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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晓玫老师有些茫然。她知道学校想搞好宣
传，这她理解，但也不能没完没了呀？但是，她又不
好太反对。再说她的声音也起不了多少作用。上
次捐款的时候，她反对了，不也照样捐得轰轰烈烈
吗？学校规定了升学考试时各班班主任按本班学
生上线率拿奖金，她当然不全是怕金春雨作报告影
响考试让自己少拿资金，她觉得自己是金春雨的老
师，就应该为她着想。金春雨还是个孩子，是个思
想单纯的孩子，好多事是缺少更加准确的判断的。

但是，王副校长是个认准了就要做到底的人，
这个梅晓玫老师也是知道的。

“要不等过些时间，等金春雨的妈妈身体好些
了，金春雨心情也稳定了，咱再做别的工作行不
行？”梅晓玫老师试探地问。她想也许等这阵过去
了，各个学校也就把请金春雨去作报告的事淡下来
了。

“那不行，肯定不行！”王副校长态度非常坚决
地说，“任何事都要趁热打铁，否则怎么会有好的
效果？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你跟金春雨同学沟
通一下，让她做些准备，明天就开始。”

“明天？”梅晓玫老师像是问王副校长，又像是
问自己。

“明天，就明天！”王副校长说完，就转身忙别
的去了。

梅晓玫老师愣了片刻，转身慢慢朝教室走
去。她真的不想跟金春雨去说这事，但是，她又不
能不说。否则，王副校长那边怎么交待？

金春雨实在不愿到别的学校去作报告。她觉
得竞赛得了个第九，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这有
什么可说的呢？只要一心一意地认真学，哪个同
学都不会太差。她很为难。马上要进入毕业前的
总复习阶段了，她不想因为这没必要的报告影响
学习。可是，梅晓玫老师已经把话跟她讲得很明
白了，她又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午饭后，她特意去了一趟妈妈住的小屋，跟妈
妈说了这事。

柴玉兰也有些为难。她知道出去作报告是好
事，在以往的印象中，只有英模人物才到处去作报
告，如今，她的女儿也被邀请去作报告了。但是，
女儿马上要毕业考试了，她也怕因为作报告影响
孩子的学习。转而想到学校领导老师对她的好，
她又觉得哪怕是真的影响到了学习，也要去。如
果不是学校帮忙，春雨说不定就退学了呢，哪还谈
的上考重点、上大学？也许，就作个一次两次的，
对春雨的学习不会有啥大碍的。她对女儿说：“学
校既然决定了，那你就去吧。别误了学习就行。”

拿不定主意的金春雨，经妈妈这一说，就决定
去了。

下午，她用了一节自习的时间把稿子写了出
来。按照王副校长的思路，她简单写了家庭的情
况，她曾面临的两次辍学，以及她的学习习惯等。
她说是榆树湾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帮助她渡过了
难关，所以她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想
以此来报答关心帮助她的老师们。

梅晓玫老师和王副校长看了，觉得还不错。
学校又让语文组的老师对稿子进行了润色，并适
当加了些榆树湾中学的情况。

“老A，真要去作报告呀？那是英雄豪杰们做
的事吧！”周钰用手指敲了敲椅背，金春雨回过了
头。

“说什么呢帅哥？舍不得人家离开吧？”肖晓
凑上来，用手里的书拍了下周钰的胳膊，“难道我
们金春雨不是英雄吗？”

“失敬，失敬！原来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呀！”周
钰高举起手中的铅笔，做出要还击的样子，但被肖
晓躲开了。

“说什么呢你们？”金春雨推一把肖晓，被推出
去的肖晓又反扑过来，搂住了金春雨的胳膊。“你
们以为我愿去呀？现在都啥时候了，还拿出大块
的时间去作什么报告。唉！”

“不想去就不去呀，何必那么唉声叹气的，为
难自己呀？”周钰说。

金春雨轻轻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
“哎呀，叹口气看把你心疼的！”肖晓白了周钰

一眼。
“我不跟你白话。你厉害，厉害到超过100。”

周钰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字：100KG。
肖晓扬起手上的书就要打周钰。周钰早一闪

身，从她身边跳开，朝门口跑去。
自然，在跑步上，肖晓不会是周钰的对手。眨

眼功夫，周钰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肖晓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在金春雨旁边的空

位子上坐下，好一会才缓过来。
“你不觉得周钰这小子有时说的也对吗？”终

于喘匀了气的肖晓说。
“啥？”金春雨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刚才的话呀？他说了，不想去就不去呀。”

肖晓侧脸望着金春雨。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不就是去作个报告吗？

也就半天的时间，误不了我多少学习的，放心吧。”
金春雨冲肖晓笑了笑，“学校给了我和妈妈那么多
帮助，我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事。你说是不是？”

“反正，你一直是老师的‘乖宝’，就再乖一次
吧。”肖晓歪头望着金春雨，微笑着说。

“唉，我别无选择。”金春雨轻轻叹了口气。
（34）

4 月 23 日是什么日子？许多人也许会一
脸茫然。这一天是英国文坛巨匠莎士比亚
的诞辰，也是他的忌日。他生于 1564 年 4 月
23 日，逝世于 1616 年 4 月 23 日。似乎，天才
的人生总是不同寻常。这一天被定为“世界
读书日”。在中国，这一天也被称之为“书香
节”。一年一度书香节，如此煞费苦心，其意
义无外乎劝人莫忘读书。在这个人人被困
网络却不自知，虚度时光却沾沾自喜的年
代，在这个时时追名逐利，物质丰富内心贫
瘠的信息时代，谁还能手捧书卷，沉浸其
中？谁还能如孔夫子般发愤忘食，读到乐以
忘忧而不知老之将至？谁还能如鲁迅先生
笔下的私塾老师般读到摇头晃脑，忘乎所
以？鲜已有之。书，在历经几千年的光阴岁
月，发展变革，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遭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冰河时代。

远古之时，仓颉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
蹄爪之迹，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
号。他给这些符号命名，叫做字。那一刻惊天
地，泣鬼神；那一刻文明从万古如长夜的混沌
蒙昧中苏醒；那一刻，人类得以窥见整个世
界。自此，世间万物皆有所载，时光流年皆有
所序，灵台方寸，心念之间，亦皆有所述。自
此，承载着文字与语言，承载着时光与历史，承
载着思想与文明的书亦随之诞生，并在未来的
岁月里，一直照亮着人类前进的道路，记录着
世界沧海桑田的变迁，也镌刻下群星闪耀的时
刻。

殷商之时，人们将仓颉所造的象形文字书
之于龟甲兽骨，用以沟通神灵和祖先，以占卜
现世的祸福吉凶、战争成败，乞求国家的强盛，
子孙的繁荣。此时的甲骨之书带着最原始的
信仰和敬畏，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滥觞，也记载
了文字最初的模样。它们从祖先的心里流传
到我们的指尖，此刻，我们笔下的一撇一捺，都
曾经一笔一划地刻在骨头上。因为刻骨，所以
铭心。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岩石上刻画下印象中
的生活与万物。我们的祖先仰观宇宙，俯察世
间，他们发现石与大地同寿，他们篆刻在石上
的文字、图画将凝固着他们对世界最初的印
象，永存于世。也正因此，后世才有了不同时
代的碑文篆刻和几经离散依然存世的石鼓文
以及秦始皇封禅泰山时的“梁父刻石”，它们穿
过时光与风声，淌过岁月与流水，与我们相见，
容颜依然清晰，让我们望见历史，也望见生命
的力量和世间的永恒。

商末，武王伐纣，甲骨文随之消亡。随周
兴起的是金文，王侯贵族们将其书之于青铜之
上，铸之成鼎，锻之成尊，造之成器，颂扬祖先
及诸侯们的功绩，记录家国重大历史事件，使
其鸣之于钟鼓，传之于千古。也使后世的我们
得以透过厚重朴拙的青铜重器，透过斑斑锈迹
的铭文记述，窥见那个早已远去却留给后人无
限遐想的时代，得以想见那个时代列土封侯的
八方来朝，钟鸣鼎食的礼乐齐鸣，君子如玉的
谦谦温润。

西周末年，幽王烽火戏诸侯，滚滚狼烟中，
西周轰然倒塌。随后，平王东迁，拉开了东周
的历史大幕，也拉开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兴盛的
黄金时期—春秋战国。春秋争霸的烈烈烽火
中，战国七雄的金戈铁马里，诸子百家滔滔雄
辩，政客文人游说四方。青铜器的厚重坚硬早
已载不动历史的动荡，思想的碰撞，简牍应运
而生，大行其道。人们选择上好的毛竹或松柏
木，先锯成段，再切成条状或薄板状，然后经过
修整、打磨和烘烤等多道工序，将单片的竹坯

编联在一起，制成简牍，用以书写国家兴亡的
功过是非，帝王将相的荣辱沉浮，强国利民的
谏言建策，攻城略地的兵法奇谋，大国外交的
针锋相对，盟约交好的互通往来，天文地理的
奥妙无穷，亲人朋友的嘘寒问暖。此时的简牍
可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书”了。《尚书》记
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一字，
为象形字，是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而来，为单
手或双手捧册而读。简牍，相较于青铜铭文自
然轻便、普及了许多，也大有容纳百川的气度，
只是一卷在手，却依然沉重。想来，所谓“长篇
累牍”定是一篇长文读下来的不堪重负；而所
谓“学富五车”也就未必果真是才高八斗，满腹
经纶了。

战国晚期至漫漫秦汉，虽有始皇帝焚书坑
儒的劫难，亦有霸王火烧阿房的遗憾，所幸并
没有真的伤筋动骨，文字与书在历史的洪流中
并没有相忘于江湖，而是执子之手，相濡以
沫。期间，为书写方便，文字由形到意，由繁为
简，由金文而逐渐演化为小篆、隶书。先民们
也开始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之上，称之为帛
书。《国语·越语》就曾记载:“越王以册书帛。”
不过，因其价格昂贵，它的使用仅限于达官贵
人，并未普及于世。不过却也留下了“锦书”一
词为后来的唐宋诗词锦上添花，而世间也多了

“云中谁寄锦书来”、“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
千古佳句。至于将文字书写在羊皮上的羊皮
书，则多见于西方典籍的记载，闻名于世的励
志丛书《羊皮卷》其书名就源于十道羊皮卷的
传说。

至汉一朝，造纸术的发明可谓石破天惊。
那一方洁白的纸张，让思想的火花终于有了广
袤的游目驰骋之地，文字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托
付终身的栖息之地；那一方空白的纸张，留下
了多少墨迹，承载了几多岁月，它们一张张集
结成卷，集卷成册，集册成书。此时的书，可算
是现代之书，真正之书。纸页翻动，字里行间，
它已流传千古，将中国的文化代代传承，将中
国的文明四方传播。直到今天，我们开卷阅
读，依然能看到它熟悉的背影，看到它稚嫩的
模样。至此，笔、墨、纸、砚也终于跋山涉水而
来，千里迢迢相遇，被后世统称之为“文房四
宝”。

造纸术，作为中国文化的推手，在中国古
代四大发明之中占得一席之地，可谓实至名
归。只可惜，读书一事，在彼时依然是贵族的
特权，升斗小民们既没有买书的闲钱，也没有
读书的机会。如西汉匡衡般凿壁偷光刻苦好
读的人大多只能厚颜求人借书，幸者得遇伯
乐，不幸者依然求而不得。细细想来，“书非借
不能读”的教诲背后除了苦口婆心，也有说不
尽的心酸无奈。为多读几遍，更有甚者借书手
抄，日夜不眠，一笔一划，一字一句，一篇一章，
书于纸上，记于心里。

有唐一代，科举制度渐渐兴盛，寒门子弟
有了上升的途径，读书，也不再是单纯地修身
养性，修德齐家，更多了一份功利。虽说当时
依然洛阳纸贵，读书之人却趋之若鹜。

至北宋，和造纸术并列于中国古代四大发
明的印刷术，如同给书插上了翅膀，使千书万
卷飞入寻常百姓家。科举制度至此更是渐趋
成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梦；而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更是成为十年寒窗
苦读的终极梦想。多少人为此头悬梁，锥刺
股，又有多少人为此衣带渐宽，皓首穷经，其结
果固然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的进士及第，也有“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

旧主人”的名落孙山。虽是悲喜两重天，读书
科举依然是一千多年来文人学子实现理想的
最大跳板。就算是此心光明的王阳明，虽励志
不为功名，只做圣贤，依然要读遍经史子集，诸
子学说，方才集前人智慧，汇百家之说，开创心
学，成为一代宗师。

民国之初，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
度终于穷途末路，土崩瓦解，中国历史迎来崭
新的一页。旧时制度，旧时文化如前朝遗老般
面对新的时代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改革一
词，自古有之；改革一事，也不新鲜。自商鞅变
法，中国历史上不乏改革变法之人。于是，历
经新旧文化一番激烈之争，汉字变为简体，加
注拼音，以崭新的面貌和形象立于世人面前，
文章也以白话文的完胜走进历史进程。繁体
字，文言文，和曾经的甲骨文、金文、小篆一样
慢慢走进历史深处，与我们隔了千山万水，万
千光阴，遥遥相望，背影依然依稀可见。

时至今日，读书早已不是什么阶级特权，
书，也已是唾手可得之物。且随着时代发展，
纸质版书籍之外，更多了电子书，随身携带，点
击可读。只可惜，如此便宜，依然落得闲置高
阁，无人问津。人们的生活早已被手机、电脑
里的微博、微信、游戏、淘宝和各种新闻充斥
着，目不暇接。那有闲时、闲情和闲心去读
书。再者，书读多了人易多痴，执着于书呆子
的一份傻气不说，还易执拗于信念、风骨之类
不甚实用的东西，往往难以合群，于是，行诸于
众人之外，言锋于众人之间，少不得被人骂一
句：愤青。实是不合时宜，前途堪忧。总其上
述，读书不如多参加几场聚会，觥筹交错间，说
不定升职加薪也未可知。近年来，读书无用论
更是甚嚣尘上，不绝于耳。一时，读书，成了整
个国家和民族的心事。为从娃娃抓起，《日有
所诵》成为每日背诵作业；为从家庭做起，各种
家风征文层出不穷；为从舆论导起，读书日成
为一年一度的书香节。节日前后，全网狂欢，
图书促销，半折优惠，平日里从不买书之人亦
难免心痒，买回几本权当装饰品，也算附庸风
雅。而平时高高在上的大部头巨著，此时倒也
可以考虑入手，正所谓：年年读书日，正是添书
时。虽不若红袖添香那般旖旎动人，却也实实
省钱。只是，书籍沦落至此，实当为之一哭。
呜呼!

年少之时，课本是书的代名词，曾天真地
以为世间之书便是课上之书。后来，去到书店
才知原来自己就是那只课本上的井底之蛙；原
来世上之书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可得见过去，
可窥见未来；可得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可得遇古人圣贤，一卷书，一壶酒，一弯月，一
张琴，山川风月，高山流水，笑谈古今。

还记得高中之时，席绢一部穿越小说《穿
越时空的爱恋》引发穿越狂潮，至今不绝。多
少痴男怨女梦想着穿越回古代做个有钱有闲
的霸道王爷，或与史书上鼎鼎大名的帝王将相
谈一场无关历史只关风月的恋爱，剧情当然是
虐心又虐恋。甚至许多人大伤脑筋，纷纷在网
上讨论到底穿越回哪个朝代才能幸福圆满地
过一生。可惜，时空所限，科技所限，穿越一
事，基本上还处于痴心妄想的阶段，其不可操
作性估计大大大于人类移居火星。

其实，想穿越也不是没有可能。书，本就
是可穿越时空的时间隧道。《牛津英语词典》编
著者之一的迈纳医生曾深情告白：“站在书脊
之上，我可以飞跃眼前的围墙，借文字之翼，我
可以抵达世界之巅，这是自由，只有阅读时的
人生后无追兵，阅读时，是我在追寻上帝的脚
步。”

放下手机，拿起书卷吧，在阳光晴好的午
后，在细雨敲窗的夜晚，在花开正好的春天，走
进文字的世界，畅游古今中外，遥望日月星辰，
走遍天涯海角，感受青萍之风。一切恰如所
说：一卷在手，世界我有。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一
桃花年年开 一年更比一年红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桃花正红 李花正白
油菜花铺开金浪 春日里
游弋的脚步少了浪漫
辉煌背后 有悲叹 有惊恐
定在季节的容颜
仰望着咫尺星空
各怀惆怅

这个季节 邪恶与正义
痛感与奉献 一度上演
多少双眼睛凝望
多少颗心灵祈盼
阴霾，终在季尾甩开

疫情挡不住，桃花迎春风
济阳的桃花红又红
济阳的人们笑春风
人面桃花依旧在
照得新城红彤彤
2020年，特别的不平凡，战疫情
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
请您看一看济阳的桃花分外红……

二
春天馈赠济阳大地
可不止香喷喷的野菜花
还有满园盛开的桃花
桃花花开
瓣瓣香溢
朵朵娇媚
真是醉了光阴

那盛开满处的桃花
和往年一样
依然含笑春天
依然娇羞甜美
依然富贵高雅
你看
那不想错过花季的人
都在拍照摄像留念
和往年一样
那一朵朵粉红桃花
红的热情奔放
那穿红衣的少妇
穿越在花丛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那白衣少女
在梨花映衬下
是那样纯真玉洁
紫槐花紫的那样自在凝重
绿牡丹绿的那样清淡幽雅

我置身于花丛中
看着那一园
郁郁葱葱桃花、梨花、槐花、牡丹花
一片片
一株株
一簇簇
微风中摇曳着美丽的身姿
那层层叠叠的花瓣犹如水中泛起的涟漪
在绿叶的衬托下更加自然和谐
更有一股带着泥土清幽的芬芳
人不在其境也心旷神怡
我吸一口带清香味空气
感觉全身舒服极了

作者单位：区法院

书与读书
◎杜秀香

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依旧笑春风
◎司文华

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华夏
民族，一个有着饱受折磨，历经各种磨难而从
不畏惧的国家，一个是所有国都必须依靠他
生活的国家，一个身处逆境而永往直前，团结
一心的国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新冠疫情突如
其来，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我看到的不是
人心惶惶，不是在超市里疯购物资，不是带领
群众去街上游行争取自由，而是全国上下万
众一心，齐戴口罩，全国各地派出医辽队支援
湖北武汉，全国人民毫无动摇，他们牺牲了自
己的宝贵时间去抗击疫情，因为人民知道疾
风知尽草，烈火见真金，祖国母亲养育了我们
这么多年，是我们该报答她的时候了，是时候
该把我们那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展现出来的
时候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新冠疫情不会
动摇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根基，不会动摇我国
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而是更牢固了这棵苍
天大树，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有万众一心，众志成诚的民族精
神，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基础，人民素质，
有积累的雄厚物质与规模，有超大规模的市

场潜力和内部资源，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与人
才资源，有丰富的医疗资源与人员，我们有资
本、有力量去应对这场疫情，把根基扎劳，把
力量抓稳，我们足以化危为机，牢牢把握世界
发展主权。我们更要把目标放长远，用科学
主义观和方法帮助各个国家，使其国家人民
安居乐业，使世界疫情平稳，我们全世界人民
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疫情早晚会被我们战
胜。彻底让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践
行社会主义国家行动，实行党的观点：“辨证
唯物主义”。使“地球村”人们安居乐业，不受
病情折磨，相信中国有信心有实力去完成。

疫情是永远可以战胜的，疫情不分国界，
让全世界百姓同舟共济，携手前行，很快就可
以战胜这次困难。

一座保垒就是一个党支部，一面旗帜就是
一名党员，这次疫情就是世界认可中国的凭
证，这只不过是中国继续前行道路上的一个绊
脚石，但中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是永远不可
替代的。世界之主，那个沉睡多年的东方雄师
在世界人民的心里站起来了！将永远支撑着
世界，继续前行！

作者系济北小学学生

中国的转折，世界的荣耀
◎徐殿智

碧波三千顷，梦绕几万回。
今临此境，春风一缕醉心扉。
洗去三江尘埃，融入五湖风味，百花竞芳

菲。
人间四月好，处处沐春晖。

心中乐，对知音，倾酒杯。
良辰美景，痛饮高歌不须归。
且喜诗仙俊赏，更赏词客豪迈，谁肯仰天

悲？
草丛虫儿唱，水里鱼儿肥。

作者单位：志远学校

水调歌头水调歌头··游澄波湖游澄波湖
◎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