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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收拾书架，见到这本
浅黄色封面的《吉檀迦利》，有失而
复得的悲喜交加：历经七八次搬
迁，许多书失散，而只有薄薄五十
余页的她竟然一直都在；距上次搬
迁不过三四年光景，我带着她却已
遗忘了她的存在。是人到中年世事
繁杂疲于应对的无意，还是我已远
离了曾经单纯热烈的心境？

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冬日周末
的午后，我独自去逛沂蒙文化书
店——— 因是师范类学校，每月会有
四十余元生活补助，我总能挤出些
钱买书。当我在整齐的书中间穿行
时，无意中看到这本《吉檀迦
利》——— 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了解
泰戈尔意味着什么，但那浅黄色封
面在冰冷的时刻里生出别样的温
暖，况且翻译者是冰心。于是我买
下了她，一元零五分钱。等书店的
工作人员盖好紫红色的章，我拿起

了这本薄得近乎于无的书：她真正
属于我了！心里升起淡淡的喜悦。
以往只要拿到书，不管是租的借的
还是买的，都是翻开就读。可是不
知为何，单单是拿着这本《吉檀迦
利》，心里面就有难得的平静。我走
出书店，沿着人行道慢慢踱回宿
舍，直到夜晚降临洗漱完毕上床以
后才开始读。然而，那时我真的读
不太懂。现在翻读，依然看到彼时
画的曲线、双横线及模糊的问号、
简短的疑问词——— 这些诗，与我之
前读过的诗太不同了，大大出乎我
对诗的理解。“母亲，这是毫无好处
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
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
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
了。”“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
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
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
自由。”“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

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我惊
讶地发现，一些日常场景寻常物件
竟然可以用这种带有哲思味道的
口语化文字来表现。然而毕竟阅世
尚浅，只觉得这些诗读起来不如当
时的流行诗朗朗上口，于是一读之
后便束之高阁了。后来更多地了解
了泰翁，更主要是自己沐浴于岁月
之河，狂悲狂喜过后，生活回归平
静。于是重新开始品读诗词，于是
又一次遇到了《吉檀迦利》——— 我
把这当作冥冥之中的指引。

这次相遇后我把她放在枕边。
不再刻意去背诵，睡前读几句，微
笑着颔首，有“确是如此”的欢喜。
诗即生活，生活如诗，不由想到许
久许久之前的唐朝，应该就是这么
一种状态吧，入目即诗，出口亦诗，
诗意地生存，诗意地栖居。而我，

“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
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靠近一种诗意的存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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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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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读书

我从小跟着姥姥。姥姥家往
上三代都是农民，姥爷只读了四
年书，姥姥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不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东厢
房里竟扔着一本老舍的《四世同
堂》，因为是线装书，所以都松散
了。后来，这本书成了我的厕所
读本，每次蹲坑，都会拿上几页，
津津有味地读着。欧阳修说：“余
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
上，枕上，厕上也。”我没有大文
豪的才情，不过，在厕所里读书
真是消磨时光的好法子。老舍笔
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
的脑海里，祁老爷、大赤包、桐
芳、冠晓荷，有那么一刻我完全
忘记自己在上厕所，排便完全成
了下意识的生理反应。从那时
起，我爱上了读书。

上学以后，随父母迁去了城
里。母亲喜欢侦探小说，家里有
不少侦探小说连载杂志，记得有
一本纪实小说，讲一个牧羊倌从
小练就了好眼力，能够通过人和
牲口的足迹来辨别年龄、性别、
身高甚至体貌特征，长大后，牧
羊倌成了刑侦学的专家。那时，
我对他的本领简直是叹为观止，
以至于再看《福尔摩斯探案集》
都觉得索然无味。

爷爷奶奶家里常年订阅广
播电视报，除了预告电视节目
外，还有一个小说连载专栏。为
了看连载的小说，我常常钻到床
底，把打捆的过期报纸翻出来，
灰头土脸地坐在地上看一整天，
甚至连饥饿都感觉不到，直到奶
奶喊我吃饭，才从小说世界里回
过神来。

有一次去舅舅家玩，舅妈送
我一本《红与黑》，这是我接触的
第一本世界名著，年幼的我完全
看不懂，硬逼着自己从头到尾看
了一遍。市长夫人为什么喜欢于
连，于连究竟爱不爱侯爵小姐，
他又为什么刺杀市长夫人，这混
乱的三角关系搞得我云山雾罩，
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爱上这本
书。

上初中时，舅舅带我们几个
小孩去书店，让每人挑一本书做
礼物。我挑了《三国演义》，这又
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三国演义》
半文半白的表述方式对于我来
说，太晦涩难懂了，而且，大量的
人名地名，让我根本搞不清谁是
谁，哪儿是哪儿，这次连读都没
读完，干脆扔在家里当摆设。直
到大学，才重新拾起来看了一
遍。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书的自
由度越来越大，可选择的图书也
越来越多，古今中外，小说散文，
人物传记，应用书籍，五花八门
的一锅乱炖。如果我将来有孩
子，我不会刻意引导他读书，也
不会限制他读书，若是他爱读
书，自然会搜集一切有文字的东
西看；如果他不爱读书，强迫他
看只是一种折磨。彼之蜜糖，我
之砒霜，便是这个道理。
家庭书单：

《契诃夫文集》
《高尔基文集》
《阿加莎探案集》
《安徒生童话》
《简·爱》
《四世同堂》
《白鹿原》
《严歌苓文集》
《史记》
《庄子》

□文芳（公务员）

榻上书一卷，与之共枕眠。捧
一卷《瓦尔登湖》，如品一首诗，悟
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我有这样一卷书入梦，梦里有
一间小木屋，掩映在青嫩的松枝与
山胡桃林之间，前院长满了草莓、黑
莓、长生草、狗尾草和秋麒麟，还有
矮橡丛、沙地樱、越橘和落花生……
在这里居住的还有屋顶廊下的松
鼠，屋脊上的夜鹰，窗下尖声啼叫的
蓝松鸡，躲在屋下的野兔和土拨鼠，
屋后的苍枭和猫头鹰，湖上的野鸭
群和放生大笑的潜鸟……一袖云，
一川山，湖畔吹一季软风，乘虚御
风，任意来去。我想用陶翁的一首
诗，再恰当不过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
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
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与陶渊明隔了一千四百多年的
梭罗，在后工业时代独居林中，垦一
方青青豆田，“种豆南山下”，也过起
了“带月荷锄归”的闲适生活。有人
叹息梭罗毕业于世界闻名的哈佛大
学，但他没有选择经商发财或者从
政成为明星，而是平静地选择了瓦
尔登湖。然而，梭罗与陶翁又是不一
样的，他不是隐士，他对这个世界没
有太多的不满，只是向往这样一种
生活方式。他把木屋建在了康科德
附近的一个小山腰上。一个积极的
思考者，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与林中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松针
一起感受黎明，享受生活。

书中四季，卷外人生。拾得书

中一页芬芳，自寻瓦尔登，悟得清
水涤心。枕边的《瓦尔登湖》装饰了
我的梦，也点缀了我的生活。我喜
欢跟早上篱笆外散布的小花猫说
早安；我喜欢为蓦然看到的一朵小
花写一首诗；我喜欢看着天空听云
讲故事；我喜欢把一天的疲惫寄给
一片飘零的落叶；我喜欢为每一个
夏天起一个凉爽的名字；我喜欢倚
在有鸟儿的树下练习歌唱；我喜欢
给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写一封信；
我喜欢拜访一座无名的小山吹一
吹山顶的凉风；我喜欢跑很远的路
品尝一道美食……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
热烈，或寂寞或璀璨。”夜如水，清
水涤心，我听到枕边的私语，心素
如简，再次启程瓦尔登……

枕边的瓦尔登
□张亚璐（大学生）

我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
《牛虻》，被影片中的情节和牛虻的
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总想着找一
本英文原版书读一读，以体会这部
作品的原汁原味。

终于如愿以偿。有一次逛书
店，看到了一本英文注释版《牛
虻》，眼前一亮，买下后如获至宝。

阅读英文原著，最大的障碍就
是书中的地名、事件名和典故，好
在书中都有注释，剩下的就看读者
的词汇量了。

我自以为掌握的词汇量已经
不少，但是打开《牛虻》，生僻的单
词还是时不时地考验着我的记忆
力，就像吃饭老是碰到沙子硌牙一
样。我查阅了不熟悉的单词，把音
标和注释就写在书页的空白处，随
读随记，为日后的重读打基础。

我有个睡前读报看书的习
惯。都说躺着看书容易导致近视，
说来也怪，我多少年来一直躺着
阅读，近视也没找上门来。有时候
碰到报纸上好的文章，我也往往
留到晚上，静下心来的时候再慢
慢欣赏。

400多页的《牛虻》，我终于连看
加写、手眼并用地读完了。这本书

原本是注释本，加上我的单词译
注，就成了一本可以随时阅读而不
用再查阅英文词典的“私人订制”
版本了。

从那以后，这本书成了我学习
英文的独家教材，由于我习惯晚上
躺在床上看书，这本《牛虻》自然而
然也就成了我的枕边书。每天晚
上，我总是先拿过这本《牛虻》，看
上几页后再看别的书。书中的阅读
障碍已扫除，可泛读，可精阅。看着

那些写在书页上的单词、音标加注
释，思绪与书中的人物同行同往，
心情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起伏。

读书益心智，《牛虻》伴晚灯。
温故而知新，经常同生僻的单词见
面，生词也就慢慢变成熟词了。随
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我也不知道
读了多少遍了。牛虻那视死如归的
大段描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中。其中有两小段，以我的水平，试
译如下：

牛虻趔趄了一下，马上就稳稳
地站住了。一颗打偏的子弹划伤了
他的脸颊，鲜血滴到了他那白色的
围领上。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膝盖
的上方。枪烟散尽，枪手们看到的
是这一幕：牛虻依然微笑着，他原
本就变形的那只手正在抹擦着脸
上的血迹。

“烂枪法！伙计！”牛虻吼叫着。
还没等那些沮丧的枪手们回过神
儿来，牛虻就冲着他们大喝一声：

“再试一次！”声音清晰干脆！
牛虻的声音如雷贯耳，牛虻的

精神气贯长虹！这本《牛虻》，我每
天晚上都看，如今书页边缘已泛
黄，但是书中人物的形象却越来越
清晰：牛虻、琼玛、蒙泰尼里……

一本《牛虻》伴晚灯
□李梅杰（退休人员）

□谭海燕（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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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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