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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世相扫描

艺苑漫笔

信
手
拈
来

生活随笔

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匆匆的现代社

会，读书仍然有它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当

今的读书还被赋予了更加多元和深重的意

义。不过，在这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遨游，我

们还是有必要弄清楚一些现实意义的问题：

为何阅读？如何阅读？又怎样在纷繁复杂

的选择中觅得良书，成为新时代的浪潮中知

行合一的读书人？

就个人层面来说，阅读，是灵魂的对话，

是思想的旅行。翻开书本，在文字构建的世

界里，我们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今中

外的智者相遇，聆听他们的教诲，感受他们

的情感，从而丰富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从

而提升自我认知。在新时代中，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更加注重精神的丰盈。阅读在

此起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不论是获取知识、

增长智慧还是兴趣的培养，或者文化的塑

造，阅读都是极为重要的途径和方式。我们

通过读书，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他人的思想，

间接地经受着社会的淘洗，我们的心灵也更

加强大和纯粹。

当然，阅读与家庭环境和文化也是密不

可分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个小家，我

们可以窥见社会的轮廓。一个爱读书的家

长，他的孩子自然对书籍也很是亲近。亲子

共读，不仅加深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

系，更是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阅读的种子，培

养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与尊重。一个良好的

家庭环境和氛围，有助于阅读的培养，在这样

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拥有更加开阔的

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对于他们来说，未

来的成长与发展无疑是意义匪浅的。

阅读，是社会进步的阶梯。一个热爱阅

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社

会。书籍是知识的保护，是智慧的源泉。人

们通过读书，能够获取新的知识，拓宽新的

视野，进而推动科技的革新、文化的繁荣和

社会的进步。往近一点儿说，阅读促进了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分歧和矛盾少了，

也就构建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关系。

当然，更远和更高的层面，莫过于一个

国家文化的强大。读书兴邦，文化强国。一

个国家的稳健和繁荣，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强大的创新能力。而阅读正是传承

文化、激发创新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人们

进行广泛阅读，要有所取舍，而且要有文化

自信心。全民阅读时代，广泛阅读，读优秀

作品、读经典作品，能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

发展也是不竭的动力。

阅读，并非是一场简单的文字浏览，更

是一场深层次的心灵旅行。在这瞬息万变

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诸

如主题阅读、批判性阅读等，以提高阅读效

率，深化阅读理解。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

一颗平和的心态，不急于求成，而是要让阅

读成为一种享受，像涓涓细流一样滋养着我

们的心灵。

如今，读书的门槛不再是高不可攀，一

个人只要愿意读书，那么，他几乎随时随地

都能被书籍滋养。线下，有实体的书店、书

吧、图书馆、读书会等，而在线上，电子书、有

声书、影视书籍讲解等多种多样，这极大丰

富了我们的生活。

不仅如此，我们的阅读习惯也有了很多

变化。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阅读时

间越来越碎片化。这样的方式虽然可能无

法深入阅读长篇巨著，却有助于人们保持阅

读的习惯和获取新的知识，可以说阅读已经

成为了当下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

所以，在知识风暴的今天，选择一本好

书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专业需求、人生阶段等因素来挑

选书籍。同时，参考权威的书评、推荐榜单、

或是听取身边人的建议，这也是不错的选

择。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

力，不盲目跟风，不随波逐流，找到真正适合

自己的书籍。

在任何一个时代，做一名知行合一的读书

人，永远都不过时。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勤于

阅读，更要勇于实践，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

行动。我们要将阅读中的感悟与智慧，应用到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创造价

值，不断推动自我成长与社会的进步。

□管淑平

阅 读 ，心 灵 的 灯 塔

一只鸟儿站在芦苇的尖上，也许它是想

登高望远，寻找落脚的地方；也许它是累了，

仅是在这里做短暂的停歇；也许它是一只刚

会飞的小鸟，趁鸟妈妈不留意出来透透气，

顺便看看这安静而神秘的家园，也许……

第一次站在芦苇身旁，还是准备上中学

那年端午前，跟着母亲去打芦叶，卖给城里

人包粽子。母亲说要为我攒学费钱，我幼小

的手也伸向了站立的芦苇，母亲会在一旁叮

嘱，慢一点，不要折断了芦苇的头，不然，芦

苇就长不大了，冬天收成就少了。芦苇在我

的心中成了“摇钱树”。

那时候，我尚不知帕斯卡尔，不知道

有“会思想的芦苇”这种说法。不然，绝不

会 将 那 浩 浩 荡 荡 的 芦 苇 当 成“ 摇 钱 树 ”

的。帕斯卡尔认为，其实人是最脆弱的芦

苇，只不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思想成就

了人的伟大”。在他的哲学里，似乎思想

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内化的时候，如同

钙质；外化的时候则像一副盔甲。是思想

支撑着我们，并帮助我们抵挡了不其然袭

来的防御。

芦苇是水乡的思想，是用来保护水乡人

的铠甲。还记得水乡人常借《苇编五绝》来

表达自己对芦苇的痴情和

赞美。“芦苇高，芦苇长，芦

花似雪雪茫茫；芦苇最知风

儿暴，芦苇最知雨儿狂。芦

苇高，芦苇长，芦苇荡里捉

迷藏；多少高堂名利客，都

是当年放牛郎。芦苇高，芦

苇长，隔山隔水遥相望；芦苇这边是故乡，芦

苇那边是汪洋。芦苇高，芦苇长，芦苇荡边

编织忙；编成卷入我行囊，伴我从此去远

航。芦苇高，芦苇长，芦苇笛声多悠扬；牧童

相和在远方，令人牵挂爹和娘。”从梦呓一般

的儿歌中，每时每刻都能让你感知到，无论

走到哪里，芦苇是最好的乡恋。

在芦苇的故乡，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

大人小孩就会穿着叫“毛窝”的土棉鞋，它是

用草绳和芦苇花编织起来的，后来为了防

湿，有人把它做成了像木屐（简称屐，是汉服

足衣的一种。木屐是华夏传统的两齿木底

鞋，走起来路来吱吱作响，适合在南方雨天

泥上行走。）一样的鞋——高木屐。就是穿

着单鞋，遇到冻脚的时候，只要抓一把芦苇

花垫在脚下，就会暖和得多。

往事历历在目又不堪回首。站立的芦

苇一直是这块土地的守护者，它和村里的老

者一样，对沉睡的土，对流经的水，对那些一

年又一年枯了又绿的草和树木，有着深深的

感情。每一个清晨和黄昏，芦苇和老者都会

向东、向西眺望，那些希望的开始和安然的

落下，不会因为一夜的寂静而停止。

芦苇站立的地方越来越小了，会做芦苇

手工艺的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我想不起来

还有哪家小子在偷学这门绝技。也许是越

来越近的城市喧嚣惊扰了芦苇，也许是更多

的挣钱门路堵死了芦苇那微不足道的价值，

也许是那滚滚而去的流水带走了人们安静

的心，也许……我想不出更多的理由，此时，

我的心里更多的是说不出的童年快乐和憧

憬，听听那芦叶在风中碰撞的沙沙声，我就

会安静入睡，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无忧无

虑。如今，我的枕边还有芦叶的清香吗？想

不出，更多的是存积的那份乡愁吧！

那只鸟儿还站在芦苇的尖上，收起了它

的翅膀，它不会是和我一样，看不够这芦苇

荡，听不够这清风里的宁静吧！

□靳小倡

站 在 芦 苇 的 尖 上

秋雨 时停时落
点点滴滴
敲响梧桐叶
一声声 如诉如泣
伴我送走
雨夜的寂寞

孤独的步履
合着雨滴的节拍
走至我的门前
踏响雨夜之歌

我 轻吟着柳永的词句
掉进深红浅绿的爱河
悠悠 缓缓 驶来的是那
袅袅婷婷哭哭啼啼的传说

夜莺咽了抑扬婉转的歌声
梧桐叶儿托着珠泪颗颗
相思走过戴望舒的雨巷
濡湿了你我……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历代文人墨客常怀悲秋之情，而我却认为，

秋之满园飘香，更胜一筹于春。若不信，且

随我漫步园中，共赏秋色。

秋风徐徐里，先行至藤架下，问候一下

扁豆花吧。秋日里，农家的篱笆墙上，绿色

扁豆的藤蔓恣意生长，彼此依恋，彼此依

偎。“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紫

白相间的小花瓣亦如翩翩彩蝶，聚集在篱笆

上振翼欲飞。随秋风飘荡。在秋日的斜风

细雨中，其它的花且开且落，扁豆花却且落

且开，摇曳身姿，不甘示弱。这此起彼伏的

扁豆花，除了观赏还有药用价值，《本草备

要》曰：“甘温腥香。色白微黄，脾之谷也。

调脾暖胃，通利三焦，降浊升清，消暑除湿，

止渴止泻，专治中宫之病。”秋日的扁豆花带

来的不是生命的流逝，而是坚韧和美好。扁

豆花在秋天带来的不仅仅是流转的时光，更

是生命的力量与美好。

再行至花盆旁，问候一下菊花吧。秋雨

之后，寒意渐增，园中繁华逐渐谢幕，但菊花

却依旧以它的顽强姿态屹立其中，朵朵绽

放，犹如饱经沧桑的生命，历经岁月的洗礼

却依然光彩照人。在秋天的萧瑟中，菊花以

它淡然的美姿凌霜独行，不失傲骨。屈原曾

以菊自喻，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菊花的高洁孤傲早已随历史

的尘埃融入了中国人的气质，它不仅仅是一

种花，更是一种对生活的坚守和对自我的

坚韧。

最后，行至桂树下，问候一下枝干上的

桂花。秋风微凉，层层叠叠的绿叶间泛出点

点金黄，这是独属于桂花的色彩。伴随着呼

吸，一阵阵似有若无的幽香混着青草味，弥

散在空气中，不禁使人驻足流连。桂花的这

份甜蜜不单满足人们的嗅觉，还会入食。在

洁白细腻的糯米粉上，洒上一把新采摘的桂

花，做成桂花糕，蓬松暄软，香甜沁脾。朴素

的糕点，因为有了桂花的存在，即刻变得与

众不同。如同在平淡的日子里，只要热爱生

活也会透漏出不平凡的滋味。

人到中年，犹如秋至。虽有时会感到荒

凉和凋谢，但那又何妨？只要依然努力耕

耘，依然热爱生活，生命便会如这秋日的花

草般，纵意生长，饱满且美好。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一处永恒的风景，那便是老街的戏台。

它宛如一位沉默的史官，静立在老街中央，用自己的身躯镌刻着

时光的印记。

这座戏台，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尽显古朴典雅之风。那朱

红色的柱子，虽已褪去昔日鲜艳的色泽，漆面斑驳陆离，却如同

岁月的皱纹，蕴含着无尽的故事。每一道裂痕，每一块脱落的漆

面，都仿佛是历史的笔触，书写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犹记得儿时，每逢佳节或喜庆之日，戏台上便宛如一个充满

魔力的世界。开场的锣鼓，似万马奔腾，又似疾风骤雨，“嘈嘈切

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密集而有力的鼓点，瞬间点燃了

人们内心的热情，让整个老街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

演员们盛装登场，华美的戏服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脸上五彩斑斓的妆容，如同春日里绽放的繁花。他们的唱腔婉

转悠扬，“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时而如泣如诉，令

人肝肠寸断；时而高亢激昂，仿若穿云裂石。那一举手，一投足，

一颦一笑，都充满了韵味，将戏中的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

看那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演员的

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姿态，都将她的千娇百媚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大唐盛世，目睹那宫廷的繁华与奢靡。而苏

三的悲惨命运，又让人心生怜悯，“我本飘零人，薄命历苦辛”，那

哀怨的唱腔，直叫人潸然泪下。

戏台下，人群熙熙攘攘。老人们眯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

轻打着节拍，满脸的陶醉，那满足的笑容里藏着岁月的温柔。年

轻人则好奇地张望着，目光中既有对新奇事物的探寻，也有对传

统文化的敬畏。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戏，笑声如银铃般清脆，

偶尔被大人呵斥几句，却依旧像顽皮的小猴，乐此不疲。

然而，时光流转，岁月无情。如今的老街戏台，已不再有往

日的热闹与繁华。它在岁月的侵蚀下，显得有些破败和落寞。

曾经的辉煌，如今已化作回忆的轻烟。但当我再次路过这座戏

台时，往昔的画面依然会在眼前浮现。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尽管岁月变迁，物是

人非，但那座戏台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份对故乡的深深

眷恋，那份人与人之间淳朴的情感交流，却永远不会消逝。它就

像一首古老的诗篇，在岁月的深处低吟浅唱；又似一幅褪色的画

卷，虽色彩不再鲜艳，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珲春，地处吉林省东部，位于

图们江下游，是中国唯一地处中、

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这

里东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与朝鲜

相邻，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

别样的魅力。

珲春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

文化。在古代，珲春是东北亚的

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唐朝时

期，珲春作为渤海国的东京龙源

府，一度繁荣昌盛。那时的珲春，

商船往来频繁，贸易兴盛，不同民

族的人们在这里交流融合，共同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边陲锁钥连

三国，塞北明珠耀九垓。”这句古

诗生动地描绘了珲春重要的地理

位置和璀璨的光芒。在历史的长

河中，珲春还见证了许多重要的

事件，珲春作为边疆要塞，曾多次

抵御外敌的侵扰。将士们在这里浴血奋战，保卫着祖国的边疆。

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乐土，朝鲜族的轻盈曼妙、满族的古朴厚

重、蒙古族的雄浑豪迈，在这里交相辉映。每逢重大节日，朝鲜族

的阿爸依和阿妈妮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跳起欢快的象帽舞，长

长的彩带在空中飞舞，如灵动的蝴蝶翩翩起舞，那优美的身姿展现

出独特的民族风情；满族的人们展示着古老的满族风俗，如传统的

萨满祭祀仪式，神秘而庄重，承栽着满族的历史记忆；而在那广袤

的草原边上，蒙古族的汉子们纵马驰骋，一曲雄浑的长调响起，仿

佛能穿透云霄，带着草原的豪迈与奔放。各民族的风情在这里汇

聚成一道绚丽的彩虹，映照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珲春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陶醉。绵延的山脉像是大地的脊

梁，守护着这片土地。防川风景区，一眼望三国，独特的地理位

置让人感慨万千。“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清澈的图们江奔

腾不息，奏响生命的乐章。森林郁郁葱葱，是大自然赋予的绿色

宝藏，为珲春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曾经，先辈们齐心协力守护着这片故疆。在抗日战争时期，

珲春的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抵抗外敌入侵。如今，在新时代

的浪潮下，珲春人民团结奋进，共同铸就辉煌。各族干部群众互

帮互助，朝鲜族的村民分享着辣白菜的制作技艺，带动大家发展

特色产业；满族的同胞们积极传承满族文化，通过举办民俗活动

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满族的历史与传统；蒙古族的小伙子们则

利用自己的马术特长，发展旅游项目。和谐共处、互帮互助的氛

围在这里弥漫，文化交融让珲春更加丰富多彩。民心凝聚在一

起，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珲春这片土地上处

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五星红旗在风中飘扬，各族人民共同唱

响对祖国的赞歌。回顾历史，珲春在祖国的怀抱中不断发展壮

大；展望未来，珲春人民将继续携手共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

献自己的力量。珲春，正以崭新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这里的

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来客。相信在未

来，珲春必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北疆

明珠，为祖国的壮丽画卷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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