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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因身体有恙，遵
照医生嘱咐，不得不卧床休息。

俗话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性，有利就有弊，有好就有坏。我
想，既然医生让卧床休息，正好可
以利用这个机会，静下心来，把以
前读书的欠缺找回来。于是，卧床
读书就成了我每天必修的课程。

我在网上找到了第一届到第
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获奖作
品，开心地放入收藏夹，一篇一篇
慢慢阅读，一篇一篇细细品味。

为防止走马观花，我制订了
早、中、晚各一篇的读书计划，先快
读，再细读，后精读。有的小说读
了四五遍还不过瘾，就像用杠子压
出的馒头，越嚼越香，越嚼味越
浓。如池莉的获奖作品《心比身先
老》、刘庆邦的《鞋》、李浩的《将军
的部队》、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
像》等，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像蜜蜂
一样贪婪地汲取其中的营养，时不
时为故事情节、主题架构、细节描
写、人物刻画等拍案叫绝。我一边
阅读，一边思考；一边分析，一边对

比。通过近一个月的阅读，我受益
匪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
对如何写出好文章，给出了他的四
字秘诀——阅读、模仿。细细琢
磨，果真如此。

自古就有“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会吟”的说法。书不仅要读，
更要有选择地读，不能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看到什么读什么，要读
精品、读佳作、读名篇、读名人的成
名作。否则，不仅个人素质和能力
得不到提升，可能还会带来不利影
响。

坐着读书，有坐着读书的好
处；躺着读书，有躺着读书的乐
趣。近一个月来，我深深体会到，
躺着读书不仅有益于身心放松，更
有助于集中精力。我忘记了烦恼、
困惑和疼痛，与文章中的人物同
呼吸、共命运，学到了许多非
常有益的东西，也为自己
2024年的能力提升打下
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说起喝酒，我自觉惭愧，虽
身为山东大汉，酒量却小得可
怜，白酒顶多三两就脸红脖子
粗，啤酒只喝一瓶便耳热心跳。
所以，每逢与人小酌，当喝干一
杯别人再给我斟酒时，我便惶惶
然起身，勉强端起酒杯，不好意
思地说：“谢谢，少来点儿，20毫
升吧。”于是，便有朋友打趣：“你
把这当成农药了？”

我虽然不善饮酒，视酒场如
战场，却有个奇怪的习惯，那就
是在家中读书至兴浓时，往往喜
欢端杯酒，边读边品。双休日、
大雪天、春光明媚的日子，摊开
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下面垫上一
本厚厚的词典（后来买了一面变
角度看书板），使书与桌面形成
合适的夹角，就开始了阅读。读
到妙处，兴致盎然，端起酒杯轻
轻呷上一口，顿觉书中文章更有

“滋味”了，酒也似乎好喝了许
多。至于酒肴，颇为简单，抓一
把自产的花生，剥去壳，将花生
粒塞入口中。就着花生喝酒，就
着酒读书，久而久之，形成习
惯。后来从书中得知，白酒就生
花生，还有保健功效呢。有时，
读书入迷，不知不觉间竟忘乎所
以，端杯的频率也高起来，最后
竟喝到脸红，浑身的血液也沸腾
起来。

有几次，我读到得意处，眼
不离书本，左手下意识地去端酒
杯，却不小心将酒杯碰倒，酒洒
在桌子上，书也被弄湿了一片。
我不免苦笑，手忙脚乱地收拾一
番。不过，酒的醇美混合着书的
墨香，给小书屋增添了一种特别
的味道。

我平生愚顽且懒惰，没
有读过多少书。虽然还
不至于胸无点墨，却

实在是才疏学浅，我为此甚感惭
愧。我曾想提高自己的酒量和
阅读量，无奈受制于多种因素，
总难以遂愿，但这种酒香伴书香
的日子，我还真是受用。

去年春节，一位朋友从加拿
大回国探亲，给我捎来几盒西洋
参，说是让我泡酒喝。朋友的一
片心意，不能辜负。我将一个印
有“纯蜂蜜”字样的方形空玻璃
瓶刷洗干净，放入西洋参，倒满
酒，盖上盖子，拧紧，晃一晃，丝
毫不漏。泡了三五日，我就将玻
璃瓶放在书桌上，以便可以随时
饮用“人参酒”。每喝完一次，我
就及时盖上盖子，这样酒就不会
被碰洒了。

我乃一介草民，对酒的质
量从不在乎，也从不敢奢谈档
次。酒差点没事，书好就行。
酒差了，大不了不喝，或少喝；
书 差 了 ，进 入 脑 子 却 如 何 了
得？同样都作用于神经系统，
益处或危害不可小觑。

那年夏天，我在电脑上阅读
苏东坡有关农家乐的几首诗词，
读到精彩处，猛然站起，端起这
个盛酒的玻璃瓶拧开，猛喝了一
大口。不巧的是，玻璃瓶里装的
是北京红星二锅头，五十六度
的，呛得我好一阵咳嗽。当然，
这种情况不多见。我自知酒量
小，从不让自己喝醉。倘遇好
书，读到兴浓时，不待酒醉，心已
经醉了。

酒香伴书香
◎ 刘旭东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生就珍
藏过两本书。

母亲珍藏的第一本书，是用来
夹我们全家大小鞋样儿的一本大
书。不知道这本厚厚的大书，母亲
是从哪儿找来的。那时候，我还从
来没见过那么大、那么厚的书，书
页上印满密密麻麻的小字，书页间
夹着各种各样的鞋样儿，邻居大
妈、大婶做鞋的时候，都喜欢来找
母亲“替鞋样儿”。

母亲心灵手巧，无论干什么活
儿，都干得又快又好，尤其是针线
活儿。母亲自己爱琢磨，常常无师
自通，从来不用求人。母亲乐于
助人，当别人找到家里向她寻求帮
助的时候，她总是赶快放下自己手
中的活儿，很热心地帮忙。我每次
看到母亲郑重地从炕席底下拿出
她的大书，仔细地从里面翻找出来
邻居大妈、大婶想要的鞋样儿，再
找个硬纸板，小心翼翼地帮她们把
鞋样儿完整地“替”下来的时候，我
就打心眼儿里佩服母亲。

这本一直被母亲珍藏着的大
书，是母亲一生的荣誉和骄傲。

母亲珍藏的第二本书，是一本
《中学时代》，上面刊登着我的一篇
文章。我那时上初一，平生第一次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记得还收到
14元稿费。我把文章发表的喜讯
告诉了母亲，并把书拿给她看。母
亲的眼神中充满惊喜，端详着书，
双手不停地摩挲着书皮。后来，我
从里屋写完作业出来，发现母亲还
坐在堂屋门口捧着那本书看，神情
专注而虔诚。母亲从来没上过学，
只是曾经在村里开办的扫盲班里
学过几天字，会写自己的名字。我
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读懂，但她那满
心满眼的欢喜却毫不掩饰地全部
投射在了书上。

夕阳越过院墙斜斜地照过来，
沐浴在金色余晖里的母亲眼睛里
闪烁着的幸福光芒犹如一股温泉
流淌在我心里，滋润着我的情感，
又宛如天上的启明星，照亮了我前
行的路。

后来，这本《中学时代》被母亲
珍藏起来，成为母亲的骄傲，也成
为我力量的源泉，激励着我不停地
努力奋进。

如今，这两本“藏书”已经随
着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和

“藏书”的故事却永远珍藏在我的
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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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章
红

即便是庸常琐碎的日子，也可
以过出属于自己的优雅来。《荔枝
依旧年年红》是“中国好书”奖得主
肖复兴写给大家的暖心之书，甄选
56篇经典之作，囊括亲情、友情、
爱情、美食、旅行、哲思六大主题，
感怀故人亲友，书写生命智慧，治
愈你的迷茫、焦虑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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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依旧年年红》

躺着读书的日子
◎ 刘国瑞


