向度间的张力，提供了极具弹性的意义想象空间，因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诗和远方”是否令你久久久难忘，让你回想起曾经的激情岁月，

勾起对眼前“苟且”的无限感慨，激发起打拼和希望……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 .com


	B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