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
责编 / 宋春芳 美编 / 张锦萍 校对 / 李丽 梁琦 05一城湖·读书

□ 朱海波

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聊城
晚报》精心策划了世界读书日专版，希
望能唤起大家对读书的新认知。

茶能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
花。读书，不应该是阶段性的，而应是
长期性的。每个人都应自问：“我有多
长时间没读书了？”

为什么要读书？我们可以从三个
层面来回答。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是高尔基的话，可以从第一个层面回
答这个问题。有人说，人类进步的事太
过宏大，与我无关，那我们就从第二个
层面家风家教来说。《红楼梦》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
堂》，脂砚斋评语：“学（堂）乃大众之规
范，人伦之根本，首先悖乱，以至于此
极，其贾家之气数，即此可知。”翻译过
来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不可不重视
教育和读书，一个不重视教育和读书的
家庭或家族是没有希望的。站在读者
个人角度来说，读书可使人明智，这是
从第三个层面回答这个问题。

总之，修身、齐家、治国，一样离不
开读书。

读书不是哪个时段的事，而是全
天候的事；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
子的事；不是哪一部分人的事，而是所
有人的事。83岁的张金凤一天两次到
聊城市图书馆打卡，把读书作为养生，
把书本作为养料，从一头青丝学到满
头白发，为读者做出了榜样。

当前，面对快节奏的生活，面对碎
片化阅读的冲击，我们更要慢下来，品
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让心灵充盈而
丰满，让精神愉悦而惬意。

最是书香能致远

那时的伙房在一个二层小楼的东
北角，当然现在无处可寻了。高中三
年，我一直是吃那儿的饭食。

我们最盼望的是改善伙食，改善伙
食就是包包子，夏天还会有凉面条。印
象深刻的是，在挥汗如雨的中午，凉面
静静地躺在大洗衣盆里。大师傅连一
次性手套都不戴（估计那时也没有），见
有人来买凉面，他五个手指往盆里一
插，抓起一把面条扔进快餐杯里，再给
浇点蒜。麻汁、黄瓜丝之类的佐料，统
统没有。买面条的人一转身，就吸溜、
吸溜地喝起来，管它卫生不卫生、管它
有吃相没吃相，能解馋就行。没买到的
人就在那儿挤。排队？没那么斯文。

那时吃饭用饭票，而不是像现在一
样刷卡。打饭时，大师傅会准备一个笸
箩，学生把验过后的饭票往里一扔，他
就给打饭。高中三年下来，无甚新奇

事。但一位学长却在平淡无奇中创造
了传奇，让我对他的“景仰”如长江之
水，滔滔不绝。

他每次打饭都选择人多的时候，这
时大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注意力较为分
散。他打完饭后就势把快餐杯往笸箩里
的饭票上一蹾，随即转身离开。他转身
的动作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也没人关注，
但蹾快餐杯的动作是别人没有的，“玄
机”也就在这里——他的快餐杯底部涂
抹了一层胶水，每次蹾下去，总能粘几张
饭票回来，一瓶胶水让他“吃”了三年。

真是人才啊，怪不得后来考上了名
牌大学，因为从小就有高智商。这是在
酒桌上听说的事。后来听讲故事的同
学说，这是他从某个文学刊物上看到的
方法，感觉好玩，就张冠李戴拿来用了。

改善伙食通常是每周一回，其他时间
都是一样的饭菜，时间一长，我们都吃腻

了。还好，除了伙房的饭食，还有选择。
每到打饭的点，教学楼通往伙房的

小道两边就挤满了挑着桶卖菜的人，他
们大部分是教职工家属，也有校外的。
那时不用卫生检验检疫之类的，卖菜没
什么门槛，也没听说谁吃出毛病来。与
伙房里的大锅菜相比，这些菜放的油
多，味道好。尤其是M老师家属做的辣
白菜，又香又辣，还挺黏乎，去得晚了就
买不到了。那时的菜，素菜一角钱一
份，肉菜三角钱一份，但大家大多打素
菜，肉菜吃不起。

G同学打菜颇有经验。我们都是打
一份菜端着去一边吃，他偏打半份，吃完
后再打半份。为什么这样呢？他一本正
经地给我们算过账。他说，一次打一份，
给两勺半；一次打半份，给一勺半。分两
次打，可以多吃半勺菜。天啊，能精打细
算到这种程度，真是神一样的存在了。

吃伙房
◎ 朱海波

聊城一中琐忆之三：

谢榛深深地叹息一声。
男仆睡醒一觉，往床上一看，空空

的，便知道坏了。扭头看了一下老爷，
吓得哇一声哭了。他把我喊去，我们两
人把老爷解下来，老爷已浑身冰凉。

草草埋葬老爷之后，我托县丞帮
忙，去牢里探望了公子。我不敢把家里
的惨变和盘托出，只说四处求人帮忙却
没有一个敢应承的。

公子听了，苦笑一声，流下泪来，
说，我卢楠枉称名士，有眼无珠，所交都
是无品之人。但有一个，必会救我。这
人少年时便被称为侠士。

公子快说是谁。
就是与我有一面之交的诗人谢榛。
他在哪里。
安阳。
这样，我就赶忙找您来了。路上，

又让盗贼偷走身上仅有的五两银子，没

法雇车，我只好一步一步地走来。
义仆，义仆！谢榛拍了拍卢远的肩膀。
先生快去救救我家公子！卢远悲

哀地说。
这样，你先别急。这事我要与赵王

商量商量。虽然藩王不能理政，但帮着
分析一下问题，还是比我们平民百姓透
彻的。

谢榛吩咐元烛，领着卢远去街上澡堂
洗一洗，换身衣服，然后回家等他。

谢榛大步奔向王府，见了赵王，把
卢楠家的变故详细告知。

赵王听了，沉吟半天，说，卢楠名
士，我早有耳闻。知县说他把长工打
死了，看来确有冤情。这样，你先去浚
县一趟，到狱中详细问问卢楠，看他说
的与卢远说的是否相同。卢远毕竟是
一个仆人，所说恐有遗漏。

谢榛说，殿下所言极是。

对了，让顾圣之领着你见安阳知府
王三省，烦他写一纸书信给浚县知县。
浚县虽然不归安阳管辖，但蒋知县应该
给王三省这点面子。书信上只说一事，
就是请蒋知县准你探监。

行，我马上动身。诗集编辑之事，
我就顾不上了。

赵王说，顾圣之近来事少，就让他
参与编辑吧。

殿下这样安排最好了。说完，谢榛
匆匆告辞，去找顾圣之。

王三省是到任不到一年的知府，与
顾圣之混得很熟。对谢榛，他是久闻大
名。他热情地对谢榛说，有时间我们要
好好聊聊，我要向你请教写诗之法。

知府客气。
顾圣之见谢榛惶恐不安，便对王三

省说明了来意。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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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讲述了上世纪中期，青年教
师秦子岩回到家乡的大山里，和爱人
舒甄好一起从事教育工作的故事。这
对夫妇和一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教师
坚守爱的理念，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教
学实验。这段转瞬即逝的岁月却成就
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长久铭刻在
学子们的记忆深处。

该书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教师
形象，作者聂震宁称其“是一首写给
老师的赞美诗”。读者从这本书中不
仅能读到不妥协、不放弃，努力前行
的人生故事，还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青春气息，一种昂扬积极的精神品
质。

逛旧物市场，一处书摊前摆放着的
几本小人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随手拿
起一本，泛黄的纸张、粗糙的页面、具有
年代感的图画，以及磨损的边角，一切
既熟悉又陌生。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是小人书。
那时，没有报纸，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村子里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看小
人书是乡下孩子汲取精神食粮的重要
途径。

未上学之前，认识的字屈指可数，我
主要是通过小人书上人物的表情、动作
来拼凑故事。有时候，凑到身边陪我一
起看小人书的伙伴会似懂非懂地解说一
下，成为我了解故事情节的有益补充。

上了学，我认识的字多了，看小人

书时对故事的理解更准确，对心灵的触
动也更深。至今，我依然对《地雷战》
《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等红色故事
记忆犹新，军民艰苦斗争的画面从那时
起就深深镌刻在了心底。或许，报效祖
国的信念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在心底生
根发芽的。

一次，一位小伙伴不知从哪里淘
来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精彩的故
事情节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我把这本
小人书带到教室，趁着老师不注意，拿
到课桌上偷摸看了起来。正看得起劲，
老师发现了，罚我站了一节课。为了看
小人书，我算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上了初中，学业比之前紧张了许
多，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加

上电视机的逐渐普及，小人书变得小众
起来，看小人书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了。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小人书不
知不觉间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书店里难
觅踪影，只能偶尔在旧物摊上寻得那么
几本。这么多年过去，脑海中与小人书
相关的记忆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淡，如
果不是用力回忆，它早已湮没在时光的
碎片中。

时光荏苒，即使现在的我变成了一
个头上掺杂了些许白发的中年大叔，依
然喜欢看小人书。现在想想，我爱好阅
读的习惯正是从喜欢看小人书开始的，
它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丰富了我的童
年生活，编织了我儿时的五彩梦想，使
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那些小人书
◎ 高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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